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董卿 隋翔宇
通讯员 高林 王永凯 报道
本报蓬莱讯 近日，蓬莱市海洋与渔业

局副局长翟德强多了一个新身份——— 山东
安源水产股份有限公司“联企服务员”，每周
抽出时间到企业嘘寒问暖、帮扶解困成为他
份内的一项重要工作。7月底，了解到企业将
有大批量刺参苗种上市销售，他主动联系莱
州的水产养殖客户，一笔订单就为12万斤苗
种找到了销路。

翟德强是蓬莱市众多“联企服务员”
中的一员，像他一样的联企干部共有101
名，由21名市级领导和从80个部门选派的
科级干部组成，在全市开展“百名干部联

百企”活动。近段时间，这百余名“联企
服务员”走出机关大院，深入企业，摸实
情、出对策，通过一对一服务，帮助企业
渡难关、快发展。“通过真心实意地帮
扶，扫除企业发展壮大进程中的各种障
碍，进一步构筑新型政商关系。”该市市
委书记杨原田表示。

蓬莱市检验检疫局“联企服务员”宋
黎在第一次走访蓬莱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时，了解到企业产品出口口岸主要在烟
台、青岛，由于报检与通关口岸不同，造
成通关环节多，验放时间长的问题。她立
即上报，该局成立专门工作小组，由局
“一把手”带队，专门赴烟台、青岛口岸

沟通协调，建立了“通报、通检、通放”
快速检验检疫机制，企业通关时间由原来
的7—9天压缩到不足2天。

蓬莱在联企活动中，重点围绕企业面临
急需解决的项目审批、资金诉求、产品销售
等难题，由“联企服务员”牵头予以重点解
决。围绕企业资金诉求，财政局的“联企服务
员”运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还旧借新”资
金，为所联系企业提供1500万元周转资金；
围绕企业上市辅导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金融
办“联企服务员”为企业上市铺平道路，帮助
民和生物科技取得“新三板”批文、嘉信染料
完成2400万元融资；围绕企业生产安全，安
监局“联企服务员”防患于未然，邀请烟台行

业专家，为企业进行全方位隐患排查和治理
方案。

在联企服务中，该市注重对企业长远发
展的帮扶，通过实施“精准服务”、“素质
提升”和“创新驱动”等工程帮助企业制定
转型升级和长远发展规划、搭建研发平台、
引进高层次人才。

蓬莱对“百名干部联百企”活动提出
了硬杠杠。要求部门主要负责人每季度登
门走访企业不少于1次，“联企服务员”每
月不少于1次。牵头部门坚持问题导向，采
取自下而上、逐级消化、分级解决的方
式，先后首接解决企业诉求28件，督办和
多部门统筹解决的重点问题20件。

构筑新型政商关系 开展真心实意帮扶

蓬莱百名干部联百企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刘海滨

“看，‘刘彩凤’又爬上花架了！”8月17日，刚刚在“陌上花”家
庭农场紫藤花架下的木桌旁坐下来，一位农场员工指着大家头
顶上说。记者惊愕地抬头望去，只见一只猫迅速从花架上跳下，
跑到一边去了———“刘彩凤”原来是一只猫。

给猫起名字都这么出人意料，张伟陈雪夫妇俩的经历也让
更多人感到意外。2013年，夫妇俩放弃了北京的白领生活，来到
威海经济开发区桥头镇办起了家庭农场。跟一般“男主外女主
内”的家庭模式不同，在这个农场，丈夫张伟主要承担建设维修
等工作，被称为“技术总监”，而陈雪则主管对外推介，俨然“销售
经理”。

冲上一杯玫瑰花茶，在摆着吉他、乐谱的紫藤花架下，记者
和陈雪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记者：为什么放着大城市的白领不当，来到乡村当了“农场
主”？是因为混不下去了吗？

陈雪：我们是1999年开始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我老公在一
家央企工作，我自己开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手底下有10多个员
工，有两个孩子，有自己的房子，日子过得还不错，不存在混不下
去的问题。我的工作很忙，越到节假日越需要加班，一天到晚就
像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也闲不下来，神经高度紧张，根本没
有时间陪家人孩子。我们在北京奋斗了十多年，最终也没有获得
北京户口，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北漂’，虽然生活无忧，但总感
觉一直没有融入这座城市。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那两年正好
家庭农场很红火，我们两人的户口都在农村，符合开办家庭农场
的基本条件，2013年，我们两口子一商量，干脆到农村办个家庭
农场。张伟家是荣成的，我们就回了威海。

