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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宋佑霞

“刘树宝，580元；王德祥，700元；
岳安清，572元……”12月6日，气温骤降到零
下3摄氏度，在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村委
大院里，村会计武茂志正身裹一身厚棉衣仔
细核算着一笔89万元巨额账目的分配。

在武家村，89万元是笔名副其实的巨
款，用武茂志的话说：“去银行取钱都得
带俩大老爷们，别让人给抢喽。”原来，
自打3年前村里将1100亩土地进行集中流转
后，每到年底，流转企业就会一次支付全
年的租赁费，少则七八十万元，多则近百
万元，这些钱，要一笔笔地经过武茂志的
计算、一分不少地分发到1200多名村民的
手里。

“每个人的流转土地亩数不一样，大
都是几分几分的，还带小数点，一不留神
就会弄错。”面对这笔全村最大的单笔账
目，武茂志表现得谨小慎微，算纸一用几
十张、核对一做就是几十遍，生怕出错。
他知道，老百姓赚钱不易，别说错上百八
十块钱了，差上个块把钱也是实实在在的
损失，来不得半点含糊。

89万元的租赁费，分起来千头万绪，
很多村民觉得不就是突击算笔账吗，可武
茂志经常为了这笔钱牵扯一整年的神经。
在计算每人的租金时，武茂志手旁一直放
着一个皱巴的小本子，记者看到，上面是
村子新生儿出生和村民去世的详细记录，
新生儿要拨新地、去世的要收旧地，一拨
一收，分的钱每年都在变化。3年来，这笔
钱的分发没有引来一句怨言

“老爹从小就教育我，要眼勤、手

勤、学习勤，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有啥事
就抓紧记下来，才不会误事。”这样的一
席劝诫，武茂志一辈子装在心里、做在手
上。小本子、烂笔头从来不离身。做了40
年村会计，过手的账目不计其数，尤其是
近几年，建设美丽乡村工程款、扶持款一
笔接着一笔，数额越来越大，可武茂志还
是凭借着老辈传下来的家训，做了一辈子
没人戳脊梁骨的村会计。而他，也坚持把
自己这套祖传的立身之法，原原本本地教
给了自己的子女。

2011年，一条“爆炸新闻”在武家村
不胫而走，穷山沟里出了个中科院博士，
村里老少都跟古代前后院有人中状元似的
奔走相告，而“中榜者”，正是武茂志的
儿子武鹏飞。谈及儿子学业上的成功之
道，武茂志直言自己完全没能力辅导功
课，靠的还是父亲那句老话。“我只能做
到给他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然后把祖辈
说的‘三勤’告诉他们，并用日常行动做
给他们看。”

2014年，村委大院腾出一间房搞起家
风展览，武茂志家的“三勤”家风高票当
选，成了全村教育子女的良方，引来争相
“取经”。而和武茂志家一样，每年都有
10个家庭的“好家风”得以通过票选进入
展览室，成为一种最接地气的表率。而家
家户户也开始像争当文明户、好媳妇和好
婆婆那样仔细思考自己的家风是什么，如
何做才能得到全村人的认可。

当“晒”家风渐渐演化成“赛”家
风，“家风顺了村风正”的效应开始逐渐
显现。“农村人好面子，遇到露脸的事都
想争着上。现在村民没有比治气的，都是
比孝顺、比文明，比谁家出了个有才的

娃。”武家村党支部书记武怀祥告诉记
者，乡村文明建设，开大会讲、扯喇叭吼
都不管用，那叫赶鸭子上架，没人打心眼
里认这一套；而靠家风展示、四德榜评选
之类的软做法就管用，俗话说得好，人言

可畏，敢抛头露脸就要扛得住周围人的
质疑，人人都愿意扛、敢于扛这种“说
道”，好习惯就慢慢形成了，这就是农
村人自己的土法子。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石玉华

“近期济宁将推出一个统一的区域性农
产品品牌，济宁市农业局将这一工作交给了
我们农场统筹规划，在全国市场叫响南阳湖
品牌。”谈起田园综合体里的创新实践，12
月20日，南阳湖农场场长王存海自豪的面容
上带着微笑，向记者勾勒出下一步南阳湖农
场品牌发展的蓝图。

从过去一名职工30亩地“一季豆子一季
麦”简单粗放式经营，到现在拥有8家子公
司44个二级单位，年业务总收入过亿元的辉
煌成果，南阳湖农场沿着“垦区集团化、农
场企业化、股权多元化”的农垦改革路径，
先行先试，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松散与落后局
面，通过企业化的经营方式挖掘出国有农场
发展的新动能。

“现在地里的主要蔬菜是白菜、黄瓜，
市民选好想要种的菜品后，由我们农场的工

作人员专门负责照看，市民有时间即可前来
采摘。”南阳湖农场市民农园负责人任广明
告诉记者，市民可以用每年1000元的价格在
市民农园中认领一分地，认领后不仅可以得
到该地块中种植的蔬菜瓜果，而且还能够亲
身体验翻地、施肥、摘菜的乐趣。目前市民
农园已经有1000多份土地对外承包，仅此一
项就能带来收入百万余元。

