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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宋西昌 杨福海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让家庭困难的大学生们更加方便

快捷地办理助学贷款，济宁市兖州区教体局将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纳入“一次办好”事项清单，7月31日
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业务。截至8月8日，已为
138名学生办理助学贷款115万余元。

进驻大厅以后，兖州区教体局窗口工作人员为贷
款学生和家长列出了详细的办理流程，按照受理、核
查、签订合同、打印受理证明、交待后续事项的顺
序，设置了5个工位依次办理，每个工位都张贴了详
细的服务指南，在学生准备齐全所需贷款材料后，不
足10分钟就可以为一名大学生办理好助学贷款。

据了解，生源地助学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向家庭
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在学生入
学前户籍所在地办理的助学贷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
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8000元；全日制研
究生申请额度不超过12000元；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的学生，无需进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即可办理贷款
手续。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薛海波 孙欣 报道
本报嘉祥讯 “日前，中农联鲁南农产品电商物

流园项目‘鲜农都’品牌新鲜发布、入园企业签约进
驻、‘中农联走乡镇’全面启动。招商中心同日正式
开放，现在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咨询。”8月9日，嘉祥
中农联负责人刘英慧介绍，此次活动的举办不仅可以
促进嘉祥农业与商贸、旅游、文化等产业的深度融
合，还可以让嘉祥县诸多名优产品通过“鲜农都”项
目走向全国。

嘉祥“鲜农都”项目位于嘉祥县西部，占地
204 . 7亩，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总投资近10亿元，
项目立足农业产业发展，分为两期建设，建成后园区
由一园一体组成，“一园”是涵盖农产品全品类交
易、农业全产业链服务、全类别交易配套设施服务和
一体化便宜营商特征的一站式综合性产地批发市场；
“一体”是以生鲜、农特优品为主题，包括生鲜总
汇、农特产品展销、农旅体验商街、创业SOHO孵化
中心以及四星级商务酒店等功能在内的，提升嘉祥城
市能级的城市综合体。

嘉祥“鲜农都”将依托总公司的全国网络平台，
以农产品及涉农产品流通为切入点，通过打造服务于
农业全产业链、跨区域的产地型农副产品物流园，突
出、发掘和培育嘉祥特色农产品品牌，最大限度整合
鲁西南区域内农产品资源，带动嘉祥县及周边地区农
产品供给品质提升，优化农业产业体系，实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助力嘉祥农业供给侧改
革。

兖州区生源地助学贷款

“一次办好”

一站式全产业链农副产品

商贸综合体落户嘉祥

□ 本报记者 孟一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李之湖

“大家看到的这片藕塘种的是紫莲
藕，作为一种以赏花、吃莲蓬为主的观赏
类新品种，它背后还隐藏着很多商机：出
产的像胡萝卜一样大小的莲藕能卖到每节
两元，还可以做成盆栽荷花……”7月10
日，曲阜市姚村镇庙东村村口热闹非常，
来自全镇40多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一个个
手拿小本和手机，又是记又是拍，足不出
镇取真经。

庙东村和周边绝大多数村子一样，前不
着湖后不挨河，3年多前，瞅准了莲藕产业发
展的前景，非要在这个陌生领域闯出一片新
天地。“我们走遍了湖北、江苏等莲藕主产
区，发现区域内的气候非常适合旱藕种植。”
庙东村党支部书记颜浩说，村里的沟渠很
多，但常年废弃、资源浪费，旱藕种植让坑塘
变废为宝成了可能。

农村人对新作物、新技术、新品种有
着天然的疑虑，尤其在得知修整坑塘、铺
设藕膜还需要额外投入后，任凭村“两
委”再怎么开动员会，还是没人愿意跨出
第一步。于是，2015年，颜浩自掏腰包搞
试点，在一条废沟里播下藕种，并在第二
年的收获季，把村里的老少爷们请到了藕
塘边。

换上了连身皮裤，猫腰把手往泥浆里
一伸，在众人半信半疑的瞩目中，第一根
一人多高的大莲藕破土而出，村民们睁大
眼、张大嘴，甚至激动地鼓起掌来。而颜
浩也顺水推舟，挨家分了3斤多用深井水和
有机质种的生态藕，鲜藕又脆又甜，村民
们吃得直竖大拇指。

看到村民们的反应，颜浩心里有底
了。果不其然，很快就有村民把土地流转
了出来，支持村里成立起莲藕种植专业合
作社，坑塘散种变成了大规模连片种植。
“村里祖祖辈辈都是围着一麦一棒讨生
活，咋也没想过现在满眼荷叶荷花，还能
赚大钱。”提起出人预料的莲藕经济，在
基地打工的村民宋明玉乐得合不拢嘴，他
给记者简单算了笔账，一亩藕塘能比一亩
小麦多收入4000多元。

