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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改革激发农村集体经济新活力

记者 杨璐 济南报道

盘活资源
解锁更多财产权益

潍坊昌邑饮马镇山阳村博
陆山上有一片千年梨园，每年

“山阳梨花节”都吸引大批游客
打卡游玩，徜徉花海、品鉴美食，
为小村庄带来红火人气。

过去“靠山吃山”，村里是
依靠石英石开采加工，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破坏了山
阳村的生态环境。如果继续开
采石英石矿，“千年梨园”可能
不复存在。2010年，山阳村“两
委”痛下决心、锐意改革，调整
产业结构，逐年大幅压缩石英
矿开采规模，最终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对包括村集体石英砂
厂在内的100多家石英矿开采
加工企业予以关停取缔。同时
发动党员群众架桥筑路、运土
上山、封山育林。

如今，博陆山从矿坑遍地的
石头山变成风景秀美的生态山。
特别是近年来，山阳村依托博陆
山和千年梨园的资源优势，联合
周边5个村共同发展乡村生态旅
游和休闲观光农业。村“两委”领
办公司发展旅游业，博陆山成为

“春可游园观花、夏可避暑休闲、
秋可赏景品梨、冬可登山观景”
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发展“赏
花+”产业，从农家乐、乡村民宿，
到梨花水饺、梨花鸡、梨花糕、秋
梨膏等特色美食，再到时下流行
的研学、露营等，乡村生态旅游
和休闲观光农业累计接待游客
15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3000
万元。

荒山矿坑变景区，山阳村综
合开发利用各类资源，让土地生

“金”，推动集体增收与农民致
富。这是山东大力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的缩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
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
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
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
产权益。

近年来，山东探索党建引领
促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出台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鼓励各地
因地制宜发展集体经济。实施

“万村共富”行动，推动实现村集
体和村民的共同富裕。2023年，
全省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
37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23776元，同比增长
7 . 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 . 4个
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比上
年同期缩小0 . 05。

“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因时
制宜探索新路径，把小农户和村
集体纳入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
生产力和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
系的发展轨道，把产业链增值收
益更多留给村集体和农户。”山
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卫东
接受采访时说。

数字赋能
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在数字牧场，小牛一出生就
植入芯片、戴上“脖圈”，借助“黑
牛管家”App持续跟踪黑牛繁育
生长全过程，在长达900天的饲
养周期内，精准配料、精细喂养、
科学管理，使得牛肉纹理鲜明、
入口回甘。

在数字车间，黑牛实现自动
化标准化生产，引进先进排酸、
屠宰、分割技术，开发出牛肉、牛
膝骨、牛蹄筋、牛花腱等40多款
商品，“吃干榨净”每头牛。电子
项圈等智能化技术，提供从生产
到餐桌的全流程数字化追溯服
务。数字化控制中心实时接收市
场订单，监控车辆在途状况、车
厢温度、送达时间，实现“一品一
码，一盒一码”，确保舌尖上的安
全。

高青黑牛入选了2023年第
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近年来，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以
打造国家级沿黄肉牛产业集群
为契机，突出数字赋能、延链聚
合，基本形成了以黑牛育种、生
态养殖、屠宰分割、精深加工、智
能交易、冷链物流、终端配送、门
店消费为核心的高青黑牛全产
业链集群。

高青县在唐坊镇建设智能
化黑牛养殖基地、饲料加工厂、
有机肥加工厂、数字化交易中
心，并将休闲、观光、旅游、教育、
文化等元素有机融入，把牧场变
成景区。积极推广“龙头企业+规
模养殖园区+合作社+农户”发展
模式，由企业建设标准化园区，
合作社引导养殖户“出村入园”
规范养殖，改变个体养殖“小、
散、乱、脏、差”发展局面。通过订
单、合同、股份合作制等方式，构
建龙头企业与养殖户利益共赢、
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多元
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
业新业态。

山东是农业大省、粮食大
省，近年来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全产业链
发展步伐加快，大力发展数字农
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培育景
区化村庄，乡村旅游人气十足，
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展。

记者了解到，山东将推进实
施优势特色农业全产业链提质
增效试点和龙头企业提振行动，
培强100家农业领军企业，培优
1000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打造
10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数字农业
方面，突出农产品单品全产业链
数字化发展，聚焦农产品加工、
质量监管和追溯、仓储物流、市
场营销等全产业链，加快数字化
改造升级，带动传统农业全面向
数字化、智慧化转变。

