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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孙孙双双
沂源县张家坡镇

沂源县张家坡镇：

基层农民党校助力乡村振兴
淄博市沂源县张家坡

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北桃花坪村内有距今1
万年左右的“扁扁洞”古人
类遗址；下河疃村东的张良
墓山，传说是西汉开国功臣
张良的衣冠冢；海拔622米
的张良墓山是沂源、临朐两
县的界山，西边铜陵关、东
边穆陵关是2000多年前齐
鲁两国的重要关隘。

乡村振兴，首先要坚定
不移抓党建。今年伊始，张
家坡镇党委政府提出“抓党
建促一切”的思路。淄博市
首个基层农民党校的创建，
为张家坡镇的乡村振兴事业
铺平了道路。

首创基层农民党校谋发展

近年来，张家坡镇推动
果业转型升级，实施“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果业发展新模
式，全面推行“十个统一”生
产技术规程，实现生产标准
化、集约化，促进果业提质增
效。前瓜峪村实施党支部领
办股份制合作社的经验做法
得到省市县各级领导的批示
认可，并在全市范围推广。

6月1日，记者了解到，张
家坡镇通过争取上级资金支
持，打造示范园区，通过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的模式进行示
范引领。在实践中他们发
现，在以村为单位的架构下
实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可
以调动基层党组织、党员和
村民代表的积极性，进而把
全村的积极性带动起来。但
是如此一来，如果党支部没
有战斗力，很难形成社会治
理大格局。

为此，张家坡镇在淄博
市首创基层农民党校，依托
阳三峪村山东省级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基地，组建了专职
和兼职相结合的师资库，吸
收县委党校教师、领导干部、
榜样人物和“土专家”“田秀
才”12人组建师资库，开展特
色实践教学，创新成立了张
家坡镇基层农民党校。

目前，张家坡镇基层农

民党校已经开办了两期农民
专题培训班。第一期培训班
由镇党委书记孙万波主讲。

“现在我们张家坡的苹果确实
落后了，其他地方的苹果有的
确实比咱们好。为什么？如
果党员不带头，我们张家坡的
果业怎么才能发展，怎么才能
振兴？”

“越是老党员，对党组织
的感情越深。”在第一期培训
班上，很多老党员听得流泪
了。从老党员们的眼里，孙
万波看到了大家对党委政府
的期望、期待，看到了对党组
织深厚的感情。

“我们结合镇村党员工
作生活实际，避开农忙时段，
合理设置培训班次，有效解
决工学矛盾。”孙万波说，张
家坡镇把全面推行党支部领
办股份制合作社“前瓜峪模
式”作为基层农民党校重要
的宣传教育内容，助力村集
体经济持续高质量增收，目
前已经培训300余人。

张家坡镇的首创精神
源自哪里

沂源县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果业要振兴，就看张
家坡。

张家坡镇，位于淄博市
沂源县和临沂市沂水县、潍
坊市临朐县三县交界，历史
上就有发展林果业的传统。
沂源县历史上送到南方市场
的第一车水果，就是张家坡
的巨峰葡萄。可以说，沂源
县的水果打开南方市场，张
家坡人立下了首功。

张家坡镇的首创精神一
直为沂源当地所认可，双义
生态园成为沂源县第一个与
阿里巴巴签约的直采基地，
也与张家坡镇的创新精神
有关。

最近几天，双义生态园
的负责人张德义正在准备明
年的土杂肥，这是由羊粪构
成的肥料，至少要准备500方
才能满足明年果树的需求。

张德义的经历透露出张
家坡人对果业的深厚感情。

2014年10月，张德义包了
305亩纯山地，从里面开垦出
了260亩果园，建起了双义生
态园，这么多年下来，他往这
个项目中投入了约1500万元
资金。在最困难的时候，他
卖了自家两套房产投入到果
园建设中。

