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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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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聊城分社、《聊城新闻》法律顾
问：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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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李梦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马朝霞

在工商资本注入前，临清市老赵庄镇车子
周村还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贫困村。2016年12
月，临清市康千顷商贸有限公司在村中成立，
随之而来的，是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及占地800
亩的温室大棚蔬菜基地项目。

4月16日，在300米长、36米宽的大跨度冬
暖式钢结构拱棚中，记者见到了来自寿光的蔬
菜种植技术指导洪殿桂。“目前大棚种植品种
主要有西红柿、彩椒、黄瓜、香瓜等。一级果
蔬销往京津和东北地区，二级果蔬销往俄罗

斯、巴基斯坦等国。”洪殿桂说。在科学化的
种养技术下，基地可亩产黄瓜2万公斤，每公
斤黄瓜在北京超市可以卖到9元。“除去人
工、肥料的成本，每亩可实现收益6万元左
右。”

“项目一期占地500亩，二期占地300亩。
目前，一期工程的36个110米长、13米宽的冬暖
式土墙日光温室还在施工，预计今年6月竣
工。二期工程计划在60亩土地上建设冷鲜恒温
库1个、生产车间2个。剩余240亩土地计划建设
高效球形智能温室1座、连栋玻璃智能温室1
座、大跨度冬暖式钢结构拱棚2个及数个冬暖
式土墙日光温室。”临清市康千顷商贸有限公

司经理王一涵介绍。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发展
餐饮业、农家乐观光业、田园综合体。一二三
产融合的新模式，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主
渠道。

提及增收，2号大跨度冬暖式钢结构拱棚
主管、车子周村村民李艳杰帮记者算出了一笔
清晰账，“家里的6亩地以前只是种粮食，现
在流转给公司，每亩可收益1100元。去年9月
份，我和丈夫都成为了公司的长期工，上午7:
30—11:30，下午2：00—6:00，和城里人一样拿
工资。”与他们一样在公司打工的村民还有60
多人。

“我们还积极吸收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来

公司打工。目前已有13户贫困户来到公司。男
工工资是每天90元，女工每天80元。”王一涵
说。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
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质量。随着工商
资本注入农村，临清市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了进
一步优化。

据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临清市已建成
3500余个高标准钢架结构温室大棚，以规模化
发展为准绳，全市农业基地均在100亩以上。
康千顷庄园、新华中农安全农产品追溯基地、
世纪花园家庭农场等一批高标准农业基地和园
区拔地而起。

工商资本进村注入振兴新动能
三产融合模式成带动农民增收主渠道

□ 李梦 王兆锋 孙亚飞 杨秀萍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欣赏高水平演出，政府
给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4月7日，在欣赏完中
外芭蕾精品剧目展演后，聊城市民王伟说。

4月20日，儿童剧《十二生肖之申猴闯天
关》；4月25日，《春之韵——— 钢琴独奏和四手联
弹音乐会》；5月16日，朗诵剧《一代楷模周恩
来》……

4月16日，记者在聊城市保利大剧院，看到
该剧院近期的演出节目表，从4月7日到7月1日，
计划演出14场。去年6月5日，聊城市与国内最大
的剧院管理和演出运营企业——— 北京保利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成功“牵手”。水城明珠大剧院正
式踏上盘活3000多个座位的托管运营之路。

保利进驻后，先后在引进优秀演出项目、开
拓文化市场等方面作出努力。自去年6月17日以
来，聊城市保利大剧院去年演出43场，今年第一
季度引进14场自营演出项目，包括芭蕾舞、话
剧、歌舞剧、昆曲等。多种类型的演出丰富了聊
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填补了聊城高品质演出市
场的空白，聊城文化地标建筑——— 水城明珠大
剧院逐渐成为文化交流的殿堂。