文/片 郭蕊 济南报道

长护险政策何以新？
实施异地报销制度

今年3月，为了照顾刚出生的第三
代，烟台市的孙巨义不得不“拖家带
口”搬至济南生活。孙巨义的岳父孙庆
忠老人今年已是92岁高龄，也需要照
顾。在烟台时，老人作为职工医保的享
受者，能够获得长护险服务，但来到济
南后，这一服务却因异地限制而中断。

“6月份关注到烟台医保公众号发
布了异地可以享受长护险待遇的消
息，当时我就打电话咨询了。”孙巨义
激动地告诉记者。详细了解政策后，在
烟台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线上
+线下”的悉心帮助下，他快速提交了
详细的申请资料及住院病历，并顺利
通过了线上评估，孙庆忠最终获得了
最高等级（5级）的长护险待遇，每月可
享受1200元的报销待遇。“政策是6月
30号开始执行，7月10号左右我就办理
完了，很快就有护理员上门照顾老人
了。”孙巨义说。

针对部分失能人员随子女异地生
活的现实情况，山东建立实施异地长
期护理保险报销制度，今年7月起，异
地长期居住失能人员在居住地发生的
长期护理保险费用，可凭有效费用凭
证等，由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
报销。随着政策的实施，孙庆忠用药费
用也得到了大幅减轻，每月基础用药
总费用不超过1000元，现在个人仅承
担10%，并且专业的护士和护理机构
能够定期上门，为其提供胃管更换、口
腔护理、吸痰等基础护理，还有针对性
的按摩和清洁服务，这些都极大地改
善了孙庆忠的生活质量。

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年老、疾病或
伤残导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人
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
关的医疗护理服务或资金保障的一项
社会保险制度，被称为继养老、医疗、
工伤、失业、生育五大险种之后的社保

“第六险”。记者了解到，山东省长期护
理保险工作起步较早，2012年青岛市
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长期医疗护理保
险制度，2014年开展首批职工长期护
理保险省级试点，2021年实现职工长
期护理保险全覆盖。2018年部分市启
动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试点，2022年在
全省范围推开。截至目前，全省长期护
理保险参保人数超过5173万人，每年
为20余万失能人员提供保障。

长护险政策何以活？
银发经济新机遇

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
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不仅为失能老年群
体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更为银发
医养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机遇。记
者了解到，在青岛市城阳区夏塔路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有一位曾经的“职
场精英”转行做了“居家护理员”。

于丽华今年46岁，之前就职于海
尔集团，拥有计算机专业背景，曾在技
术支持和维护领域深耕九年。然而，在
生育第二胎并面临家中老人年纪增长
的情况下，她决定换份工作，以便更好
地照顾家庭。于是，她选择加入青岛市
城阳区夏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
为一名居家护理员。

在工作中，于丽华主要负责护理
22到23位老人，根据每位老人的情况
提供不同的服务。“在步入老龄化社会
的今天，家护这个行业其实是值得年
轻人深耕的行业，不仅是行业前景，同
样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满怀爱
心地去护理每一个需要我的老人，我
觉得特别有价值。”于丽华说。

长护险政策何以兴？
政策为翼促进机构发展

2002年，药剂专业毕业的李晓玲
开始创业，开了一家社区门诊。2012
年，青岛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长期
医疗护理保险制度，“这一政策落地加
速了我们企业的裂变，长护险主要针
对行动不便的人群，要求服务机构提
供居家上门服务。这对我们来说既是
挑战，也是机遇。”李晓玲表示，“为了
满足政策要求，我们加快服务网络的
布局，确保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到达患
者家中。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团队不断
壮大，服务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到2015年，她建立的佳家康医疗集团
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十六七个机构的综
合性医疗集团。

近年来，山东不断培育壮大专业
护理服务人员队伍。借助社会力量，培
训护理服务从业人员12万人次。部分市
积极争取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
门支持，把护理服务人员培训纳入政府
补贴范围；开发建设线上培训考核系
统，推动护理服务人员分级分类管理，
为护理服务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
基础。长期护理保险的推行，拉动了全
省城乡劳动力就业近8万人。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数字赋能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农民
腰包越来越鼓……山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改革激活农业农
村“一池春水”，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农民财产权益更加充分、农村集
体经济更有活力、农业农村活力涌现，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成色越来
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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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深
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探索建立“多元筹
资、城乡一体、医护兼
顾、市场主体”的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体系，
有效破解过去“机构
不能医、医院不能养、
家庭无力护”的困局。
目前，全省长期护理
保险覆盖5173万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每年为20余万失能人
员提供保障。

青青岛岛的的““居居家家护护理理员员””于于丽丽华华上上门门护护理理失失能能老老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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