在“一分地”之外，南阳湖农场以体验
为主线，建成了占地3000亩的农业观光园，
相继推出了农家院、垂钓园、露天浴场、畜
牧观光、蔬果采摘等休闲旅游服务产品，通
过特色采摘、垂钓竞赛、市民“偷”菜、儿
童农事体验、林下拾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吸引了众多自驾游客、学生游客和旅行社团
队。2016年观光园区接待游客22 . 3万人次，
实现销售收入2800万元。

让王存海更为欣喜的是，通过市民农场
以及农业观光园的尝试，大大调动了农场员
工的积极性。南阳湖农场成立内部资金管理

中心，动员职工入股到各改制单位，通过持
股让职工的资金可以参与分配，更重要的是
让职工变成股东，成为公司的主人。南阳湖
农场对多元化的休闲项目实行相对统一的管
理制度，奖惩严明，以保障农场休闲观光农
业的健康发展。

随着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更多的合作
机会也摆在了南阳湖农场面前。济宁某婚纱
摄影公司更是看中了农场内的生态优势，租
赁农场闲置的土地作为婚纱摄影基地。据基
地负责人介绍，每年有上百对新人来到该基
地内拍摄婚纱照，下一步该公司也将扩大摄
影基地的规模。

目前农场已形成了生态循环生产模式与
全产业链营销模式。

“一棵白菜，从它的生长到走上市民的
餐桌，在确保蔬菜质量的前提下，构建了配
送平台，让市民拥有更便利的购买渠道。”
王存海告诉记者，农场采用“秸秆（垫料）
+畜牧养殖+圈肥利用（生物肥）+绿色农产

品生产（粮、菜、林、果）”等生态循环模
式，确保了农产品的安全，提高了农业资源
利用率、废弃物资综合利用率、物质循环再
利用率。在各产业中全力推行“产品的设计
生产、原材料采购、订单处理、加工制造、
仓储物流、批发零售”的全产业链条营销模
式，搭建电商平台，基地直供社区内的南阳
湖农产社区生鲜店，线上线下两个渠道保证
蔬果与肉制品的销售。

“店内的猪肉经过除酸之后有着良好的
口感，即便价格达到24 . 6元一斤，每天仍有
30多户市民通过网络下单预订当天的新鲜猪
肉。”南阳湖农场O2O生鲜体验店副店长高
东平原本是农场的职工，在改革之后她与同
事一起开了一家生鲜店，得益于从基地到社
区的供货模式，店里的蔬果和肉制品受到了
市民的认可与喜爱，与过去在农场内种地相
比，高东平的收入也从每月的3000多元增加
到了6000多元。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今年济宁计划对17个乡镇(街道)实施天

然气“镇镇通”工程建设。
目前，济宁市156个乡镇(街道)，已有150个乡镇(街道)

实现通气，占总数的96 . 77%。其中济宁高新区、兖州区、
邹城市、曲阜市、梁山县、金乡县、汶上县、鱼台县、泗
水县、嘉祥县、济宁经开区、太白湖新区全部实现通气。

由于建设长输天然气管道较晚和地质环境的复杂，微
山县的微山岛镇、南阳镇、西平镇、高楼镇、赵庙镇、张
楼镇6个乡镇，将于2018年上半年全部完成通气。明年上
半年全市将实现天然气“镇镇通”全覆盖。

济宁明年上半年

将实现天然气“镇镇通”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赵洪嵩 崔 昊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贫困
面前，我们既不能埋怨天，也不能怪别人，
在政府帮扶下，自己也要努力才能脱离贫
困……”12月8日一早，嘉祥县梁宝寺镇闲
置近3年的晨光小学里又传出了教书声。不
同的是，讲台上是镇党委副书记高玉伟，台
下是镇里的41名精准扶贫户。

今年7月，镇上将闲置学校的两间教室
改造成了阳光扶贫教育中心和扶贫教育展
馆，组织贫困户分批次来参观学习，接受励
志脱贫教育。2个多月的时间，已举办教育
活动30期。

台下的刘秀玲是第三次来听课了。10多
年前，新婚不久的丈夫因外出务工受刺激，
患上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丧失劳动能力。
“真是感觉生活没希望了。”刘秀玲回忆
说，10多年来，为了孩子，她一次次打消了
轻生的念头，但也没有了过日子的劲头，每

月靠低保和丈夫的残疾人补贴度日。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让贫困群众的

心热起来、行动起来，引导他们树立‘宁愿
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
她听完第二次课后报名加入了镇上的扶贫车
间，在车间做零工，每年能增加5000元的收
入，缓解了家庭困难。

“富口袋”也要“富脑袋”，扶贫需要
扶到点子上，更需要扶到根上。济宁市委副
秘书长、扶贫办主任王业成介绍，济宁借助
独特的儒家文化、孝贤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
资源禀赋，强化道德文化引领，实施“育德
+扶志+解困”的精神扶贫新模式，让贫困户
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

