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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阮宝勇 丛轩

在威海环翠区张村镇的巨蟹云电
商孵化器，整个7楼都被汉鼎渔具有限
公司租了下来。去年销售额 6 0 0 0万
元，位居全国电商渔具行业的第二
位，今年销售额已达7500万元，坐上
“ 头 把 交 椅 ” 。 刚 刚 过 去 的 “ 双
11”，汉鼎一天的销售额就达到700多
万元。说起这些，1986年出生的老板
刘超洋溢着自豪。

刘超出生于乳山一户普通农民家
庭。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求学，
而是只身一人来到威海打工。 2 0 0 9
年，他借着电商大潮，从渔具厂辞职
创业，几经磨砺成立了汉鼎渔具有限
公司。一开始，刘超主要为渔具厂代
销鱼竿，后来开始自己开发产品。刘
超不断琢磨客户口味，开发出一系列
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2014年5月，为了鼓励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环翠区打造的山东巨蟹云
电商孵化器对外招商，政府出台措
施，为小微企业减免房租、落实小额
担保贷款、进行资金扶持等。刘超下
定决心，进驻孵化器，一心想着将企
业尽快做大做强。进驻以后，公司不
仅享受到了专业的配套服务和优惠的
政策，政府还极力帮助企业解决品牌
推广、人员招聘等问题，公司发展步
入了快车道。

“我学历不高，放在以前很难干
这么一番大事业，我们这代年轻人真
是赶上了创业的好时候。”刘超说。
正因为心存感激，刘超也在尽其所能
回报社会。公司的网络客服人员只要
有一台电脑就能工作，刘超就聘请了
20多位残疾人，让他们在家中实现就
业。“现在公司有100多号人，承接我
们订单的10个鱼竿厂还有600多职工，
我肩上的担子很重！”他说。

青岛思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列伟：“哑巴英语”是困扰中国学生
的一个普遍难题。2009年，我选择回国
创业，希望解决“哑巴英语”和chinglish
（中式英语）的窘状。2012年，作为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我被青岛市市南
区组织部引进。创业过程中，政府给我
们免费提供办公场所，帮助我们将产品
推介给市南区教体局、黄岛区教体局
等，在南京路小学进行试点。对此，我
们都感恩于心，希望能不断完善自己的
产品，为当地的老师和学生提供更好的
服务。

济南蔓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创办人
蒋培峰：2012年我大学毕业，在一家设
计院工作了两年。2014年我辞了职，在
出租屋里憋了一个星期，思考自己未来
要干什么，最终选择了垂直绿化这个朝
阳产业。现在是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时代，一路走来离不开各方的扶

持，公司现在所在的同科创业孵化基
地，为我们免费提供办公场所，引进资
金支持，还开展创业培训，为公司的发
展扫清诸多阻碍和困难。创业一年多，
我们这个团队已经完成多个立体绿化工
程，目前我们正在着手将垂直绿化应用
于广场的仿真植物立体花坛、花柱等方
面。

郯城县郯城镇农民工田学祥：我一
开始到临沂打零工是在10年前，那时我
们都就在路边聚集，等着雇主找。2011
年底，临沂建了“零工市场”，专门为
我们这样的外来零工服务。这边住宿一
天一块钱，吃饭有食堂，花钱少还更安
全了。我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现在
我家里两个孩子都成家了，我媳妇也在
郯城县城打点小工，多少能赚点钱，买
了医疗保险，以后有病也能有保障了，
现在过得还可以。

（□薄克国 张春晓 王洪涛）

创业6年，“85后”小伙坐稳行业龙头

相隔70公里，农村娃城里娃同上一堂课
□ 本 报 记 者 白 晓

本报通讯员 李颖慧 周筠

“下面图形中哪两条线互相平
行？夏馨悦回答一下好吗？”

“老师，线段1和3平行，线段2和
4平行。”夏馨悦走上讲台对着屏幕边
比划边回答道。

这段师生对话看似普通，但发生
地却不是一般意义的课堂。提问的是
青岛市南区大学路小学的名师王超，
而作答的学生夏馨悦，却远在70公里
之外的胶州市洋河镇洋河小学。

每周，大学路小学和洋河小学都
会开展这样的连线教学。老师在大学
路小学的课堂提问，洋河小学的学生
一站起来回答，带有感应装置的摄像
机会自动推进，给出“脸部特写”，
方便老师点评。同样，洋河小学的老
师上课，青岛的老师也能全程参与，
在教学方法和思路等方面提出建议。

