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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磊 实习生 周洁
本报通讯员 冯萍 韦霖

伐树“伐出”的新点子

5月5日，记者在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大套
村临街的一间简易厂房内，找到了王仁国。见
到记者，他便将自己研制多年的“宝贝”———
自动植树机进行了演示，语气中充满自豪。

“这是第三代植树机样机，不仅个头比前
代机型大，效率和功能也提升了不少。”王仁
国介绍，虽然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对发明创
造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热情与兴趣。

1997年，王仁国曾经承包过40亩地种粮
食，在一次平整土地的过程中，王仁国发现传
统人工平整土地的方式既费力，又耗时，便立
即回到家中，用自行车上几个简单的配件焊接
出一件平整犁，投入使用后效率比人工平整提
高了近20倍。至今，平整犁还经常被村里的乡
亲们借去使用。

据王仁国介绍，产生制作自动植树机的想
法也十分偶然。2000年前后，王仁国一直从事
伐木工作。起初，他都采用人工方式伐木，费
时费力。后来，在朋友建议下改用油锯，原本
人工要半小时才能伐倒的一棵树，改用油锯后
不到1分钟就能解决，效率一下提高了好几
倍。

“伐树有电锯，那种树呢？而且既然种地
有播种机、插秧机，收获有收割机，为什么植
树不能靠机器呢。”王仁国联想，如果用人工
植树，从刨坑、扶正、埋土，再到压实，需要
好几套工序，要是大面积种植的话，得需要耗
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于是，为了让植树造林
像种庄稼那样方便快捷，王仁国便决定自己动
手制作自动植树机。

历时七年，第一代模型机出炉

“植树机要像播种机那样，工作时不停
车，并且开沟、下苗、埋土、压实要一次性完
成。”这是王仁国最初对自动植树机的设计构
想。但真要造出这样一台机器，对于只上了半
年初中的他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其实，最初王仁国家里人并不支持，也不
看好他制作自动植树机，甚至不断有得知此事
的朋友劝说王仁国放弃。但是，王仁国仍然咬
着牙坚持了下来。从产生想法，到第一代新型
自动植树机模型出炉，他用了近7年时间。

制作第一代模型机期间，王仁国除了打工
挣钱维持家用外，其它时间都扑到了研发上。
他一次次克服了缺少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难
题，逐步完成开沟、机械臂、埋土器、压实、
转向等关键部位的设计和制造。2007年，包含
着他心血的第一代新型自动植树机模型出炉。
但由于资金问题，直到第一代模型出来四年
后，王仁国才又完成了样机（第二代机）的制
造并通过了实验。

2014年底，王仁国又在二代植树机的基础
上进行了改进，制造出第三代自动植树机，有
效解决了二代机存在的机械臂不够合理、无法

倒车、压沟等问题，使其在操作上更具有灵活
性和稳定性。

“平心而论，老王发明的自动植树机虽然
外观上还有一点粗糙，但它的效果却是出奇的
好。”大套村村民王义新坦言，开动这台机
器，在田地里自动犁开深沟同时，后车斗上的
抓手能将树苗自动抓起，放到地里。随之，后
面的平整轮能够将土覆盖到树苗上，实现开
沟、下苗、埋土、压实一气呵成，自动运行。

2011年12月份和2012年8月份，王仁国自主
研发的新型自动植树机先后获实用新型专利和
发明专利两项国家专利证书。

寻求合作，尽快上线投产

“目前，我国植树造林机械化程度仍然不
高，在现有的植树造林所用的机械化装置中，
基本是以打坑机和挖坑机为主。”王仁国介
绍，挖好坑下好苗后，用人工来扶正、埋土、
压实，导致了效率低、成本高，尤其是大规模
的植树造林，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等
资源的浪费，而自己研制的自动植树机则有效
解决了这一问题，不仅开沟、下苗、埋土、压
实一次性完成，而且株距、行距保持一致，并
可根据要求自动对株距、行距进行任意调整。

“如果自动植树机投入市场，将会大大降
低种植成本，提高种植效率。”王仁国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目前市场行情，人工每
栽种一棵树也要3元，按每亩地种100棵树来计
算，每人每天最多栽种一亩地，由此一来，每
亩地植树仅人工成本就是300元。但是，如果
改用自动植树机，在正常情况下，每亩地植树
的费用仅有30元，而且，一台植树机在一个工
作日至少可完成50亩地的工作量，2人即可操
作，这个效率也是人工植树没法比的。