在农村，一些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致贫
的真正原因在于思想僵化、自甘落后。对
此，济宁市坚持宣传引导扶志、因人施策扶
能、强化教育扶智，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
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咱们残疾人就怕自卑，自强起来咱不

比别人差。”济宁天久工贸有限公司专门开
设了残疾人心理辅导项目，新招收的残疾人
员工先培训再上岗。同为残疾人的公司董事
长李宪庆告诉记者，有的残疾人存在自卑心
里，还有的被接济惯了，将工厂当成福利
院。为了帮助残疾员工树立正确的观念，他
会找每一位刚来的残疾人员工谈话，用自己
的故事来感化和激励他们。公司已连续10多
年吸纳残疾人员工，不仅把优越的岗位优先
安排给他们，还将他们的工资补贴上浮
30%。

济宁将和善向上、忠孝仁义的儒韵民风
与精准扶贫相结合，通过推行乡村儒学、孔
子学堂等模式，聘请专业讲师深入农村社区
长期授课，举办乡村社区儒学活动，以“不
讲天边讲身边”的方式和厚实的儒学基底，
以文化人，尊老爱老，呼唤道德的回归。

“孩子交了1000元‘孝心基金’，村里
补贴200元，俺老两口每年就能得到1200元的
‘孝心红包’，儿女孝顺就是福。”金乡县
鱼山街道办事处肖庄村76岁的肖清建高兴地

说。去年7月，街道在肖庄村实施“子女自
助+村级补助+社会赞助+慈善捐助”的扶贫
新措施。“小小孝心红包里融合了子女的孝
心、社会的爱心、公益的善心和救助的公
心。”肖庄村党支部书记郝敬民介绍。

有了脱贫的信心，还要有脱贫的门路。
济宁市把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作为两大重
点，“扶志”又“扶智”，对有劳动能力的
帮其提供项目、参与生产、安排就业，对不
能劳动的贫困人口通过资产收益等方式帮
扶。去年以来，全市利用市级以上财政专项
资金实施产业扶贫项目663个，政府提供公
益性岗位2810个，建设“就业扶贫车间”和
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183个。

人文关怀也是精神扶贫的重要内容。为
有效减轻贫困群众看病就医负担，济宁市建
立起保健预防、医疗机构减免、基本医疗、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医疗商业补充保险等
“六重医疗保障”，通过政策的组合、叠
加，把贫困群众自己负担的费用控制在医疗
总费用的10%以内。

“育德+扶志+解困”

济宁：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

农场里婚纱摄影、网络端销售生鲜。南阳湖农场———

田园综合体里念活创新经

村会计培养出中科院博士，众邻竞相学习教子方式

家风展览室里育出淳朴民风

【释义】尽：全部用出；为：做。尽自己最大努力

去做某件事。

【出处】《孟子·梁惠王上》：“以若所为，求若所

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尽力而为

画说孟子
成 语 篇

□记者 孟一 报道
12月6日，在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的家风展览室里，武茂志正在讲述他家的

家训。

□记者 赵德鑫 报道
本报北京讯 2017年12月13日，由北京首旅首采运通

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首采网”主办的绿色有机进首旅
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首采网”与菱花集团等9家
全国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商签署合作协议，拉开了绿色食品
进北京的序幕，今后菱花旗下的绿色食品将直供首旅集团
旗下的“全聚德”“东来顺”等众多知名品牌。

据首旅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签约前该集团通过
现场考察、质量比对、调查分析、层层筛选，在全国范围
选择了9家知名品牌企业。在同行业内，菱花味精为首家
绿色食品，含量高出行业标准0 . 5个百分点以上，并在
2015年率先建立了味精质量追溯平台，具有辨别真伪、防
止假冒、防止串货等功能，提供了从农场到餐桌的保障。

携手首旅集团

济宁绿色食品进京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20日，山东省林业厅公布山东省森

林乡镇、山东省森林村居名单。济宁7个镇（街）和40个村庄
分别成功入选“山东省森林乡镇”和“山东省森林村居”，镇

（街）数量位列全省第二，村居数量全省并列第一。
名单中显示，入选的“山东省森林乡镇”有邹城市城

前镇、汶上县白石镇、金乡县羊山镇、微山县微山岛镇、
金乡县金乡街道办事处、泗水县圣水峪镇、嘉祥县纸坊镇
等7个镇（街）。入选的“山东省森林村居”乡村有任城
区安居街道十里东村等40个村居。

今年是济宁市建设国家森林城市的攻坚年，也是山东
启动实施森林城市国家、省、乡镇、村居“四级联创”活
动的第一年。此次创建活动丰富了济宁市镇村绿化的形
式，通过提高绿化档次，拓展绿色空间，推广生态文化理
念，最终形成“环村有风景林带、进村有绿化景观绿、村
内有绿景、房前有绿点”的乡村绿化新格局。

7个乡镇40个村居

分别入围省森林镇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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