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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如屏，公路如带，沟底有村，

山上有“城”。什么城？万里长城。

这里是位于金山岭长城脚下的河

北省滦平县巴克什营镇花楼沟村，因

临近长城上的一座敌楼——“花楼”而

得名。

村里人家，推窗见景。若问哪座

是花楼？村民一抬手，就能在起伏的

山脊间准确指出花楼的位置。

长城脚下的村子，因长城得名，靠

长城谋生。上世纪 80 年代，金山岭长

城对外开放参观，中外摄影爱好者纷

至沓来。村民帮客人背包、当向导，经

营农家院和民宿，日子越来越红火。

从“长城脚下的村子”到“长城脚

下的民宿村”，村民们更津津乐道的，

是村里的一个个摄影家——

1998 年，村民周万萍手持海鸥相

机拍下《晨曦中的中国长城》，获得联

合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摄影比赛

二等奖；2001 年，周万萍的《长城系列》

获得第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村民段

久军拍下《中国龙》，获第四届全国农

民摄影大赛金质收藏奖；村民周广山

在雪后初霁的早晨，爬上金山岭长城

望京楼拍下《长城晴雪》，获得第二届

锦 绣 中 华 全 国 风 光 摄 影 大 赛 金 鼎 奖

（银奖）……

“长城脚下的摄影艺术村”，名气

不胫而走。

2021年，花楼沟村被授予承德市文

艺名村。村里成立了摄影家协会，会员

达到 50多名，其中有 2名中国摄影家协

会会员，10名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摄影，是定格美的艺术。生态宜居

的小山村，有了摄影，村容更亮丽——

村口，摄影主题雕塑吸引游人驻

足打卡，胶片与取景框造型之上，“国

际摄影艺术村”几个大字颇为醒目。

云海长城、星空长城、月光长城、

雾凇长城、彩虹长城，长城的日出与日

落、春夏与秋冬……景区入口，新近落

成的摄影主题酒吧里，挂满村民自费

打印送来的作品。谁也说不清，村民

们 到 底 拍 过 多 少 张 金 山 岭 长 城 的 照

片。农家院外墙、民宿进门处、餐厅收

银台，得意的作品随处可见。

得益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花楼沟村长城人家民宿及文化展厅建

设项目已完成规划，农耕文化展厅、长

城 文 化 摄 影 展 厅 主 体 建 设 及 装 修

启动。

左手锄头，右手相机。热爱艺术

的小山村，有了摄影，乡风更文明——

很多村民都在心底默默种下一个

“摄 影 艺 术 梦 ”，打 牌 搓 麻 将 的 少 了 ，

凑在一起聊摄影的多了。摄影，寄托

了 村 民 对 家 乡 、对 长 城 朴 实 的 感 情 ，

也 刻 印 下 村 民 身 上 那 股 求 知 进 取 的

劲头。

经营二道梁子民宿的周保全，点

开手机里珍藏的合影，这是今年 3 月他

到北京参加河北摄影精品进京展时拍

摄的。14 名村民拍摄的金山岭长城照

片入选，他们第一次走进了中国文联

的文艺家之家展厅，“对我们来说，这

是最好的鼓励和认可。”

以摄影为媒，交四海朋友。朋友

圈越来越大，直接带动旅游产业，生活

更富裕——

花楼沟村的一天，是从凌晨 4 点开

始的。顶着满天繁星，金山岭长城景

区入口处，摄影爱好者们就已经检票

上山了。经营民宿的村民，起早领着

客人拍长城，是家常便饭。哪个机位

拍日出日落最壮观，哪种天气能拍到

云海，村民们如数家珍。

最 近 ，周 万 萍 的 手 机 不 时 响 起 。

“周老师您好，发给我一个导航地址，

我 们 现 在 从 郑 州 出 发 ，明 早 上 山 拍

摄。久闻大名，请您多指导。”一名摄

影爱好者打来电话。“上周末家里房间

都住满了，九成的客人都是因为爱好

摄影来我家住宿。”周万萍说。

江苏、上海、辽宁……一辆辆外地

牌照旅游大巴开进村里，菜园刚摘的

黄瓜豆角端上桌，中午时分茶饭飘香。

花楼沟村党支部书记段九来最近

琢磨最多的，就是村里的摄影研学基

地建设，“我们以‘相机上的支部、长城

下的振兴’特色党建品牌为抓手，宣讲

党的惠民政策，拓宽培训模式，让老百

姓有干劲、有信心。”

