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刘明明 王晓婧

11月28日，温煦的冬阳照耀着茌平县振
兴街道左庄村，种田管理员贾玉峰正在巡视
田间墒情。看着绿油油的麦苗，他一脸满
足：“以前全家靠一亩三分地，穷了一辈
子。现在跟着合作社干，俺也有了新活———
开着农技车，管着三千亩地。痛快！”

左庄村是省定贫困村，贾玉峰是建档贫
困户。以前，左庄村交通不便，土地瘠薄，
村“两委”班子弱，全村戴穷帽。贾玉峰家
更是穷上加难，媳妇常年有病，靠他自己在
地里“刨食”养活三个孩子。

转机出现在2014年。在村党支部书记左
存荣的带领下，左庄村成立了粮食种植合作

社，以土地托管的方式走科学种田、统一种销
之路。当年，贾玉峰家两亩七分地托管给了合
作社，他被优先聘用为合作社种田管理员。

托管后，农民利益咋保证？“我们对托管
土地实地测绘，签了合同，做好了备案，确保
土地托管合规。”县农业局经管站站长刘延峰
介绍。

种植面积扩大，种植手段也焕然一新。
“‘汗滴禾下土’的农民不见了，全都是机械化
种植，无人机喷洒农药。”左存荣说。为补齐合
作社的农机、农技短板，县里成立了县乡两级
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会，吸纳了全县登记在册
的35个农机合作社、210个农作物种植合作
社，建成共享平台，百台农机和百位农技员
可通过网络申请随时配用，且贫困村享受费
用减免等优惠。

刘延峰说：“为了保障像左庄这样的贫
困村合作社尽早赢利，县里针对贫困村出台
了相应的财政补助、分红政策，通过合作社
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在政策红利下，左庄粮食种植合作社实
现了统一供种、施肥、播种、打药、收获、
销售等一条龙机械化服务，入会土地达到3
万亩。

种地不再难，贾玉峰“一人管五村”。
每天，他开着合作社配发的专用农技车，在
左庄、小刘庄、后吴、史官屯等五个村三千
亩地里转悠，看看地里是不是该浇水了，有
没有出现病虫害苗头，牵头联系农机等。

发现问题怎么办？“合作社给我配了手
机专家。”贾玉峰说，秋收前，他发现玉米
有卷叶现象，就把问题反馈到“庄稼医院”

APP平台。很快，专家告诉他“要立即更换
除草产品”。不到一周，问题解决了。左存
荣介绍：“‘庄稼医院’APP打破了农户请
教专家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如今已成了
科技种田的好帮手。”

贾玉峰告诉记者，今年麦收前，一场大
风导致邻村大部分麦子倒伏，而合作社精心
为农户选择的抗倒伏的麦种在麦田里坚挺地
站着。他说，合作社发展的是“生态农业”，防
病虫害用的是绿色防控技术，农药量下降，施
肥采用的是配方肥、沼液、有机肥，化肥量下
降，销售的粮食每斤比市场价高两毛钱。

贾玉峰还说，县里的扶贫政策到村，扶
贫款分到了手，专家义诊送到了家门口，他
家参加了邻里互助，日子过得越来越宽松，
“俺家马上也要奔小康啦……”

开着农技车，管理三千亩地

贫困户贾玉峰管了五个村的田

□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郭晓日

11月15日，记者来到荣成石岛管理区港
湾街道牧云庵村的画室时，第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门边认真创作的宋立军。62岁的宋立军
在海上打了几十年鱼，还干了10多年的船
长。如今，他戴上老花镜，用原先摇桨把舵
的手拿起了画笔，稳稳当当坐在画架旁，气
定神闲、一笔笔地画着渔家画。前段时间村
里搞画展，他的画卖出去几十幅，现在练得
更起劲了。画室里，还有十多位练习画画的
学员。

当得知墙上那幅渔民手拿两条大鲅鱼的
画是出自他的手时，记者不禁由衷赞叹，

“画得真好！”宋立军露出腼腆的笑容，
“这才学了一年，比高手还差得远呢。”

“老船长最会画鱼了，他打的鱼比我们
见的都多。”指导老师王平介绍着。

“不过，你画的这条鱼肚子太大了，比
例不太协调。”王平指着宋立军的一幅画
说。“真正的黑鱼就是这样，有了鱼籽之
后，肚子就是这么大。”宋立军提高了声
音，“我打上来的黑鱼，少说也有几吨
了。”听到这话，画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学员们趁这个工夫，也都调整下坐姿，稍事
休息。

依山傍海的牧云庵村是个充满艺术气息
的小渔村，不到400户人家。自清末民初以
来，村里剪纸、绘画蔚然成风，艺术人才层

出不穷。渔家画分南北两大派系，南以舟山
为代表，北以石岛为特色，尤其是牧云庵
村，当地渔民画家创作的渔船作业、渔家汉
子和渔家民俗等场景，已成为北方渔家画的
形象标志。

建设美丽乡村，“画村”当然要先行一
步。村里把原先盛放渔具的800平方米库房
进行整体改造，划分了培训、作画、装裱和
展示4个功能室，从外面聘来专业老师，免
费培训本村村民。“我教他们的这种画法叫
‘刀笔画’，比国画和油画更好掌握，零基
础就可以上手。这些大叔大妈级的学员都很
用功，有时连午饭都顾不得吃。”王平告诉
记者。去年以来，王平在村里带出了三四十
名学生。如今，学生的画都可以上市交易

