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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张大东

在繁华的枣庄市峄城区坛山中路路北，
新近建起了一座棕色小木屋，“爱心屋”三
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12月11日上午10时左
右，记者进去逛了逛。

爱心屋面积不大，墙壁上挂着棉袄、棉裤
还有夹克、绒衣，柜子上整齐摆放着棉鞋、运
动鞋。记者发现，有3个衣架空了。在隔壁慈善
众筹平台上班的工作人员隋晓梅负责管理爱
心屋，她说：“不知什么时候让人取走了。”

隋晓梅打开了爱心屋物品发放登记簿：
第一天，6月14日，取走了8件；昨天，也就
是12月10日，取走了11件。

记者看到，很多时候“领取人”处空白，只
记载了货品种类和件数。有的领取人填写是
区驻村第一书记、结对帮包扶贫干部和志愿

者。“他们根据各村贫困户的需求，常来这里
领取衣物、小家电、农机具、家具”。

爱心屋24小时大门敞开。一开始，大家觉
得每一件物品取走了都应该登记，别让人钻
了爱心空子。区民政局副局长杨荫更认为不
妥：“爱心屋要人性化，要让贫困者有尊严地
接受捐赠。因此，要采取不登记自取的办法，
把爱心屋办成‘爱心超市’。退一步想，既便领
取者不是贫困户，那他也是有所需求”。

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登记本的数据，大
约2000件物品从爱心屋被取走。

与爱心屋相邻的屋子里，存满了各种物

品，这是峄城区干部、职工及爱心人士捐赠
的。据区扶贫办主任杨林介绍，5月27日，峄城
区在全国率先建起扶贫慈善众筹平台，线上
开通了“峄城区扶贫善款微信公众账号”平
台，线下接受企业捐赠、爱心人士捐款、社区
捐赠。所谓众筹就是一筹资金，整合全区慈心
一日捐、一元爱心党费、社会企业捐款、爱心
人士捐款等，统筹用于脱贫攻坚；二筹物资，
部门、社会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品；三筹人
才，科技医疗专家志愿者、义工协会、青年志
愿者等与贫困户结对开展科技、医疗等扶贫；
四筹文化，组织庄户剧团，寓教于乐，向贫困

户宣讲崇孝扬善、倡勤从俭。 目前，众筹平
台共募集善款260余万元、物品5万件，组织各
类文化、科技、救助活动345场次。

记者注意到，隋晓梅不断从储物间拿出
物品充实爱心屋。她告诉记者，由众筹平台筹
集来的旧衣服一般都六七成新，必须清洗干
净，登记后，统一在储物间用红外线消毒后再
上架。“爱心屋最受欢迎的物品是小家电，其
次是衣服，鞋子很少有人取。”

爱心屋有间带门的试衣间，隋晓梅说，几
天前，发现有人在此睡觉，没有惊动他。“遮风
挡雨避寒，这本来就是爱心屋的职责！”

闹市有间扶贫“爱心屋”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赵 冰

12月12日，已经进入深冬季节，普通农
场里已经没有了秋季的喧嚣和热闹。而位于
莱芜市农高区寨里镇的桑园公社却显得格外
繁忙。桑园公社总经理安丰刚正在通过手机
微信联系几天后的莱芜香肠DIY活动。

“原本只是一个想法，没想到信息传出
去后，得到了热烈响应，尤其济南市民的反
应更加热烈，大约有30多人报名参加，希望
通过这种实践活动找到乐趣。”安丰刚说。

据安丰刚介绍，这种体验式活动的卖点
在于让游客找到参与农业生产的“乐子”。

卖乐子开展两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今年吸引外地游客20000人左右，带来的
收入已经占到整个农场的三分之一，而且还
处在上升阶段，将来农场的经营方向也将以
此为主要发展方向。

桑园农场有60多年的历史，覆盖周边4
个村庄，100多个养蚕农户，占地560亩，一
直以传统桑叶养蚕制丝为主。

安丰刚接手农场后，为了把农场搞活，
曾经开发过黑蒜，围绕蚕蛾酿过蚕蛾酒和其
他饮料及制品，但是因为影响力不足，销售
情况都不理想。近几年，随着农家乐的兴
起，安丰刚有了新的想法。

去年9月份，农场的几亩红薯到了收获
季。安丰刚无意间把刨红薯的照片传到了自
己的朋友圈，“结果很多济南的朋友问我，
能不能到农场里体验一下刨红薯的感觉，我
当时就答应了”。没过几天，这些朋友带着
孩子有60多人，包了两辆车过来了。

来的游客里，年级大的已经离开农村几
十年，年级小的没有干过农活，刨红薯在他
们眼里成了一种时尚运动，扛起镢头就去刨
红薯，乐趣十足。安丰刚特意安排了几名员
工教给他们刨红薯的技术要领。一共两亩地
红薯很快就刨完了一半，这些人刨完了红薯
都想拿回家，安丰刚就按市场价卖给他们。

让安丰刚更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把济南
人刨红薯的事传到了朋友圈后，又有更多的