守着金饭碗，未来的花楼沟村，怎

么能越来越好？

巴克什营镇党委书记李鹏一直在

思考：“爬长城的游客停留时间往往只

有半天，配套服务跟上，游客才能留得

住；民宿经营得创新模式、丰富层次，

才能提高竞争力。景区、文旅、民宿、

康养，串点成线，是未来的开发方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下，花楼沟村

正在构思下半篇文章。

牵牛花爬上葫芦棚架，天边铺满

彩霞，夕阳勾勒出长城清晰的轮廓，村

民 又 带 着 客 人 上 山 了 。 再 过 几 个 小

时，星轨长城的照片，便会上传到一个

个朋友圈。

期待长城脚下的摄影艺术村，闯

入更多人的镜头。

长城脚下，有个摄影艺术村
本报记者 智春丽 殷 烁

帮扶县驻村手记

秋收时节，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大场镇小营村的种

植大户赵保寨忙个不停，专家远程指导，田管措施跟进，确保

粮食丰收到手。

山东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总产连续 9 年稳定在千亿

斤以上，连续两年突破 1100 亿斤大关。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

的大头，为夺取秋粮丰收，山东组织开展“万人下乡·稳粮保

供”农技推广服务大行动，把最好的技术送到农民手里。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敬东表示，从良田、良种、良

法、良制上集成发力，山东有信心推动实现秋粮大面积单产

提升。

良法种田，良种落地，稳产高产
抓得更准

“你看地里的玉米和大豆长得多好，经测产，今年玉米亩

产量能到 1100 斤，大豆亩产量估计也在 260 斤以上。秋粮提

单产，信心满满！”济南市济阳区回河街道卢家村村民卢涛说。

良法种田，带动秋粮提产量。

走进卢家村 500 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区，一排排玉米

秆上挂着饱满的玉米穗，中间种植的大豆长出串串豆荚，两种

农作物一高一低错落生长。

济阳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服务部李咸娟介绍：“我们在

卢家村推广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为 4∶2 种植模式，4 行大

豆和 2 行玉米间种，扩间增光、缩株保密、定量施肥，可实现‘玉

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

今年以来，济阳区落实做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开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试验示范，着力提高粮食

综合产能。济阳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部负责人温洋表示：“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面积，邀请农业

专家现场指导，开展相关培训，着力完善规模化、机械化种植

方式，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山东省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杨久涛介绍：“山东在总

结去年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实践经验基础上，探索了多种

种植模式。今年，山东重点推广了三种模式：4∶2 模式效益最

好，亩均增加收益 173.4 元；4∶3 模式种植主体接受程度最高；

6∶3 模式与现有农机适配性好。”

良种落地，秋粮生产迈向稳产高产。

“为了更好适应复合种植需要，我们精选耐荫抗倒伏大豆

品种与紧凑抗倒伏玉米品种搭配，大豆选用‘齐黄 34’‘菏豆

33’‘菏豆 12 号’等中早熟高产品种。玉米选用‘登海 605’‘立

原 296’‘京农科 828’等品种。”杨久涛说。

“良种良法配套，越种越有信心。种粮效益加上政府补

贴，产量高、荷包鼓！”卢涛说。

今年秋粮生产中，山东玉米大豆复合种植面积新增 50 万

亩，达到 200 多万亩，长势明显好于去年。今年良种覆盖率明

显提高，农技服务更加精准，农民种植技术更加娴熟，出苗、除

草、化控等环节提升完善。山东省自主研发的玉米大豆一体

化播种机、植保机、联合收获机大显身手，发挥着重要支撑保

障作用。

技术集成，高产创建，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

“老赵，你这水肥一体化设备效果真好，玉米长得壮嘞！”

