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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图感知全镇，用数字推进治理；农村社区可以智能化，农产品可以有专属的身份证。高
青县木李镇，以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为契机，规划建设了数字木李“一张图”，聚焦乡村治理，为
人们观察数字乡村打开了一扇窗。这里的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正逐步探索从“靠经验”迈向

“靠数字”，农业生产从“体力活”变成“技术活”，而数字引领下的大数据，也逐步变成农民生产生
活的“新农资”。

“当前，安装的农业生产设备
以及各类型传感器均已全部接入
国家工业互联网食品生产节点，
赋予了每一个农产品唯一的‘身
份证’，获得国家工业互联网食品
节点赋码，实现国家认证的农产
品溯源，保障‘从田间到舌尖’的
安全。”在龙湾社区，木李镇党委
副书记王娜介绍道。

龙湾社区，是木李镇数字乡
村治理的“试验田”，数字木李平
台呈现的龙湾数字小区的3D实

景全貌，是通过无人机的航拍做
成的，小区的楼层信息、党群服务
中心、井盖、路灯、停车位等都可
以直接在三维地图上进行展示。

2022年8月，数字木李平台
项目成立，集中展现了乡村治理、
乡村服务、数字社区、数字党建、
数字农业五大功能板块。

在乡村治理中，可以查看网
格员实时位置、姓名、联系方式、
所属区域以及照片等信息，为网
格员的工作监管和绩效考核提供

了依据。在数字农业中，可以查
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数字机井、
数字闸口、数字大田、数字牧场等
产业项目的具体分布位置、名称、
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照片等详
细信息。

而数字社区，更是着力于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按照行
政区划，把全镇分成若干网格，通
过网格员巡逻上报、居民微信公
众号反馈、市民投诉、领导交办等
渠道收集网格事件。结合黄河滩

区搬迁居民年龄偏高的特点，木
李镇给独居老人、有慢性疾病等
特殊人群发放具备采集行走步
数、心率、血压、一键报警求助等
功能的智能健康手环。当佩戴者
出现生病或者家里水管爆裂等突
发状况时，佩戴手环者可以进行
一键报警求助，直接通过语音交
流转接给相关的工作人员处理。
同时，后台也会第一时间以短信
的方式将急救信息推送到家庭成
员或紧急联系人的手机上，让手

环使用者在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递
给子女。另外，小区在做好车辆、
人员进出和小区监控等常规安防
建设的同时，在每栋楼周边也安
装了高空抛物摄像机，用来监测
高空抛物事件。在小区各栋楼的
单元门上，还张贴着网上报修二
维码，当家里出现水电暖故障或
其他困难时，居民可以直接扫描
二维码，进行网上报修，后台工作
人员收到维修信息后，可及时进
行维修。

用数字之窗看新农村

7月2日，首届“田源木李”富
硒鲜果采摘节在木李镇圆梦葡萄
庄园开启。阳光玫瑰、马奶提等
齐上阵，在盛夏上演了“甜蜜大
战”，掀起“富硒”热潮。

高青圆梦葡萄种植专业合作
社是高青县最大的标准化葡萄种
植基地之一，大力发展独具科技
特色的“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绿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着力

建设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
示范产业基地。

“目前合作社面积有500亩，
共36个大棚。从现在开始到12
月份，咱们这都有葡萄采摘。咱
们的园区主打就是‘自然生长’，
让葡萄保持其自然的味道。”圆梦
葡萄基地负责人杨怀兵介绍说，

“另外，我们的工人都是‘家门口’
上班，工人大多年龄偏大、经济条

件偏弱，这样可以让大家有个相
对稳定的收入。”

今年以来，木李镇确立了“以
硒兴业、以硒富民、以硒强镇”战
略目标，以打造富硒特色高效农
业产业链为突破口，做精做强富
硒农业，构建“富硒牛奶、富硒果
蔬、富硒鸡蛋、富硒粮食”等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形成高质量、可循
环的绿色生态发展链。

实施品牌强农，确定公用服
务品牌，推行“公共品牌+”发展
模式。目前，牛奶、葡萄、西瓜、小
麦等6种农副产品已通过富硒检
测。坚持试点先行，规划富硒种
植示范区，打造富硒产业集聚带。
通过推行标准化、规模化富硒农
业生产技术，同时规划建设“富硒
主题农庄”，吸纳村民就近就业，
让产业产生核心吸引力，实现“文

农旅”融合发展。坚持党建引领，
推行“线上+线下”经营模式，探
索融合发展共富共行。依托镇共
富公司探索统销模式，通过“富硒
品质+实体订单+直播带货”的方
式赋能富硒特色农产品，提高产
品附加值。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为尖刀，形成小而精的“特种兵
式”特色产业发展集群，实现抱团
发展、带富增收。

用“田源木李”种下新“硒望”

用育苗研发鼓起钱袋子

“普通茄子品种一棵结四五
个，就慢慢开始衰老，嫁接后的茄
子一棵可以结到20个茄子，种植
户的效益就提高了。”高青县渌鑫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春
说，“目前咱们这里年产量2500
万株苗，销售额在1100万元左
右，而且还在逐年增加当中。目
前，二期8个大棚正在建设当中，
年产量预计增加到4000万株。”