朋友找他，让他留点红薯地，他们也要来刨。
安丰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人到农

场体验刨红薯，中午要吃一顿农家饭，离开
时还要买不少农场生产的农产品，平均每个
人的消费额在100元以上。“比单纯卖农产
品的收入高不少，也带动了农场其他产品的
销售。”

由此，“乐子”成了农场的新卖点。安
丰刚之后围绕桑园农场的优势，设置一些新

的活动，以吸引游客。比如三月份让游客自
己种树种菜，并发给游客荣誉社员证书，到
了收获的季节，游客可以凭借社员证书免费
摘取果实。

而今年5月份抽蒜薹的活动，让安丰刚
再次看到了这种新型农场的生命力。今年由
于蒜薹过剩，蒜薹价格低至几毛钱一公斤，
价格甚至还抵不上抽蒜薹的工夫钱。在其他
蒜农们为蒜薹销售发愁的时候，安丰刚的桑
园农场却在闷声发着蒜薹财。

安丰刚提前预约几个抽蒜薹游客团，让
他们在农场体验抽蒜薹，并收取一定的费
用。这样，不用安丰刚动手，十几亩的蒜薹
就让游客们全部收干净，而且赚到的钱是单
纯卖蒜薹十几倍。

借着这股风，安丰刚在农业劳作体验
活动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蚕丝等DIY活动，
为了提升文化氛围，把齐鲁论语研读公益
活动邀请到农场里举行。安丰刚更是打出
了“乡村万达”的旗号，计划建设一个农
业、工业、服务业融合发展，集体验、娱
乐、购物、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新型农业
主体。

现在，在研究如何丰富农场活动的同
时，安丰刚开始了对国家农业政策的研究，
他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发展多种
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对于我们这
种老国有农场来说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也证
明我们的路子是对的，下一步，我们计划把
农场打造成AAA级景区，真正实现农业的融
合发展。”

一家老国有农场改单纯农产品输出为体验式农场后，游客多了经营也上去了———

“乡村万达”卖乐子
□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通讯员 刘淑燕 报道
本报泗水讯 11月1日，在泗水县圣水峪镇南仲都村的

农业观光园内，不少果蔬大棚外墙上都印着“PICC”的
标志。据南仲都村党支部书记姚洪远介绍说，这些印着
“PICC”标志的大棚都是县里出资建设的扶贫大棚。

泗水县开展产业扶贫，发展扶贫果蔬大棚、养殖项目
等，目前全县共建有扶贫果蔬大棚1267个。为形成扶贫长
效机制，县政府专门列支扶贫财政资金为全县所有扶贫果
蔬大棚购买了保险。“2015年冬天，一场雪灾曾给村里造
成了不小的损失，一个大棚最多损失两万多元，现在有了
保险，村民们感觉更加安心。”姚洪远说。

根据保险方案，扶贫大棚保费每亩400元，保额每亩2
万元，“扶贫大棚遭遇火灾、空中坠物、风灾、雪灾等造
成损失，人保公司给予相应保险赔付。”泗水县扶贫办副
主任柳伟介绍说，保险将为全县扶贫果蔬大棚提供1400余
万元的风险保障，解决了扶贫产业发展的后顾之忧。

泗水：1267个扶贫果蔬
大棚上了保险

□李荣新 刘志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2月4日，在滨州市滨城区北镇街道造

纸厂宿舍一间60平方米的二居室里，下岗职工54岁的牛汝
华和51岁的王立双夫妇，分别在《山东省遗体（角膜）捐
献申请登记表》上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完成了自
己多年的心愿，这也是滨城区签订遗体器官捐赠志愿登记
表的首对夫妻。

早在2004年，王立双就萌生了捐献遗体器官的想法。
去年9月，王立双因三叉神经痛在山东省立医院做了开颅
手术，病情好转后，更加觉得生命的脆弱，捐献遗体的想
法也越来越强烈。同时，她还劝说自己的丈夫牛汝华一起
捐献。捐献遗体必须征得家人的同意，老两口找到女儿说
明了情况和想法。女儿起初有所顾忌，最终还是同意了他
们的决定。

目前滨城区遗体捐献登记志愿者7人，成功捐献1人，
眼角膜捐献登记志愿者14人，成功捐献6人。捐献者的遗
体和眼角膜将用于医学教学研究及眼视力病患者的康复医
治。

滨城：王立双夫妇同签

遗体捐献协议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1月1日，青岛市即墨区首届创业项目

竞赛正式启动，以激发全民创新创业的热情，打造推动经
济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强劲引擎。

据悉，本次竞赛分为报名、初赛、复赛、决赛四个环
节，优秀项目可获得六类奖励。对于优秀项目，即墨给出
了包括多项资金奖励、提供孵化基地、创业导师辅导、融
资配对衔接、媒体协同推广、政府采购扶持等六个方面的
扶持政策。值得一提的是，符合条件的项目还有机会获得
最高1亿元的扶持资金，同时还有共15万元现金大奖。

即墨：启动首届
创业项目竞赛

□于向阳 陈桂红 报道
桑园公社的红薯地，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既找到了乐趣，又体验了农活。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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