“一年四季，对待这个果
树，就像拉把一个小孩一
样。”张德义说，一棵果树从
开始栽种到盛果期，就像一
个孩子从幼儿园小班到上大
学，其间果农的付出太大了。

虽说如今水肥一体化、
无人机和除草机的普及节省
了大量人工，但是张家坡镇
以山岭土地为主，机械化生
产难度格外大。在长期生产
过程中，张家坡人也已经认
识到，过去单打独斗的生产
经营模式已经落伍，只有靠
土地的规模化迎接未来的农
业机械化生产，才是正确的
发展道路。

或许，这也是张家坡镇
始终保持着创新冲动的
源头。

张家坡的“乡村振兴账”

“这里是前瓜峪村的120
亩村集体果园，到达盛果期
之后，每年能收获20多万斤
苹果，按照每斤8元钱的价
格，收入能到一百六七十万
元。”当天上午，张家坡镇党
委书记孙万波告诉记者，这
里的苹果糖度能够达到19。
一般苹果的含糖量大概在10
到15，甜度达到15已经是很
甜了，而前瓜峪村的苹果还
要高出4个点。

作为沂源县整建制推进
果业振兴的排头兵之一，张
家坡镇有苹果2.5万亩、桃1.5
万亩，加上其他林果面积，共
有约5万亩。由于近年水果
价格行情不理想，很多农民
出门打工，很多地就撂荒了。

“乡村振兴，村集体首先
要有收入，我们想办法要让
24个村的村集体都能达到10
万元的水平。”张家坡镇按照
县委、县政府“为农民种地，

替农民养老”的统一部署，把
撂荒的土地流转到一起，一
亩地按照土地位置和肥沃程
度，支付原承包人500到1000
元流转费用。

“我们准备让每个村流
转100亩土地发展集体经
济。”今年元旦假期，孙万波
把张家坡镇四个责任区都跑
了一遍，全镇24个行政村一
共流转了2500亩集体土地，
目前已经发展起中草药、苹
果、桃、葡萄和草莓种植，其
中包括部分设施农业。

张家坡镇算了一笔经济
账，只要认真经营，村集体流
转的每亩土地能达到2000元
以上的收入。比如，有企业
老板提出，愿意提供黄桃苗
木，在收获时以保护价进行
收购。按照一亩地12000斤
的产量计算，每斤黄桃保护
价为1元钱，1斤黄桃生产成
本为5毛钱，刨除损耗，每斤
至少能挣4毛钱，就算碰上灾
害或管理不是那么到位，每
亩地的收入也能达到两三
千元。

张家坡镇要求各村经营
这100亩土地，要像经营企业
一样，有计划、有统筹，实现
集体管理、集体经营、集体受
益，以此来解决村集体收入
的问题，让村集体能够自负
盈亏。

果业振兴只是一个方
面，张家坡镇的文旅产业也
是一大亮点。近年来，张家
坡镇立足生态资源和文化优
势，做好“文化+旅游”“农业+
旅游”两篇结合文章，打造特
色文化旅游产业。连续举办
九届“山东省伏羊文化节”、
五届“沂源苹果节”、三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连续承办三
届山东省全民健身运动会万
人骑行暨沂源县山地自行车
大奖赛等各类节事活动。

如今的张家坡镇坚持
“以党建为抓手，抓党建促一
切”，有力促动全域乡村振兴
的整体推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王晓明 李科 王
兵 李波 孙良栋

空空中中俯俯瞰瞰张张家家坡坡镇镇双双义义生生态态园园

55月月66日日，，张张家家坡坡镇镇北北
桃桃花花坪坪村村，，两两名名儿儿童童正正在在
村村中中的的健健身身广广场场玩玩耍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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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果果园园改改造造

张张家家坡坡镇镇北北桃桃花花坪坪村村的的““沂沂
源源红红””幸幸福福家家园园民民生生综综合合体体

张张家家坡坡镇镇前前瓜瓜峪峪村村绿绿果果果果
蔬蔬合合作作社社苹苹果果密密植植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