再好的项目，老百姓不买账就难以落

地生根，推广和普及做得不到位，就很难
形成规模效应，也难以成为引导乡村振兴
的产业。深谙此理的姚村镇一方面帮助庙
东村规范合作社专业团队建设，请来专家，
培训合作社自己的技术员队伍。同时，把周
边同样具备旱藕种植条件的村子带到庙东
参观学习，提供“设施建设+种苗提供+技术
指导”的一条龙式服务，让紧跟莲藕产业发
展脚步的村子不走弯路、一步到位。

记者在毕家村看到，50亩的沟塘已经

全部完成建设，藕膜上方先是20厘米有机
质和20厘米的深井水，藕塘套养泥鳅和龙
虾，每亩利润能达到近8000元。“泥鳅和
龙虾都像是水质的检测员，一旦使用药马上
就会出问题，另外咱们村水资源并不丰富，
控好水也是个技术活儿。”毕家村党支部书
记颜井利感慨，还好有庙东村的技术员手把
手地作技术指导，藕塘才会快速成形。

一村莲藕兴，“百村”嗅荷香。短短3
年时间，庙东村莲藕产业不只辐射了周边

村，连吴村、书院、小雪等曲阜其它镇街
也纷纷前往学习，而庙东村，不仅没有遮
遮掩掩，反而是把技术、种苗、人才倾囊相
授。“产业振兴的前提是形成项目集聚，在具
备一定的规模和体量后再寻求深度发展。”
姚村镇党委书记孟双建表示，目前，姚村镇
正以庙东村为田园综合体的发展试点，依托
莲藕产业拓展生态旅游、藕产品深加工、荷
花主题文创产品开发等，真正实现产业化的
立体发展，驱动乡村振兴。

“设施建设+种苗提供+技术指导”好产业离不开打包推广

一村莲藕兴，“百村”嗅荷香

□ 本报记者 尹 彤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王世友 范培倩

“你看树上这片叶子，叶片没那么
宽、边缘也更深，整体呈现出五角枫的特
征，秋天变成红色十分漂亮！前段时间山
东省科技厅专门带着荷兰的专家到我们这
儿看这个品种，现场赞不绝口。”7月17
日，在中国李营法桐研究院，李营苗木协
会会长李卫东一脸自豪地向记者介绍法桐
研究院新研发成功的观赏型法桐“神龙环
游”。“我们选了十几个品种研发，以后
你还会看到盆景类的法桐、沙漠里的法
桐。法桐会以多种形态出现在大家的面
前。”

任城区李营街道是苗木大镇，早在上
世纪60年代就开始种植苗木，并带动周边
发展。但几十年来，农民种植苗木方式都
是简单粗放式，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没问
题，可遇到低谷期就赔得一塌糊涂。“这
些年，苗木行业几次大起大落，每次冲击
都会有一些人离开这个行业。但在我看
来，每次冲击都是一次新的革命，它逼着
你去创新、去培育新东西。没有新东西就

只能被淘汰。”李卫东深有感触地说。
基于冲击，李卫东成立了法桐研究

院。法桐被称为“行道树之王”，因其生
长快、树冠大、抗烟尘能力强等优点深受
城市绿化欢迎。然而，随着人们对生活质
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法桐的毛球飞絮问题
也成为其致命弱点，前几年一、二线城市
已经不再种植法桐。

“目前，李营街道及其带动的周边地
区法桐种植面积有30多万亩，如果法桐的
毛絮问题不解决，损失是长远的。”李卫
东从小就跟着父亲种树，高考落榜后，他
接过父亲的苗圃发展苗木种植，2009年他
被推选为李营苗木协会会长。对苗木种
植，李卫东看到的不只是眼前的利益，更
有未来的发展。

为解决“悬铃扰民”问题，2014年，李卫
东和苗木协会的几名大户一起去高校寻访
专家，最终找到了华中农业大学的包满珠
教授。包教授在悬铃木研究上有30多年的
经验，当他亲眼看到任城区有如此大的苗
木种植基地后，兴奋地当即答应合作。

法桐研究院成立后，包满珠立即带领
科技人员投入到“无球无毛”型法桐的研

究中。从基因入手减少法桐的病虫害，一
改传统的种子、扦插种植模式；通过“组
培”繁殖，不仅提高了法桐的产量，也减
少了其携带疾病的几率。

随着研究的深入，法桐的毛球问题逐
渐得到了攻克。2015年，“少球少毛”法
桐新品种经过评审，并被命名为“华农一
号”。“一个新品种从研发到成功、试
种、推广，一般要5年以上。‘华农一
号’已经进行了小范围的试种，目前正在
申请知识产权。等批复下来后，就可以大
范围推广了。”李卫东说，而此时其他的
研究也在同步进行中，“计划每5年开发2
个品种。”

为了充分利用林下空间，李营苗木协
会还先后与山东农业大学、省林科院及市
林科所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李
营林下循环经济研究院”，推广林下种养
新模式；和北斗导航合作，建设了李营苗
木市场的智慧林业信息中心，综合利用北
斗导航、物联网与大数据等技术提升林业
生产自动化、管理精准程度，为林业产业
打造发展新动能。

任城区李营街道农民成立法桐研究院———

让法桐充满无限可能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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