目前，我国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各大城市
纷纷建设防护林、绿化林带、生态林，另外还
有用材林等，这些都给自动植树机投入市场带
来很大发展潜力。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市场推广的问题。王仁国坦言：“获得专利
后，参加各式各样的专利研讨会着实花了不少
冤枉钱。即使有感兴趣的人打电话来询问，也
因植树机没能批量投产而石沉大海。所以希望
央视《我爱发明》栏目播出后，能有厂家找上
门来寻求合作，尽快使机器能上线投产。”

“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等新型植树机走上
正轨后，我还想设计一些新玩意。”王仁国笑
着对记者说。十几年的付出，圆了王仁国的创
造发明梦，也为他开启了一扇窗。

新型自动植树机获两项国家专利

王仁国：山沟沟里的“农民发明家”
王仁国，1968年出生于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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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题报道。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王克军 耿梦琪

用教训铺垫起来的成功

初见董国营，干练、自信，是他给记者的
第一印象。自称“文化程度不高”的他，说起
自己的“创业史”，却如演讲家开讲般一发不
可收。他对创业的思考越来越冷静，发展的步
伐也越迈越坚定。

董国营是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２０岁
时，他便显露出强烈的创业意识。上世纪９０年
代，他最先涉足的是建牛场、养奶牛，对祖祖
辈辈以种地为生的寻常百姓来说，这在当时放
眼全县都是敢想不敢干的“大事业”。没成
想，牛场是建起来了，但计划不如变化快，因
为当地还没有形成养殖规模和成功范例，争取
不到资金扶持，购买奶牛的钱一下子没了着
落。董国营人生中的第一个创业梦想，行进到
一半便夭折了。

养牛事业虽未发展壮大，却阻挡不了董国
营发家致富、改变命运的步伐。很快，又一个
创业门路浮现在他脑海中——— 养鸭！在充分了

解市场后，他先是鼓动身边的朋友投资肉鸭养
殖，并于一段时间后亲自试水、投资参与。从
肉鸭养殖到批发鸭苗，他的销售网络遍布周边
地市，这为他以后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人脉基
础，织就了密密的销售经营网络。董国营的成
功创业影响带动了周边群众，看到他养鸭赚了
钱，百姓们便自发跟着他投入到养鸭产业中，
屋子村成为小有名气的肉鸭养殖基地。

“成功是用教训铺垫起来的！”董国营这
样总结自己的创业经历。他的创业路并非一帆
风顺，因受限于管理与技术，再加上成本投
入，养殖开始阶段虽然挺忙活，但用他自己的
话说，养鸭子却是“拨拨挣钱不见钱”。折腾
了一段时间，利润总算看得见了，行情好的时
候，一年可挣１０余万元。干劲十足的董国营又
投资２００万元，想在更广阔的领域谋求发展，
结果一不小心却栽了个大跟头，无情的市场给
了他重重一击。

适时转型念好“生意经”

一击惊醒梦中人，在多数人看来养鸭利润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的背景下，董国营开始认真
思考起肉鸭养殖产业的未来走向。眼瞅着养殖
户越来越密集，市场几近饱和，超出市场需求
的养殖规模使养殖户相互竞争，潜在市场风险

越来越大。他冷静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弃鸭养
兔！

与董国营的交谈中，他几次强调着这样一
句话：“行业发展受市场波动，呈波浪式浮
动。在市场高峰期，抓机会大发展；在市场平
和期，求稳定不盲目；在市场低谷期，缩规模
寻转型。”这些颇具指导意义的“生意经”，
对初涉市场的创业者来说，成为规避风险的宝
典。

有了转型的念头后，经过四处考察，董国
营发现当时淄博及周边地市，獭兔养殖尚未形
成规模，只存在家庭模式的散养，而这种利润
空间特别高的养殖一旦规模化，前景不可限
量。此外，养殖獭兔投资少、风险小、繁殖
快、饲养周期短。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
只兔子一年下７窝，一窝７只。一只幼兔市场价
３０元，一只兔子一年挣近１５００元。”而种兔更
具潜力，一般市场价１２９元—１５０元一只，行情
好时能卖到２００元。