“能跟青岛市区的同学一起上

课，真是太好了。”夏馨悦说，同学
们都对那间能让他们跟青岛小伙伴一
块上课的神奇教室充满期待。

一直以来，农村小学受师资和基
础设施等方面限制，很难达到城市小
学的教学水平。“利用网络，我们搭
建起一个云课堂，平台上有很多教学
资源，包括老师教案、学生习题等，
两地学生可以共享。”洋河小学副校
长陈建成介绍说，“今年以来，我们
每周都要与市区的大学路小学开展3次
这样的教学，农村孩子与市区孩子一
起上课，都能享受到城里优质的教育
资源。”

云课堂的开通，为城乡教育资源
共享提供了新思路。洋河小学的老师
在自家教室就能了解青岛名师的教学
思路，取长补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
平。利用云课堂，洋河小学还开展了
小班教育，每班只有30个学生，学生
以小组围坐的方式听课，方便讨论和
合作。

兰陵县第一中学教师苗立才：这些
年，我最激动的事就是被评为“正高级
教师”，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正
高级只能在高校内评选。之前“副高”
就是中小学老师的最高级别，一些老师
被评为“副高”后，会产生懈怠心理，
现在可以评选“正高”了，对老师是种
很大的激励。现在我担任着学校办公室
主任，还担任过备课组长、教研组长、
班主任。虽然职务多，但我始终没有离
开一线教学。评上“正高”是一种肯
定，更是鞭策鼓励，以后的教学工作
中，我会更加努力，做得更好。

山东大学（威海）学生工作处处长
杨玉：高考加分最近取消了，这是一大
进步，意味着评价学生更加科学全面合
理了。以前因为各种竞赛加分，有的学
校出现了“只攻一科，不计其余”的赌
博式应考，影响孩子综合素质的提升。
为了评选“省级三好学生”，一些高中
也承受着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从高校

来讲，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推行，近几
年学生综合素质都有提升，前些年学校
组织文体活动缺少骨干，现在几乎每个
学生都有特长。取消高考加分，对于一
些特长生的选拔有一定影响，我们学校
也已制定了选拔培养机制，及时发现学
生的兴趣特长，因材施教。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居民霍翠
平：去年底，济南第三十四中学加挂了
济钢中学初中部的牌子，可把我乐坏
了。三十四中以前是人们口中的“弱
校”，一些家长因此给孩子择校。但我
因为企业改制下岗收入微薄，没法给孩
子择校，因为这个纠结了好多年。孩子
上4年级后，省城开始实施整体对口入
学的新政策，中考招生中对择校生进行
限制，同时多种举措均衡教育资源。现
在济钢高中把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输入
三十四中，儿子成长很快、进步不小，
我们彻底放心了。

（□王洪涛 彭 辉 田可新）

一户一策，“老大难”严庆民脱贫了
□ 本 报 记 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丁秋松 报道

初冬季节，黄河上吹来的风冻得
人打哆嗦，但严庆民在蔬菜大棚里，
脱了棉外套仍觉得热。“看着这些绿
油油的辣椒，就让人心里暖和。”严
庆民边摘辣椒，边和省里下派的“第
一书记”陈长辉拉家常。

“这季辣椒卖了，家里的欠债都
还清了吧？”陈长辉问。“今春头茬
西瓜就卖了2万多元，账早还得差不多
了。这茬辣椒卖2万没问题，能让我过
个好年了。”严庆民咧开嘴笑着说。

严庆民是鄄城县左营乡管寺村的
农民，55岁的他和老伴患有慢性病，
一年医药费就得五六千元，而他除了
种地，没有别的收入来源。管寺村地
处黄河滩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
差，像严庆民这样的贫困户相对较

多。左营乡党委副书记李言民作为严
庆民的帮扶责任人，以前也作了不少
努力，可效果不理想。“形不成规模
和产业化，不但致不了富，甚至还赔
钱。”李言民无奈地说。

两年前，菏泽实施精准扶贫战
略，鄄城县为每个贫困户建立“脱贫
档案”，实行“一村一品，一户一
策”精细化管理，为全县每个贫困户
都制定了帮扶方案，明确了帮扶人，
县乡两级7203名党员干部全部参与。

“第一书记”陈长辉和左营乡的
干部经过研究，制订了一个方案：把
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通过流转土地
建起100个蔬菜大棚，分包给像严庆民
这样的贫困户，并聘请专门的技术人
员管理指导，严庆民只管用心侍弄蔬
菜就行。“真是一条适合我致富的好
路子。”严庆民说。多年的脱贫梦成
真了，他的生活信心一下子足了。

住院20天

医保省了俺

两年种姜钱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郝 磊 赵 冰

11月14日，韩立增跟老伴去医院复查，
医生说恢复得不错，老两口回来的路上有说
有笑，完全看不出他今年刚因急性心肌梗死
住了20天院，曾在阎王殿里走过一遭。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过后，还能享受
大病保险。7万多的医疗费，个人只拿了2 . 4
万，不然俺老两口就要白种两年姜了。”韩
立增乐呵呵地说。