德州市平原县张华镇北赵村田头，一名农户正在向种粮大户

赵怀民请教玉米种植“秘诀”。

和周围其他地块相比，赵怀民的玉米长势更好，掰开玉米

棒，只见上面布满了密密实实的籽粒。“为啥这么好？这得益

于‘吨半粮’集成技术的示范推广。”赵怀民喜上眉梢。

2022 年、2023 年，全国农技中心粮食处在平原县建立两处

技术集成示范基地试点，开展黄淮海小麦玉米“吨半粮”技术

集成，示范推广粮食作物稳产增产模式。赵怀民的金岭家庭

农场就在试点区。经过试验示范，去年金岭家庭农场的 300 亩

玉米亩产达 917.4 公斤，增产 15%。

“试验田增加了醒种和密植新技术，被‘叫醒’的种子，出

苗更齐、更壮、更旺，配合上精准密植，大幅提升玉米单产。”赵

怀民信心满满，“今年亩产有望超过 1000 公斤。”

与老赵一样充满信心的，还有平原土地鲁望有限公司的

种植经理何石宝。作为另外一处示范点，何石宝带领公司的

农技人员管理着 2 万亩土地。何石宝介绍：“今年，我们拿出

8000 亩地当作试验田，根据不同品种和土壤条件，适度增加种

植密度，通过气吸式播种机进行大小行和等行距种植，亩产至

少增加 100 公斤。”

走进鲁望农场，自走式、伸缩式等不同类型水肥一体化

设 备 一 应 俱 全 ，物 联 网 灭 虫 灯 、害 虫 诱 捕 器 等 设 备 有 序 分

布，收割机、植保无人机、大型烘干塔和各种型号播种机“随时

待命”。

平原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农技站站长田殿彬介绍，两个

示范点都设置了技术模式示范区和高产攻关区，通过熟化关

键技术、打造高产样板，形成“吨半粮”技术集成模式。技术模

式示范区以实施关键技术为基础，开展技术试验。高产攻关

区集成多种技术，强化田管措施，挖掘小麦玉米的单产潜力。

今年，平原县被评为国家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

“目前，我们正在探索关键小麦玉米生育期管理、防灾减灾、节

粮减损等环节的标准化生产技术，逐步推广示范基地集成技

术经验，带动全县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田殿彬表示。

今年，山东推动区域性整建制“吨粮”“吨半粮”生产能力

建设，创建 85 个共 145 万亩“吨半粮”优势区，159 个共 335 万亩

“吨粮”优势区，全省整建制产能提升规模进一步扩大，全方位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规模经营，托管服务，有效提升
种粮效益