瞅准了就干，董国营建起了种兔繁育基
地，在县科协的帮助下注册了养殖协会。他的
养兔规模很快便达到了２万余只，种兔２０００余
只，成为全市同行规模最大的养殖基地。

不靠行政发动，不靠游说鼓动，就能让群
众闻风而动，让客商闻讯而来，把商机、信
息、人心聚合起来，这就是董国营的本事。他

采取“基地+农户”的模式，毫无保留地向纷
纷前来取经的群众提供技术、经验，还直接向
养殖户提供兔苗和种兔，并帮着销售。在相隔
不远的大官庄村，任东国的养殖基地就是在董
国营的带动下建起来的，目前已达到８０００只的
规模。董国营还辐射带动了近３００户群众从事
獭兔养殖，引领他们逐步走上致富路。

广辟产业发展路径

董国营没有就此满足，围绕农业产业化发
展，他又开始尝试多种经营模式，广辟产业发
展路径。他先后成立了泰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和广赢苗木种植合作社，将屋子村及朱家、董
家和新五合等邻村２０００多亩土地统一流转，并
在黄河入海口承包土地４０００亩。一方面推广种
植黑小麦，通过黑小麦深加工增加附加值，使
每斤黑小麦面粉售价达１０元以上，既增加了本
村及邻村的群众收入，又做大做强了黑小麦种
植品牌；一方面发展绿化苗木种植，仅此一
项，就影响辐射２００多户群众年增收超万元。

如今，他又眼光独到地瞅准了湿地龙虾养
殖这一项目，在心中勾勒着自己的产业“航
母”——— 山东省最大的淡水小龙虾繁育基地。
这个创业灵感来自于走街串巷的龙虾收购小
贩，“小龙虾这东西，成活率高，非常好养。
目前全省没有规模化养殖，市场缺口很大。”
他打算借助本地的地理优势——— 低洼盐碱湿
地，并准备后续开发相关的配套加工产业。目
前已确定了“精品养殖示范园＋市场营销”的
发展模式，正在组建专门的销售团队，吸引养
殖户加盟订单养殖。董国营笑称，从牛、鸭、
兔到龙虾，别看“个头”越来越小，利润空间
却越来越高，这就是农业产业化的魅力所在。

董国营的创业成功，启发带动了无数具有
同样梦想的农民群众。在他们眼里，董国营就
是神通广大的“能人”！当下，在没有资金、
资源匮乏的广大农村，身处基层的“能人”就
是最宝贵的资源，他们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激
活的不仅是财富，更激活了群众投身产业的信
心和勇气。

“能人效应”是很多先进村的成功经验所
在。像董国营一样，在高青县，有一大批观念
新、见识广、能力强的乡土“能人”，他们积
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和创业资本，积极发展
优势主导产业、领办农业龙头企业，成为创业
兴业的致富带头人。激活能人资源，释放能人
效应，实现“能人”带众人，众人变“能
人”，成为富裕一方百姓的妙招。

小村出能人 能人办大事

高青：“能人效应”引领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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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国营的獭兔养殖基地，他正在掂量獭兔的体重，检查獭兔的生长情况。

□记者 刘磊
报道

5月5日，王仁
国（左）正在向村
民讲解自动植树机
工作原理。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江润东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起，淄博市税收“黑名

单”当事人要接受21部门18项联合惩戒，不仅无
法出境，还禁乘飞机、软卧动车，可以说是寸步
难行。近日，记者从淄博市国税局获悉，目前，
淄博市已查处2起重大涉税违法案件并分别报送
到税务总局和省国税局，纳入“黑名单”进行惩
戒。

据悉，这18项联合惩戒措施主要包括，阻止
出境、限制担任相关职务、金融机构融资授信参
考、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向社会公布、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强
化检验检疫监督管理、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禁止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限制政府性资金支
持等。

根据《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
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规定，从一季度起，地
市级税务机关要对“黑名单”企业及其当事人实
行重点监控、从严管理。地市级税务机关需及时
向省税务机关提供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省税
务机关按季度将“黑名单”信息推送给省级相关
部门或税务总局实施联合惩戒。同时，失信企业
的纳税信用级别将被直接判为D级，并通过工商
部门向社会公布企业信用信息。

