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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如果再走一遍原来的路，我觉得自己走不下
去。”如今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经营着超市和宾馆
的孙荣贵说。

1996年中专毕业后，孙荣贵在寿光一家机械设
备加工厂上班，月工资150元。当时，工厂要求缴
纳1万元的风险抵押金。一次交不起那么多，工厂
就每个月从孙荣贵工资中扣100元。工资每月只剩
下50元钱，工作两年多，孙荣贵没能带回家一分
钱，甚至还得向家里要钱。“家里用小麦换了方便
面，我就带回来吃。”孙荣贵说，食堂的饭菜贵，
工作半年都没去食堂吃过一次。

穷则思变，孙荣贵开始琢磨着怎样挣钱。看到
做烧烤的，孙荣贵想着自己也能做。利用工作上的
便利，孙荣贵自己焊接了烤炉烤箱。下班后，从附
近的超市买来羊肉，孙荣贵背着烤箱、羊肉、钎
子、木炭等，步行一个小时到石马街。“第一个晚
上，除去成本纯挣了10元钱，太开心了。”孙荣贵
说。

当时，孙荣贵没有冰箱，羊肉只能存放在邻居
家的冰柜里。有时邻居不在，有时自己回来太晚，
羊肉拿不出来或者储存不上，就耽误了生意。干了
一个多月后，孙荣贵不再卖肉串。

随后，孙荣贵焊了一个电话亭，摆放在静山路
路口。下班后，孙荣贵直奔电话亭，忙到凌晨。
“有打电话的，有买烟酒和泡面的，一个月挣了
600元钱。”孙荣贵说，“自己努力就能挣到钱，
心里很高兴。”

经营一年多后，因城市发展需要清理路边摊
点，孙荣贵的电话亭就停业了。

这时，孙荣贵瞄上了仉家村后面的滑冰场。
“我觉得，有玩的人就能挣钱。”孙荣贵说。

花了6000元租下来，却赔钱了。“经验不足，
光是看着好，里面的事情自己不懂。有打架的，闹
事的，溜冰场就黄了。”孙荣贵说，接着是2003年
的“非典”，娱乐场所禁止经营。自己交了3500元
的押金，对方也不退了。钱赔光了，孙荣贵的生活
一下子回到原点。

原来的电话亭对面建起了沿街房，孙荣贵想开
小卖部。孙荣贵向同学、同事借了6000元钱，开起
小卖部。第一个月，孙荣贵净挣1000多元。半年
后，他把所借的钱全部还上了。

每天下班后，孙荣贵用自行车批发来面包，一
会儿就被晨鸣造纸厂上夜班的职工抢光了。晚上煮
面条、方便面，孙荣贵忙到凌晨3点。“大家都愿
意来我这里买东西。”孙荣贵说。

进货时，脚蹬三轮车上的货物，时常被人偷。
生意好起来后，孙荣贵买了个二手面包车。“做生
意要勤快。我早上比邻居的店开门早，晚上关门
晚。后来竞争对手虽然多了，顾客还是支持我。”
孙荣贵说。

开小卖部期间，孙荣贵只和家人去了一趟青州
云门山。“关门是对顾客不负责。”孙荣贵说。

2012年，工厂濒临倒闭，孙荣贵辞职。而已经
交了8000多元的风险抵押金，工厂也以种种理由拒
绝退还。“辞职后，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孙
荣贵说，只要勤快，小店也能致富。

如今，孙荣贵的生意做到了客流量极大的寿光
物流园，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了。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2月14日8点，寿光市古城街道弥景苑幼儿
园，4岁的吴雅婷从奶奶的怀抱里下来，蹦蹦跳跳
走进了校园。以前，早上来幼儿园，吴雅婷都抱着
奶奶的胳膊，哭着不愿意下来。

“雅婷，今天怎么自己走进来啦？”正在门口
迎接学生的教师黄爱凤问。“这里好玩。”说完，
吴雅婷就跑进了教学楼。

“通过游戏，我们给孩子一个爱上幼儿园的理
由。”弥景苑幼儿园园长郑素荣说。

来到二楼走廊帮小动物回家游戏区，吴雅婷沿
着绿色胶带铺设的道路帮着小狗找到了家。接着转
回来，吴雅婷又沿着蓝色的道路，帮助小兔子找到
了家。整个游戏做完后，吴雅婷才来到小二班教
室。

“让孩子辨识小动物，我们以前经常是从网上
找到视频或者图片，给孩子们看看，但孩子们认识
不深。”黄爱凤说，通过游戏认识动物，不用老师
强调，孩子们的内心都会得到触动。黄爱凤发现，
排队玩游戏，也培养了孩子们等待、谦让、关注等
优秀品质。