67岁的韩立增是莱芜莱城区寨里镇韩王
许村人，靠种姜过日子。今年3月，他突然
感觉恶心、呼吸不畅，老韩心疼钱，想忍忍
再说。第二天送到医院才发现，自己患的是
急性心肌梗死。值得庆幸的是，韩立增手术
非常成功，手术7天后就出了院。出院结账
时，韩立增最挂心的还是医药费。“俺和老
伴种姜不易，最怕交完钱几年卖姜钱就花完
了。”韩立增朴实地说。但结果让他长舒一
口气：全部花费共计70018 . 89元，自己只花
费24804元。

另外47000元怎么办？韩立增拿出自己
的花费清单，“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了
37206 . 42元，俺负担部分是31825元。个人支
付超过1 . 2万元还能享受二次报销，所以又给
俺报了小一万。两项一加，国家给俺负担的
钱，差不多是俺拿的钱两倍。”

“俺在地里干一年活，也就赚一两万块
钱，大病医保省了俺两年种姜钱！”韩立增
感激地说。

放下住院清单，韩立增拿起《特殊医疗
证》又接着说：“有了这个本本，俺一年又
能省5000多元。”原来韩立增虽然已经出
院，但是还需吃药恢复，一年费用得万元。
这病种在门诊慢性疾病范围内，办了《特殊
医疗证》后，他又可以报销45%。

莒南县相沟镇东花沟村村民袁和
珍：俺村在号称“华东小延安”的革命
老区莒南，名气不小，但村子周围山高
沟深，以前交通不便，周围村的亲戚平
常要是没有啥急事，都不愿意来俺村。
2011年以来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2012
年县里帮俺村硬化了三条扶贫路，路修
好以后，村里的农产品也不愁卖了，买
小轿车的人逐渐多了。去年，县里鼓励
我们种大棚草莓，我投1 . 8万建了一
个，上级还给补助了8000元。经过一冬
天的忙活，我的大棚草莓获得丰收，一
季就收回投资，还略有节余，多年没门
路挣钱问题终于解决了。

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刘家村村民高
传声：3年前，我家住的还是透风漏雨
的土坯房，每逢刮风下雨，全家人就心
惊胆战。想修房，可妻子偏瘫在床，儿
子也有疾病，实在没有财力来干。就在

我们一家一筹莫展时，镇上的工作人员
送来1 . 6万元安居补助金，在他们的帮
助下，我们盖起了4间新房。后来才知
道，历城区将困难群众的基本信息和救
助成果分类建档、综合评估，打造阳光
民生。通过这个系统，工作人员了解到
我们的困难，采取了有效举措，很快把
温暖送到我们身边了。

临沂市兰山区南村社区党委书记李
凤德：俺们南村现在是新农村建设典
范，先后荣获“省文明社区”“省和谐
社区建设示范点”等荣誉。2005年，我
当选社区党委书记，带领大伙儿发展集
体经济，大家伙儿一起出力，有钱一起
赚，要富一起富。这些年来，南村拥有
了9家集体企业，成为固定资产1 1 . 2
亿，年集体收入1 . 23亿元，居民人均纯
收入25600元的富裕社区。

（□王洪涛 田可新）

青岛市市南区澳门路社区居委会主任郭
爱萍：2011年我父亲因脑梗致瘫痪，2013年
母亲因脑梗心脏骤停成了植物人。两位老人
病情比较稳定，但离不开人，既需要医疗，
也需要护理，长期住院又不现实，可把我愁
坏了。2012年7月，青岛在全国率先建立长
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第二年，我父母先后
在青岛市南健联社区医院办理了长期医疗护
理保险，开始享受居家医疗护理。我父亲
2011年至2013年住院6次，个人负担共计2万
余元，2013年办理“家护”至今，自己负担
才两三千元。

莱芜企业退休工人吕明兰：我1958年进
入莱芜百货公司工作，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
18元钱，期间也涨过工资，但涨得很少。最
困难时，我们两口子每月不到80元钱的工
资，要养活四个孩子，几乎月月都要借钱。
1993年我退休时，退休工资300元钱，一拿
就是10年。后来国家开始给企业退休工人涨
养老金，平均一年涨近200元。也就是从那
个时候开始，日子慢慢有了盼头。养老金已
经连涨了10多年，现在我一个月能拿到近
3000元，已经足够平常花销。孩子们给的钱
都用不着。赶上了好时代，心里真是暖暖
的。

（□薄克国 于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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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历不高，放在以
前很难干一番大事业，现在
真是赶上了创业的好时候。”

◆“能跟市区的同学一
起上课，真是太好了。”

◆“这茬辣椒卖2万没问
题，能让我过个好年。”

◆“俺在地里干一年活，
也就赚一两万块钱，大病医
保省了俺两年种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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