据了解，淄博两家企业分别因少交税款189
万余元和1194万余元列入“黑名单”。“此次对
重大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的惩戒力度前所未
有!”淄博市国税局副局长闻其和表示，纳税人
一旦被列入“黑名单”，需要自公布之日起满2
年才能从公布栏撤出，大大增加了违法成本，对
税收违法行为将产生严厉的警示和震慑作用。今
后淄博市国税局将继续按季度公布和上报涉税违
法案件信息，社会各界可通过淄博国税门户网
站、官方微博微信了解具体情况。

淄博两家企业

上了税收“黑名单”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王斐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淄博市鲁泰纺织经过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培训、贯标、评定、公示等一系
列规范贯标流程，已顺利达标，成为全国首批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达标企业。

据了解，去年５月份，工信部制定《信息化
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要求（实行）》，并正式
启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工作，淄博市鲁
泰纺织等２家企业成功获批国家首批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成为该市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建设的示范标杆。下一步，淄博市将积极总结
达标经验，在全市重点行业开展对标活动，推动
全市企业两化融合实现规范管理、统筹发展。

鲁泰纺织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顺利达标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陈曦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五一”节假期，淄博市

旅游市场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该
市各大景区共接待游客85 . 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1 . 72亿元。

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和游客在假期享受丰富
多彩的旅游文化盛宴，淄博市各级旅游部门早安
排、早部署，结合各自优势资源特色策划推出民
俗体验、田园采摘、美食嘉年华等40余项主题活
动，活动精彩纷呈，游客参与性强，活跃了假日
旅游市场，营造出浓厚的假日氛围。

此外，为提高游客体验度，丰富游客的假日
生活，五一期间，周村古商城推出台湾士林夜市
美食嘉年华、全民古商城闯关夺宝嘉年华、最炫
丝绸风、乐购古商城等快乐五月嘉年华活动；开
元溶洞景区邀请山东省相声艺术团为游客免费献
上文艺演出，现场演员与台下游客进行近距离互
动，让游客在景区中流连忘返；玉黛湖生态乡村
庄园推出寻找奇妙朋友活动，现场会算数的小
狗、玩杂耍的小羊、爱演戏的小马等深受小游客
们的喜爱。

“五一”期间

旅游“揽金”1.72亿元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王峰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6日上午，淄博保险行业协

会召开2015年一季度媒体通气会。记者从会上获
悉，今年一季度，淄博市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
32 . 41亿元，同比增长18 . 63%，其中，财产险业务
保费收入8 . 45亿元，同比增长10 . 44%；人身险业
务保费收入23 . 96亿元，同比增长21 . 81%。全省十
六地市(不含青岛)，淄博市保费规模位居第六，
财产险盈利能力全省第一。

今年以来，淄博市保险业务结构进一步优
化。产险公司农业保险、责任保险和保证保险保
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季度，农业保险、责任
保险和保证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2800万
元、 2 4 9 7万元和 4 8 4 5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53 . 35%、11 . 24%和353%。寿险公司普通寿险业务
原保险保费收入13 . 32亿元，同比增长25 . 79%。

同时，今年淄博市车险费率下降较快。车险
费率市场化改革在促进市场竞争的同时，以电话
销售、网络销售为主的创新销售方式，也拉低了
车险平均费率水平，消费者从中受益。

除此以外，淄博市保险业风险保障作用突
出。2015年1—3月，淄博市赔款支出5 . 95亿元、
同比增长33 . 61%。其中，财产险赔款3 . 24亿元、
同比增长3 . 42%，人身险支出2 . 71亿元、同比增
长105 . 28%。

一季度保险业实现

保费收入32 . 41亿元

２０１３年，高青县芦湖街道屋

子村发生了洪涝灾害，一场突如

其来的特大降水，让这个只有７５

口人的“迷你”小村走入公众视

野。如今的屋子村，几乎家家户

户都有致富项目和产业，獭兔、

苗木、黑小麦等特色养殖种植让

群众摆脱了贫困，崭新的面貌彻

底颠覆了记者脑海中对这个“迷

你”小村的印象。

小村出能人，能人办大事。

在芦湖街道，提起董国营的名

字，很多人都特别熟悉，因为屋

子村的特色产业都是由他一手创

办培植起来的，并辐射带动了县

内外多家养殖户和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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