“聊城市政府为演出提供补贴，市民最低花
10元钱就可以欣赏一场高质量的演出。”聊城市
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增福说，“以
第二季度已确定的5月23、24日两场豫剧《常香
玉》为例，计划以票价20元/张面向市民出售，低
票价的同时推出套票优惠：30元两张、40元三
张、50元四张。让更多的市民都有机会走进剧
院，感受艺术魅力，丰富文化生活。”聊城保利源
源不断地将高品质艺术演出搬上舞台，满足了
广大观众不同层面的文化需求。

聊城市保利大剧院源源不断地将高品质艺
术演出搬上舞台，满足观众不同层面的文化需
求。通过举办音乐会和对应推出的专场大师班
活动，为聊城音乐爱好者架起了同殿堂级音乐
家近距离接触的桥梁。2月3日《春夏秋冬·桃花
源——— 丁雪儿古筝独奏音乐会》大师班活动，原
定总时长60分钟，丁雪儿老师从古筝考级方面
入手结合演奏经验，讲解演奏技巧，并随机挑选
琴童一对一指导，最后总时长达到80分钟。

现在，专场大师班已经成为一张聊城保利
甚或整个聊城的文化名片，每场都有三四十名
孩子参加，面对面向音乐家学习。

今年正月初六、初七，在剧院举办了两场
《“至和雅乐·凤鸣水城” 2 0 1 8新春音乐
会》。因演出恰逢春节，经聊城市保利大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领导研究决定，将此次由聊城至
和雅乐团带来的演出，作为送给聊城市民的新
年礼物，以市民开放日的形式供市民免费领票
观演。

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化活动，撑起了一座城

的文化底气。“领票的热情让我们看到了聊城市
民的文化需求，也感念观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
剧院工作的支持。”高增福说。

1月20日，大型裸眼3D儿童舞台剧《布噜
布噜之战军师的秘密》上演，精彩的互动让一
群孩子笑得特开心，他们是来自聊城市福利院
的小朋友，投入剧情的样子特别可爱。“我们数
次邀请孩子们前来观演，他们每次都乖得让人
心疼，单纯而懂事，剧院所能做的就是让大门随
时向他们打开。”高增福说。

润物细无声，高水平演出，潜移默化中提升

了市民的素质。因演出不能带水杯进场，剧院让
观众把水杯放在门口。每次演出后，座位下面都
干干净净。

高水平演出，引起越来越多聊城市民的关
注和支持。聊城保利工作人员在一次推广儿童
剧过程中偶然结识一位老师，她对教育孩子积
极向上、不怕困难、团队合作的剧目有浓厚兴
趣。在这位老师的邀请下，工作人员加入学校家
长群，每次有演出都会在群里发送推文，介绍演
出内容和剧院观演需知。开始儿童剧每场只卖
出几张票，现在销售数百张。

聊城牵手保利盘活文化资源

市民花10元就能欣赏高水平演出

□杨秀萍
张培月 报道
4月14日，游客在

阳谷县安乐镇立新农
场赏樱花。阳谷县推
动乡村游与地域文化
深度融合，提升生态
宜居水平，全力打造
碧水，绿荫，花海，
书香的“齐鲁赏花胜
地”。

□杨秀萍 郭素彦 赵丹珠 报道
本报阳谷讯 为解决贫困户和各类经营主体

担保难、贷款难、利率高的问题，加快贫困户增
收脱贫步伐，阳谷县采取多种渠道广泛宣传扶贫
小额信贷政策，确保政策到户，贫困户能懂、会
用。今年一季度，该县已发放贷款近700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20%。

针对4000余户9000余位享受政策的贫困人
口，该县要求各乡镇（街道）组织帮扶责任人亲自
将宣传资料送到户、到人，并做好政策解释工作；
对有贷款需求的贫困户，要求帮扶责任人帮助其
办理有关手续。要求各乡镇（街道）把宣传资料送
到本辖区各企业和经营主体，鼓励他们利用优惠
政策发展壮大，带动贫困户增收。把扶贫小额信贷
政策发放到县农商银行县城及各个乡镇服务网
点，提高政策的知晓度。

阳谷多渠道宣传

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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