“为什么要建育苗基地？就
是瞄准了本地高标准化育苗基地
基础比较薄弱的空隙。高青县渌
鑫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目前建设
了8个标准化的育苗棚，温度、湿
度、光照都有传感器的检测。”木
李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副主
任陈伟说。

高青县渌鑫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是一家集蔬菜育苗及推广、

有机瓜菜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现
代化农业企业，是鲁北地区规模
最大的瓜菜育苗企业。在镇政府
的牵线下，高春将在滨州的产业
逐步迁移回了家乡。高春自主研
发了“大红袍圆茄”茄子品种，深
受周边县市广大种植户的喜爱，
受益种植户达到1000多户，为本
村及周边村庄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提供几十个就业岗位。同时，通

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
化运营模式，搞好优质果蔬种苗
的繁育、销售、示范、推广工作，带
动了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

自合作社成立以来，已带动
参与群众110户。其中入社贫困
户7人，每月纯收入增加2000余
元。流转土地105余亩，每亩收
入1000元/亩，现有员工60多人，
2019年合作社主营业务收入800

多万元，净利润达到80万元以
上，带动更多群众致富增收。

2022年合作社投资300多万
元，建设8座自动智能化瓜菜育苗
连栋温室，项目总建筑面积
55000平方米，主要建设8座高标
准育苗大棚，购置水帘、风机、喷
灌、卷帘机、棉被、苗床、电缆、配
电盘等设备49台，形成年产3000
万株蔬菜苗的生产能力。

彩虹车、彩虹道、木栈
桥……木李学区中心幼儿园已
经打造完成，9月就将迎来第
一批孩子入园学习和生活。

“木李镇农村学校布局调
整工作的圆满完成，有效缓解
了农村学校空心化的问题。孩
子们上学坐上了校车，中午也
能在学校吃饭。”木李镇副镇长
李晓艺介绍。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完成
后，中心小学充分利用资源优
势建设专用教室，开设了合唱、
舞蹈、国画等14项特色课程，
多方面培养学生特长，全力提
升学生素质。同时，在全镇范
围内开展全科大阅读，实施晨
诵午写，让读书、练字成为习
惯，让书声、墨香充盈校园。

近年来，木李镇不断加大

投资力度，加强学校基础设施
建设和内部配套，稳步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学校环境和办学
条件更加完善，技术装备全面
达标，实现了校园监控和无线
网络全覆盖。投资400余万元
实施美丽校园建设，对学校进
行绿化、美化和校园文化建设；
投资13余万元拓宽木李中心
小学大门前路面；投资200余

万元进行智慧校园建设，配足
配齐了功能用房及内部配套设
施，所有教学班均安装了智能
触控一体机，并安装了2套交
互式在线教学系统，实现了全
县范围内“同步课堂”教学零距
离；2023年，计划投资240余万
元对中心小学进行全面提升改
造，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工作、学
习环境。

用教育提升成就新热土

扫扫描描““鲁鲁中中
晨晨报报””AAPPPP二二维维
码码 查查 看看 更更 多多
内内容容

用党建融合引领新特色

木李镇在全县率先探索开
展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融合发
展区建设工作，根据资源禀赋、
产业发展现状和地理历史沿革
等因素谋划建设了5大融合发
展区。其中，杜集党建融合发
展区，是首个试点区，共辖8个
行政村、17个自然村，2136户
群众，并于5月15日由融合发
展区内247名党员投票直选出
了融合发展区党委，标志着融
合发展区进入了实际运行

阶段。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融合发

展区“以四化推动实现四融
合”。以架构规范化重组，实现
组织融合。融合发展区党委建
立健全了重大事项民主决策议
事制度，动员各领域党组织，以
党委规范化运行切实推动组织
融合；以资源集成化下沉，实现
服务融合。通过统合服务性功
能设施，实现行政审批、便民服
务、产业培训、合作社孵化管

理、文明实践、基层治理等多功
能聚合，打造“民心区、和谐
区”；以网格一体化运行，实现
治理融合。深化“党建引领
一网三联”治理模式，创新实施

“十方联动”工作机制，用好用
活各类人员，动员和团结一切
力量参与发展区治理，全力实
现全域覆盖、一网收尽、治理有
效的工作目标；以经济区域化
发展，实现产业融合。强化融
合发展区推动产业发展职能，

积极争取各级政策支持和金融
赋能，依托镇共富公司探索统
销模式，通过“富硒品质+实体
订单+直播带货”的方式赋能
辖区内特色农产品，并以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为尖刀，形成小
而精的“特种兵式”特色产业发
展集群，实现抱团发展、带富
增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晓宁 黄文姣 通讯
员 王克军 李晓艺

高青县木李镇规划建设数字木李“一张图”

数字引领 托起“硒望”

圆梦葡萄庄园里，工人正在采摘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