“填鸭式的教育，老师站着讲，学生坐着听，
时间久了，孩子厌倦，教师疲倦。我们就想用游戏
的方式，让孩子快乐地学，教师开心地教。”郑素
荣说。

现在，弥景苑幼儿园20名教师，每人创意设置
2个游戏，整个幼儿园就有40个游戏。不论是上
课，还是户外活动，区域活动，都以游戏的方式呈
现。

“让孩子们自己去体验，印象就深了。”小一
班教师武风丽说。

辨识黄颜色、红颜色，仅仅在黑板上说，孩子
们不好接受。但通过图形娃娃游戏，孩子们很快就
能分辨出红、黄、蓝等色彩。“第一次游戏时90%
的孩子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第二遍就有一半的孩子
知道了。”武风丽告诉记者。

每一次游戏活动中，弥景苑幼儿园的老师注意
记录游戏主题名字，所需要的场地、道具和中间环
节，里面存在的安全隐患等。游戏结束后，老师再
做书面的反思。

“玩游戏是系统性的，一次要比一次更完
美。”郑素荣说。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12月18日10点，寿光市台头镇三座楼村，村
民张桂香到寿光农商银行设在村里的ATM机
上取了2000元钱。“有了这个东西，存钱取钱都
方便了。以前用钱，得跑到5公里外的镇上或者
北洋头村去取。”张桂香说。

三座楼村党支部书记刘瑞祥告诉记者，60
岁以上老人每月85元的养老金也可以在ATM
机上领取。考虑到老年人大多不会使用ATM
机，村里特意安排了村民隋淑梅帮着老人办理
存取业务。

据介绍，这台ATM机总投资30多万元。“方
便了群众，银行业务也获得了发展。”寿光农商
银行台头支行的常晓明说，该行计划把银行卡
与电费、网络费、手机费等结合起来，让村民不
出村就能缴费。

截至目前，寿光农商银行已安装银联POS
机1673台，安装布放“农金通”、“农商宝”570台，
涵盖寿光所有涉农企业、专业合作社。农业银行
寿光支行已在全辖营业网点安装自动存取款一
体机170台。

寿光市金融办主任隋永福认为，在农村设
自动存取款机，可以弥补银行网点不足的短板，
也能分流柜台压力，同时方便持卡农民。

物流园交易实现非现金结算

“有了一卡制电子结算，交易变得快捷方
便。”寿光市小纪果蔬有限公司负责人纪振男说。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作为寿光蔬菜产业的龙
头企业，年上市350多个蔬菜品种，关联菜商、菜
农4万多户，年交易量60多亿公斤，交易额100多
亿元，日均现金交易量达2500多万元。

没有实行一卡制电子结算前，菜商和菜农
要将现金存到自己在物流园开立的账户上，再
在物流园内进行交易，交易完毕后再从自己的
账户里提取现金。

“蔬菜交易巨额现金结算带来的操作风险、
安全问题以及人力资源投入，长期以来一直困
扰着菜商、菜农、银行和物流园。”物流园客户服
务中心管理部经理张南说。

为实现物流园内非现金结算难题，农业银
行寿光支行开发了既具有物流园场内结算功能
又具有农行银行卡功能的联名卡“金穗寿光农
产品物流园卡”。一卡结算方便了商户的同时，
也有效避免了传统农产品市场在交易中经常出

现的赊账、赖账、抹零等现象。
目前，农行寿光支行已为入场交易的菜商

和菜农发行“金穗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卡”1 . 8万
张，其中存款余额10万元以上的客户已达300余
人，日均可减少现金交易量2000万元以上，相当
于增加了8个操作熟练的银行柜员。农行寿光支
行还在物流园办理企业网上银行5个、个人网上
银行430个，安装转账电话40部、POS机7台。

农行寿光支行个人贷款经营中心经理张华
宗认为，这一结算模式改变了多年来大型批发
市场传统的现金交易模式，在全国大型批发市
场领域尚属首创。

现场授信当天可获审批

“农商银行带来个小机器，照一照相就能贷
款。我这几天刚好进材料，资金不足，就报了名。没
想到上午报的名，下午贷款就批下来了。”纪台镇
吕家一村做蔬菜储存生意的吕凡新告诉记者。

吕凡新说的小机器，是寿光农商银行工作
人员使用的“移动办贷”终端。该终端利用手机、
掌上电脑等办理贷款。信贷人员只需携带终端
对客户资产进行实地考察，即可现场完成贷款
受理申请、贷前调查等多个环节工作，然后将审
批需要的影像资料通过无线终端发送至有审批
权限的部门即可。

“利用‘移动办贷’平台，大部分贷款可以现
场完成授信，贷款最快当天即可获批。”寿光农
商银行农村市场部经理韩春伟说，而传统的贷
款办理仅审批流程至少需要三至五个工作日。