向土地要效益，推动生产经营方式创新，解决好“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的问题。

粮食产业链上除了种粮大户，零散小农户咋办？全程托

管，把小农户联结到粮食产业链条上来。

“地有人管，心里踏实。村里收割完，等着分成就行！”青

岛西海岸新区大场镇营楼村村民孟召兰底气十足。

为破解土地细碎、耕地闲置、经营粗放等难题，营楼村党

委领办同富田园土地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经

营，村民按照每亩每年 700 斤小麦或等值现金获得收益。

营楼村党委书记赵记茂介绍，通过“减垄增田”“归并置

换”等方式，如今营楼村农田面积扩充 10%以上，达到 3160 亩，

采取全程托管模式种植，供种、耕作、施肥、收获都由村里统一

完成。扩充的 280 多亩地则归村集体经营。

规模经营，规范种植，稳产增产增效益。托管后，同富田

园土地合作社统筹农业机械资源，集聚 300 余名农机手、2800
余台农用机械，形成机具共享的生产联合体。

“土地翻耕深度、沟垄宽度等都有明确的操作规范，社会

化服务有标准，托管服务质量有保障。”赵记茂说，在专业化种

植的加持下，小麦每亩单产可提高 300 斤左右。

大场镇现有 8000 余亩成方连片的土地全程托管“示范

田”，推动全镇托管农田超过 6 万亩。

截至 2022 年底，山东全省纳入全国名录系统的各类社会

化服务组织超过 12 万个，农业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水平不

断提高。山东各地探索形成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多种特色鲜

明、成效明显的生产组织形式。

扛稳粮食安全责任，齐鲁大地秋粮生产抓紧抓实。良种

良法、技术集成、全程托管，农业现代化扎实推进，为夺取秋粮

丰收提供坚实保障。

山东推动秋粮大面积单产提升

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本报记者 肖家鑫 王 沛 李 蕊

打好夺取秋粮丰收这场硬仗

本报北京 10月 12日电 （记者

丁怡婷）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

悉：超大特大城市正积极稳步推进

城中村改造，分三类推进实施。一

类是符合条件的实施拆除新建，另

一类是开展经常性整治提升，第三

类 是 介 于 两 者 之 间 的 实 施 拆 整 结

合。拆除新建的将按照城市标准规

划建设管理，整治提升的将按照文

明城市标准整治提升和实施管理。

城中村普遍存在公共卫生安全

风险大、房屋安全和消防安全隐患

多、配套设施落后、环境脏乱差等突

出问题，亟须实施改造。今年 7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超大特

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

指导意见》，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

行部署。各地正按照部署，扎实开

展配套政策制定、摸清城中村底数、

编制改造项目方案等工作，住房城

乡建设部城中村改造信息系统投入

运行两个月以来，已入库城中村改

造项目 162 个。

超 大 特 大 城 市 推 进 城 中 村 改

造，将坚持先谋后动，先行做好征求

村民意愿、产业搬迁、人员妥善安

置、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落实征收补

偿安置资金等前期工作，优先对群

众需求迫切、城市安全和社会治理

隐患多的城中村进行改造，成熟一

个推进一个，实施一项做成一项。

坚持依法征收、净地出让，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由城市政府明确

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责任部

门、征收补偿标准和程序等，并依法

依规实行征收。

坚持多渠道筹措改造资金，既

可以由城市政府筹措资金，也可以

引入社会资金，银行业金融机构将给予政策性和商业性贷

款支持。城市政府对城中村改造负主体责任，统筹市域内

改造资金安排，做到改造资金市域内综合平衡、动态平衡；

对于整治提升类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将建立政府与村民、社

会力量改造资金共担机制。

据介绍，部分集聚了产业的城中村在改造中将做好产

业搬迁和转型升级，在摸清城中村产业状况的基础上，城市

政府将安排好产业转移承接园区，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

作用，先行有序疏解集聚产业。改造后，将根据城市产业发

展规划，合理安排产业布局，引入优质产业项目，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并提供一定规模比例的低成本创业空间，保障小

微企业和个体户创业需求。

城中村改造将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结合，各地城中村

改造土地除安置房外的住宅用地及其建筑规模，原则上应

当按一定比例建设保障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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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12日电 （记者林

丽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公安

部近日联合印发《市场监管总局 公

安部关于开展虚假认证专项整治行动

的通知》，联合部署开展为期三个月的

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整治虚假认证违

法行为，提升质量认证的有效性和公

信力，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

通知强调，要严厉打击认证机构

买证卖证、虚假认证，未经批准开展认

证活动，伪造冒用认证证书和检验检

测报告的违法行为，坚决遏制虚假认

证势头；要集中清理网络交易平台出

现的“当天出证/报告”“直出证书”“不

送样检测”“确保通过”等涉嫌虚假认

证、虚假宣传信息，规范认证活动网络

营销。依法关停相关虚假网站和非法

网站，从源头治理虚假认证交易；要狠

抓主体责任落实，督促认证机构、网络

交 易 平 台 对 照 法 律 法 规 开 展 自 查 自

纠，不断规范认证行为。

虚假认证专项整治行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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