了。村里打造了1200平方米的展销中心，为
“渔民画家”办画展，还在网上推销，一年
多来，已卖出上千幅作品。65岁的宋水兰画
的海草房颇有地域特色，已卖出100多幅作
品。“俺就是个农村妇女，以前就是围着锅
台和孩子转，画的都是俺村的人和景，没想
到城里人就是喜欢。”宋水兰说。

画画，既是个爱好，又能带来收入，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村民来学画。村里的老石头
房子有着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历史，在石
岛管理区和港湾街道的支持下，村里以高价
从村民手里租过来，重新装修改造，作为画
家创作室和渔家民宿，吸引知名画家以及美
院学生前来写生创作。

老船长从打鱼到画鱼
——— 渔村牧云庵的蝶变之路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李永华 郗文娇

“没想到头一年能分红这么多！”11月
14日，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西石村的观光小
火车旁人头攒动，西石村精准扶贫“水乡西
石”旅游项目分红大会在这里举行。刘金田
家一共3口人，入股现金5万元。这一次，他
领到了4000元分红。

今年，西石村投资380余万元建成了全
长4 . 2公里的观光小火车项目，5月试运营。
投资200万元建起了全长2000米的漂流和水上
乐园项目，7月28日正式投入运营。不到4个
月的时间里，项目实现营业收入828961元，
利润38 . 4万元，参与分红股本480万元，全部
按照8%的比例分红。

位于淄川区太河镇东南部山区的西石
村，全村515户，1400余人。尽管这里群山环

抱，自然风光优美，但村民收入主要还是靠
传统农业种植，村集体收入受限。2016年9月5
日，西石村委决定发展乡村旅游，依托西石
村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着力打造淄博南
部山区休闲、娱乐、度假、亲子体验及写生为
一体的综合游乐区。他们成立了淄博水乡西
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带
动全体村民发家致富。全体村民都有股份，
凡户籍关系在西石村的每人赠送500股干股

并承诺不分负利，现金入股达到200余户，收
到入股现金428万元并承诺最低收益不低于
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

“水乡西石”项目的运营还带动了全
村休闲度假、特色农业采摘、餐饮住宿等项
目的发展。尤其是今年的“乘绿皮车 看齐
长城”精准扶贫·媒体在行动集中采访活动
过后，西石村的小火车知名度越来越高，接
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西石村村民喜领分红

□通讯员 于志勇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我们虽然素昧平生，但是您用博大的

爱心让我的独生女儿有了生的希望，看到您为我们捐献生
命的种子，我们老两口哭了……”前几天，郑凤美接到了
来自陕西西安一名22岁白血病患者家人的感谢信。今年10
月，她在济南为对方捐出了200毫升造血干细胞。

郑凤美是烟台牟平区供销社业务科科长，一名38岁的
党员。这场跨越千里的“生命火种”捐赠，源于五年前她的决
定：成为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6月，当年
留下的血样检测结果显示，与一名白血病患者低分辨相合。
其后，她主动进行了高分辨血样配对并顺利通过。为保证体
检合格，她合理调整饮食，各项指标均达到最好的状态。今
年10月中旬，她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经过4小时的骨髓干
细胞采集，成功完成这一捐献。

据了解，身为单位的业务骨干的郑凤美，连续多年被区
委区政府予以嘉奖，并荣立三等功；多次荣获区“三八红旗
手”、省供销社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牟平供销社员工
捐造血干细胞千里救人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李超 刘兵 报道
本报博兴讯 博兴县庞家镇黎寨村农民黎洪强，12年

来不间断地无偿献血，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人间大爱。
眼前的黎洪强高瘦，身体看起来并不是多么强壮，多年

的无偿献血，在他的胳膊上留下了些模糊的痕迹。说起第一
次献血的经历，虽然时隔12年，黎洪强仍然记忆犹新。

“以前想献血不知道在哪里献，有次上滨州在路边看到
了献血车就去了。”按照规定，两次献血之间的间隔最短6个
月。6个月后，黎洪强又一次走进了滨州市中心血站。“去了
以后，血站上正好缺血小板，血小板恢复快，当时是一月一
次，以后十五天，规定最短七八天，现在一般20天献一次。”

黎洪强一家的家庭收入靠他外出打工挣钱，家中还有
两个正在上学的女儿，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妻子在家大多
不知道，工地上我说有事请假就出去了”，为怕妻子担心，很
多次献血黎洪强都瞒着她。12年里，他累计献血156次，多次
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黎洪强连续12年

无偿献血156次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赵帅 李月 报道
本报禹城讯 禹城步云小学的王华浩小朋友已经学习

国画两年多，一直想拜师学艺继续深造，11月19日，李苦禅
艺术学校禹城校区揭牌，他和母亲参观后觉得很兴奋。

该项目由李苦禅艺术学校、长丰泰文化产业园、德州
市美术家协会写生创作基地等文化项目组成。

“文化产业惠民是篇大文章，宣传文化系统紧紧围绕
‘创新、创意、创优’目标，加强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不断健全完善基层文化阵地，以文化促经
济，以文化惠民生。”禹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本勇说。

通过规划设计、资源整合和招商引智，推动大禹文化旅
游产业园和大禹行宫·长丰泰文化产业园等多个“部长项
目”。禹城不断加强文化场所建设，目前建成国家一级文化
馆1处、国家一级图书馆1处、美术馆1处、博物馆1处、尼
山书院1处，所有文化场馆实现免费开放。

禹城激活
文化产业惠民“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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