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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麦田田里里的的追追梦梦人人
□记者 卢鹏 刘涛 通讯员 田珊珊 孙玉唐 报道

  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的麦田里，薛丽娜轻抚麦穗，查看即将收割的小麦。

  芒种忙，麦上场。6月9日，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
泰安岳洋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正在
轰鸣作业。“大学毕业后我只有两年麦收没在田里，是
因为生俺家的大宝、二宝，他们一个是6月5日的生日，
一个是6月7日。”皮肤已晒成古铜色的薛丽娜笑着说。
作为岳洋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麦收是薛丽娜特
别忙碌的时段，调派农机、统筹进度、安排各个品种的
检测……骄阳下，她在广阔的麦田间来回奔波，手里的
电话一个接一个。
  2008年从中国农业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毕业
后，薛丽娜回到家乡马庄镇，还带回她的大学同学李
宁。他们成立泰安岳洋农作物专业合作社，成为新型职
业农民。“在北京上大学的高材生，带着对象回家种地
了。”这在当时算是一个爆炸性新闻，而对于薛丽娜来
说，这开启了她心中的“麦田梦”。 
  “自古文明膏腴地，齐鲁必争汶阳田。”马庄镇位
于大汶河北岸，自古便是优质的粮食产区。薛丽娜的父
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担任当地的农业技术指导员，是

位“老农技”。受父亲影响，薛丽娜对土地、粮食有着
浓厚的感情，“让农业有所改变，让农民换个活法”，
是薛丽娜上大学时经常思考的问题。
  泰安岳洋农作物专业合作社从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建
设粮食高产田、推广科技田的发展方向。在岱岳区、马
庄镇等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帮扶下，合作社从起步时的
22人，逐步壮大到300余户社员，经营土地从13.4亩到
1300余亩，辐射服务面积5万余亩。每亩地小麦产量增
加了约100斤，增产幅度近10%。年繁育小麦良种约600
万公斤，总计带动农户增收120万元。
  2019年6月12日，泰安岳洋农作物专业合作社小麦
新品种“山农30”亩产达到828.7公斤，刷新了当时全国
冬小麦单产最高纪录。2022年实测小麦亩产达836.62公
斤，玉米亩产达1092.1公斤，位居全省前列。
  粮食要高产，种子是关键。2013年，薛丽娜组建泰
安市禾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中
国农业科学院、山东农业大学等合作，建立农技推广试
验示范基地600亩，累计引进示范小麦、玉米新品种400

余个，开展粮食新技术示范15 项，已培育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小麦新品系200 多个。今年，薛丽娜投资500
万元建设的集种质资源研究、农技培训等综合功能为一
体的科研中心，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今年有800亩小麦是种子，估计亩产1200斤，每
斤比商品粮多收入5毛钱。”薛丽娜说，粮食种植是
“微利”的，但实现科技化、规模化后，能实现稳定收
入，而且有发展潜力。薛丽娜说她现在有200万的“惠
农贷”，好在利息低，他们今年的麦收已于6月14日完
成，能实现稳产。
  近年来，薛丽娜先后被评选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
员、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个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荣获2022年“大国农
匠”全国农民技能大赛（种植能手）一等奖。泰安岳洋
农作物专业合作社也先后荣获“农民合作社国家级示范
社”“山东省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基地”等称号。目前，
薛丽娜正准备报考山东农业大学的研究生继续深造，她
的丈夫李宁也准备申请攻读农学博士。

  薛丽娜
挑拣收割机
刚卸下的麦
粒 咀 嚼 品
尝，研判麦
粒硬质等品
质。

  薛丽娜用铅笔笔尖点数麦粒，准备用电子天平称重。  薛丽娜展示新培育的绿色、紫色特色小麦品系。

驻村蹲点 助农致富
□记者 李勇 通讯员 董乃德 报道

  黄山街道驻村蹲点干部孟鑫（左）在鲁东村农旅采摘点与
果农商讨如何推销大棚水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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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董街道驻村蹲点机关干部许白（右）在鹤伴山景区养蜂
点现场调研，帮助蜂农在网上销售蜂蜜。 

  好生街道驻村蹲点机关干部在好生村花圃了解花卉市场的
销售情况。

  邹平市好生街道屯里村，街道驻村蹲点干部与花农一起研
究花木剪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月份是邹平市集中开展驻村蹲点工作的月份，镇街机关
干部下沉农村，面对面帮助村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帮助村集
体招引增收项目，助力农村产业振兴。今年以来，邹平市驻村
干部为1495人，成立工作组142个，帮助农民新增壮大集体经
济项目332个，帮助群众解决困难2129件。邹平市2001年启动
机关干部驻村蹲点工作。近年来，随着农民种植经营项目多样
化，种植户非常需要在政策、技术和市场等方面得到指导和帮
助，邹平市加强了镇街工作人员下沉到基层的蹲点工作。截至
目前，邹平市有3.8万余人次驻村蹲点，了解、排查、解决各
类问题。

  薛丽娜
手捧在麦收
现场发现的
一只野鸡幼
仔，脸上露出
难得的轻松
表情。看到小
鸡没有受伤，
她把小鸡放
回了麦田。

  薛丽娜
熟练地用镰
刀收割联合
收割机漏掉
的 边 角 地
块，确保颗
粒归仓。

  机器轰
鸣、尘土飞
扬的麦收现
场，薛丽娜
打电话安排
小麦堆放和
检测的后续
工作。

  黄山街道鲁西村农旅采摘点，村民忙着为驻村干部引来的
游客包装售出的香椿。

  高新街道农业办技术人员卢延晓（左）在周西村给果农传
授猕猴桃花期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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