记者：这种身份的转变是巨大的，你们的家人、朋友、同事怎
么看待这件事？开办农场，遇到过很多困难吧？

陈雪：张伟辞了职，我把公司解散了，房子也卖了——— 从开
始我们就没给自己留后路。家人还是比较支持的，因为他们知道
我们在大城市打拼也不容易，换一种活法说不定更好呢。办农场
的启动资金，有不少是两边的家人支援的。朋友同事有不少劝我
们再慎重考虑一下，毕竟在北京的生活也是我们奋斗十多年才
得来的，就这样放弃挺可惜。2015年，我们的家庭农场开始营业，
北京的朋友、同事来看我们时，都挺羡慕我们的生活，还有人开
玩笑说来给我们打工。

对于我们这样回乡创业的，政府也给予了不少扶持政策。开
办家庭农场，不是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哪些项目能搞，哪些不
能搞，哪些设施能建，哪些不能建，都得咨询农业主管部门的意
见。所有事情都得我们亲力亲为，而我们这么多年在城市生活，
刚回到农村，对一切都是“门外汉”，但我们有一个指导思想，就
是尽量使用原生态的材料，工业化产品能不用就不用，你看，我
们的桌椅板凳都是原木做的，不求美观，只求古朴自然。

创业，有苦有累也有乐，当第一粒种子结出硕果，当第一朵
鲜花开放，当捡到第一个鸡蛋，那种成就感足以抵消几个月来所
有的辛苦和疲惫。

记者：听说你们的家庭农场不是以采摘、游玩、农家乐为主，
而是主打“慢生活”的概念。你们主要针对哪些客户群体？他们对
这种经营模式认可吗？

陈雪：我家租用了40亩地，建了草莓大棚、蔬菜园、温室花卉
大棚，去年还租了200亩地，全部种上了薰衣草。虽然搞了这么多
项目，但我并不想把这里建成一个景点搞旅游，也不想搞纯粹的
特色种植养殖，更不想开饭店。我的设想是，客人来到我家，能让
心静下来，让生活慢下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陪陪家人，在
每一个温暖的午后，在每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都能和家人安静
地度过。

我们的客户群体主要是城市白领阶层，知识程度较高，经济
比较宽裕，也就是以前的我们。我们利用已有的房屋搞了个简易
宿舍，一共8个房间，说实话，住宿条件并不好，吃的也很简单，但
原料都能保证是自家种的、养的。我们的客人来的目的就是放
松、休闲，白天就在我们的花房、院子里看看书、聊聊天，一天三
顿饭可以跟我们一起吃，也可以到我们的菜园、果园里摘些新鲜
蔬菜、水果，自己做饭吃。他们既不到周边的景点游玩，也不去访
客会友，就是带着孩子来过几天纯粹的田园生活。有些客户跟我
联系，我反复跟他们强调，我这里没有景点，也没有小孩玩的游
乐设施，可他们还是愿意来，尤其是小孩子，摘菜、拔草、逮蚂蚱、
捉虫子，根本就呆不够。一位新西兰客人在我家住了几天，临走
时告诉我，他去过很多地方，我家给他的印象最深，他原汁原味
地体验了中国农村的家庭生活。

记者：目前经营状况如何？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有没有设
想过，万一经营失败怎么办？

陈雪：经营在呈现增长的趋势，但收回成本和实现盈利还
遥遥无期。我们现在手头要做的就是重新改造一下我们的宿
舍，使它更有农家特色，再建设一处“中央厨房”，多提供一
些灶具，满足更多家庭自己做饭吃的需求。我们还想挖掘威海
地区逐渐消失的传统手工技艺，再结合上海、南京等“慢生活
沙龙”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在辛苦忙碌之余来到田园做做手
工，放松心情。

对于创业失败，我们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即使毫无收益，
那么我每年的土地租金就当是买房的按揭贷款吧，就当是我买
了一个三十年的乡村别墅，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幸福。

□本报记者 李明
本报通讯员 高杜康 齐莉莉

34岁的牛童童是广饶县大王镇一家饭
店的老板，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东
营义工广饶分会的负责人。

“现在我们的会员已经达到了600多名，
包括教师、医生、企业员工、个体经营者等
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发挥各自的专长，利用
业余时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牛童童说。
最近协会开展了一项驻足安全岛活动，在县
城重要交通路口倡导安全，提高大家安全意
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法则，受到市民的一
致称赞。

随着会员和志愿活动的增多，东营义
工广饶分会也日趋专业化，如今，该协会

下设助学部、环保部、关爱部、助老部、
文体部、宣传部、爱心车队，有针对性地
开展环境保护、助学成长、关爱老病残智
障义务服务活动。

“我们每次开展活动都会通过QQ群、
微信群、贴吧等方式发出通知，由专门人
员负责活动的报名、乘车、分工等相关事
项。”牛童童说。

目前在广饶，各类志愿者服务队伍已
发展到200多支，成员3万多人，日益专业
化的志愿服务队伍成为该县城市文明的一
张名片，他们通过广泛开展关爱空巢老
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志愿服
务，让更多的人从中受到帮助。