潍坊银行的客户经理也通过手持移动终
端，完成开户、发卡、贷前调查等诸多工作，然后
通过网络将现场采集的数据资料发送回总部后
台。最快时，客户经理还没有离开，贷款已经完
成审批，客户就可以办理出账手续拿到贷款了。

潍坊银行微小金融事业部市场管理部经理
刘莹莹说，潍坊银行建立了成熟的模型，客户经
理只要填写少量的数据即可自动出具审批建
议，因此审批效率有了巨大提高，从而可以实现
一天之内发放贷款。

还贷次日就可续贷

寿光农商银行推出的“无缝隙”信贷服务，
让企业可以当日还款、次日放贷，实现续贷“零
等待”。

“以前遇到流动资金不足时，一到贷款快到
期，提前一个月心里就犯怵。现在农商银行的无
缝对接服务，为我们资金融通带来极大便利。”
寿光田苑果菜公司财务科科长李霞说。

据了解，2015年以来，寿光农商银行累计为
暂时出现资金紧张的中小企业办理“无缝隙”同
步贷款26 . 87亿元，支持中小企业238家。到2015
年10月末，寿光农商银行各项存款余额265 . 29亿
元，各项贷款余额173 . 29亿元。其中，涉农贷款
余额164 . 42亿元，占全部贷款的94 . 88%。

潍坊银行寿光管辖行先后开办了土地经营
权质押贷款、蔬菜（养殖）大棚抵押贷款、林权质
押贷款、农村住房按揭贷款等业务，累计投放信
贷资金8亿元。

“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
群众需求导向，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隋永福
说，哪些环节制约农村发展就突破哪些环节，不
断提升金融支农惠农水平，最终实现“普惠金
融”。

寿光推进金融改革，“普惠金融”服务直达村头———

村里有了自动存取款机

■百姓创业故事

孙荣贵：

白手起家，勤能致富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商荣宾

12月16日10点，寿光市洛城街道留吕小学
六年级二班教室内，班主任刘学忠在黑板上写
下：一个三角形三个内角度数的比是3：2：1，按
角分这个三角形是( )角的三角形？一阵计算
后，王明芳举手回答：“老师，是直角三角形。”

“很好，请坐。”刘学忠说。
新学期开学时，刘学忠发现王明芳和老师

没有目光交流，有时问三遍都不说一句话。不仅
王明芳，班里的许多孩子都不喜欢回答问题。怎
么办？经过一个月的观察和思考，刘学忠决定采
用小组互助学习的办法，引导学生。这是刘学忠
在洛城二中使用的一种教学方法。

刘学忠做了18年数学教师，今年通过竞聘
交流轮岗到留吕小学。“成人的视角难以理解孩
子，但孩子之间用孩子的语言交流，能更好地融
合。”刘学忠说。

改变并不容易。哪怕面对本小组的四个同
学，王明芳也不回答问题。“只要你参与，只要敢
表达，就是进步。”刘学忠适时鼓励。慢慢地，王
明芳在小组内敢发言了，回答问题的次数越来
越多。如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王明芳可以自
如地表达了。

留吕小学校长郎咸民认为，轮岗教师能把
好的方法带过来，提升小学的教学水平。

今年，寿光市推进中小学教师岗位竞聘交
流轮岗工作，目前该工作已全面完成，城乡交流
165人，镇（街区）域内交流184人，跨镇区交流15

人。全市364名交流轮岗教师中，潍坊市级以上
教学能手31人，寿光市级骨干教师285人。

留吕小学现有4名洛城二中教师和2名留吕
实验小学轮岗教师。“我们学校有950名学生，应
该有50名教师，但有退居二线教师4名，病休返
岗教师2名，只能从事教辅工作。轮岗教师为我
们补充了师资力量。”郎咸民说。

让郎咸民担忧的是，留吕小学教师平均年
龄48岁，明年退休的教师多达6人。“新教学方法、
新观念，老教师有时候难以贯彻实施。轮岗教师
年富力强，可以带来新鲜的东西。”郎咸民说。

洛城二中英语教师刘爱玲，现在教着留吕小
学四年级一、三班的英语。开学初，学习英语吃力
的丁小灿目前已经考了三次满分。“经常与她说
说话，开导一下，孩子就开窍了。”刘爱玲说。

为了轮岗，刘爱玲说服了丈夫，还把在东城
新区实验小学上学的女儿带到了留吕小学。“体
验不同学段的教学，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当
然，政策上的支持也很关键。”刘爱玲说。