除众多义工外，在广饶社工队伍也主
动承担起志愿者的角色，除做好本职工作

外还积极投身到志愿服务当中，这种“社
工+义工”服务模式成为该县一个特点。

馨海社工服务中心成立于2015年8月，
“掌门人”刘静静说：“我们承接政府、
企业、个人及其他组织委托的社会工作服
务项目，同时与当地志愿者队伍、义工队
伍等公益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
开展相关的公益活动。”

在“社工+义工”志愿服务中，馨海社
工将专业理念、价值、方法和技巧引入志
愿服务项目，帮助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提升
了专业化能力。“无论是关注空巢老人还
是照顾残疾人，馨海社工的工作人员经常
会利用空余时间参加这样的服务活动，通
过相互交流和切磋，弥补了普通志愿者在
专业领域的欠缺。”广饶县团县委副书记

齐莉莉说道。
目前，馨海社工还承担着山东省社区

青少年社工服务示范工程、东营市文明办
志愿服务项目等建设任务，带动广饶志愿
服务向专业化、职业化、行业化迈进。
“随着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和志愿服务范
围的扩大，志愿服务将呈现出越来越专业
化的方向，专业化的社工组织也会越来越
多。”齐莉莉说。

为整合资源，广饶县在县级层面还建
立了县级志愿者工作指导中心，打造有形
化工作阵地。同时成立了青年志愿者协
会，统一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指导，培训合
格后颁发《志愿者服务证》，并注册成为
青年志愿者。目前，该县有6500余名注册
青年志愿者活跃在城市与乡村。

广饶将专业化体现在服务的每一个环节

“社工+义工”打造志愿服务新名片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于振华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20日，应李沧区兴城

路街道“三事”平台的指派，唐山路社区的孟
繁财师傅来到唐山路小学西门安装减速带，
消除了小学门前这条带大拐弯的斜坡路的
安全隐患，解除了学生家长的担忧。

减速带安装迅速，得益于李沧区兴城路
街道“三事”平台的启用，即“老百姓说事、明
白人评事、贴心人理事”。这是该街道为群众
搭建的一个谈心交心、化解矛盾的平台，可
实现小事不出居、大事不出街、矛盾不上交、
就地化解掉。

7月8日，在“三事”平台的“说事、评事、理
事”现场——— 唐山路社区市民说事中心，居民
姜淑欣提意见：“唐山路小学门前的路是个斜
坡，还有个很大的拐弯，车速非常快，居民出门
买菜，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危险。”居民苟乃
臣也认为，孩子放学必须要穿过这条路，孩子
和接送的家长一旦躲闪不及，很容易出现事
故。

在“安装减速带”一事上，社区居民姜淑
欣、苟乃臣以“说事人”身份出席，把心里的
郁闷说出来；李沧区交警大队警官任庆耸、
兴城路街道政工科科长杨健斌和有安装经
验的孟繁财是“明白人”，现场进行说明、调
解和答复；兴城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从选
则是“贴心人”，结合解决方案和自身职能，
将此事直达相关部门；在社区享有威望的房

洪亮和王瑞娟作为“见证人”，被邀参与到
“三事”平台上，监督施工质量，征询“说事
人”对处理结果的满意度。

“这事芝麻大小，却是‘三不管’。”唐山
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张永平说，像安装减速带
这类边际化问题在社区里真不少，街道的

“三事”平台打通了一条更便捷的解决通道。
唐山路社区是一个无物业的开放式社

区，要安装减速带需要多方参与才能解决程
序、费用等问题。经过“三事”平台的沟通，最
终，社区考虑申请使用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
专项经费来解决减速带安装的问题。

“有问题摆在桌面上，面对面沟通。能
办，怎么办；不能办，原因在哪儿。”张永平
说，“作为第三方力量来评事的‘明白人’专
业，让人信服，而且，他们有经验，能找准矛
盾的‘堵点’，有利于矛盾化解最优化。”

据了解，这些“明白人”来自街道的“明
白人库”，成员包括社区“五老”、法律工作
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民调解员、相关
职能部门代表等。针对居民反映上来的矛盾
类别，街道从库里确定最适当的人选参与

“会诊”。
“建立这个平台的初衷，就是依靠群众

及时发现小矛盾、小纠纷、小隐患等，在社区
就地调处、消化。”兴城路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事、理事、办结，这是一种闭环式解决
问题的方式，也是我们在基层推进民主法治
建设的一种探索。”

李沧区一街道搭建“三事”平台

老百姓说事 明白人评事 贴心人理事

放弃北京的白领生活，在农村

办起了家庭农场

“北漂夫妻”的
乡村“慢生活”

□张晓帆 报道
居民反映唐山路小学西门前带大拐弯的斜坡路带来的安全隐患，李沧区兴城路街

道专门启动“三事”平台，讨论减速带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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