据了解，寿光建立健全交流轮岗教师激励
机制。规定：申报评审高级、正高级教师职称和
评选潍坊市级以上荣誉称号，教师必须有到农
村学校任教1年以上的工作经历。

建桥中学教师、寿光市教学能手张春华，通
过竞聘，现在是羊口中学八年级数学教师。除了
上课，张春华还是羊口中学一名年轻教师的导
师。现在，午休晚休早上跑步，张春华都和学生
在一起。

50岁的张春华发现，自己与13岁、14岁的学
生沟通存在不少困难。怎样才能有共同语言，张

春华建了班级微信群、QQ群，目前已有一半的
学生加入到群中。

“建立岗位竞聘和教师交流轮岗制度，促
进教师优质资源的合理配置，重点引导优秀教
师向农村学校流动，初中优秀教师向小学流

动。”寿光市教育局局长李玉明说，通过岗位
竞聘和交流轮岗，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促进优秀教师合理分布，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
引领、示范作用和多岗位任教对教师专业成长
的促进作用。

寿光推进县管校聘改革，促进优秀教师向下分流

乡村学校，来了城里名师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颜士鹏

“原先两个大棚共种植3800棵茄苗，现在
一个大棚就有4100棵苗。”12月20日，寿光市文
家街道桑家营子村村民桑英德告诉记者。

桑英德的大棚紧邻菜都路，距离寿光物流
园不到2公里，卖菜更方便了。

据了解，这个新式大棚投资约13万元。“投
资比较大，但很划算。一年下来，这样的大棚可
收入20万元左右。”桑家营子村主任桑相德说。
新式大棚的建成，得益于村里进行的土地流转。

桑家营子村有256户、1091口人，可利用耕
地850亩，人均土地面积0 . 8亩。村民收入，主要

依靠蔬菜大棚种植。但大棚老化严重，300多个蔬
菜大棚，90%以上使用年限超过10年。大棚面积也
小，设计落后，每个大棚年效益只有5万元左右。
此外，大棚布局比较分散，村民调地要求强烈。

“为了提高村民收入，调地势在必行。”桑家
营子村党支部书记桑名亮说。

自2000年土地调整以来，桑家营子村15年
没有调地，全村180名新增人口没有分到地。另
外有230余人因为在企业上班、从事三产等，有
地也不想种。

调地是大事，村“两委”把实施方案印成“明
白纸”，逐家逐户征求意见。随后，全体村民投票
选出9名代表，组成土地流转调整委员会，全程
参与、监督调地工作。今年6月，方案经村民议事

会集体表决通过后，由村集体收回土地，统一进
行流转、调整。全村土地，划分为畜牧养殖区、粮
食种植区、蔬菜大棚区。

养羊的桑学英，在养殖区投资3万多元新建
了看护房和羊舍。“以前在村里，因为气味大，有
羊粪，群众意见大。”桑学英说，“现在我们养殖
的在一起，便于防疫和技术交流。”

据了解，这块养殖区以前是晨鸣公司的废
弃污水沟，占地约27亩，长期处于荒废状态。如
今，它成了村里的养殖区。

土地如何分？桑家营子村通过召开党员议
事会、村民议事会，确定人均土地标准为1亩，失
地补贴标准为每年每亩1500元。以每年6月20日
为限，以户为单位，按人头找补。占地多于1亩

的，按照比例向村集体缴纳承包费，资金全部
用于找补人均少于1亩和不要地的村民。

对于大棚种植户，以户为单位，根据家庭
人口、建棚大小，到对应的地块抓阄选址。如
果抓到的大棚面积小于家庭人口分配的亩数，
由村集体按照失地补偿标准进行找补。

现在，桑家营子村新建新式大棚170个。
“村里所有大棚户的收入，一年可以达到2000
万元。”桑相德说，不种地的村民，补助标准
从原先的380元每亩提高到现在的1500元每亩。

为了便于种植，桑家营子村配套建设了25
千米的棚区道路，2000多米的供电管线和30口
深水井。据估算，这些基础设施能让每户村民
年节约生产成本5000元以上。

桑家营子村通过土地流转破解人地矛盾，促进蔬菜产业升级

玩大棚的有地种，不种地的有补贴

核心提示

◆村里老人每月85元的养老金可

以在ATM机上领取

◆贷款上午申请下午就批下来

◆寿光农商银行已安装银联POS

机1673台，安装布放“农金通”、“农商

宝”570台，涵盖寿光所有涉农企业、专

业合作社。农业银行寿光支行已在全

辖营业网点安装自动存取款一体机

170台

变填鸭式教育为在游戏中学习

孩子爱上幼儿园

□石如宽 报道
在留吕小学轮岗的洛城二中英语教师刘爱玲，正在指导学生。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右)走进企业，了解企业经营情况，进行放贷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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