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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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王 伟 尹延鹏

葡萄熟了。
聊城市东昌府区云朵庄园里，来采摘葡

萄的游客络绎不绝。
“下一步的云朵庄园，不是仅种葡萄、卖葡

萄，而是种文化、卖文化。”9月3日，孙云朵在电
脑上向我们展示《云朵庄园发展规划》，说，“以
葡萄文化元素的创新、创意开发和品牌化运作，
颠覆传统葡萄园单纯依赖品种、产量和批发赚
钱的模式，融入葡萄文化相关的功能板块和特
色项目，走以文化促创意，以创意带发展，以发
展兴农业的现代创意农业新路子。”

今年27岁的孙云朵家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张
炉集镇，上海大学的研究生。2015年夏天，即将
读研二的她办理了休学手续，回老家种葡萄。现
在，她的云朵庄园已被评为省标准化生产基地，
葡萄种植面积达600亩，销售收入600万元，今年6
月份研究生毕业的孙云朵当选山东农村青年电
商带头人、东昌府区人大代表、劳动模范。

“我以前没想过创业的事情，是父母的辛苦
和葡萄的滞销触动了我，要返乡做些什么。”孙
云朵说。

孙云朵的父母流转土地种葡萄，是想带领
更多农民致富，可是创业初期就遇到了意想不
到的艰辛。“我爸原来180斤，但是弄完平整土
地、安装围栏这些基础活，他就掉了40斤肉，变
得又黑又瘦。”老两口拿着铁锹，平整高低不平
的土地，每天15个小时，一干就是20天，吃的是
馒头和咸菜，喝的是凉井水，睡在是用塑料布搭
建的临时窝棚里。有一天晚上风雨大作，大风刮
走了塑料布，年近60岁的老两口半夜里拿着手
电筒去追，11月温度已经很低了，天又下着雨，

爸妈浑身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哆嗦。每次回想起
来，孙云朵都特别心疼。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
她就下定决心为了父母、为了葡萄园出自己的
一份力。

2015年的暑假，爸妈种植的葡萄出现滞销。
孙云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反复斟酌了一周，
经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删删改改，写了一篇文
章《5万斤葡萄免费送，研究生帮老妈卖葡萄》，
在朋友圈发了。“那是我创业的开始，这篇文章
既要说清楚情况，又要充满情感，以情感人，其
实就是一个小的策划文案。”

“葡萄顺利卖出去了。当时我很震惊，这种
营销模式好厉害！这让我小有成就感，感觉我是
能做些事情的，决定休学创业种葡萄。我是上海
大学第一个休学创业的学生。”孙云朵说。

从这件事上孙云朵也发现，传统农民会种
不会卖，农产品品质差、无创意、无文化，很难挣
到钱，既使挣到了也是体力钱、辛苦钱。这种情
况，需要有文化、有思想的新农民来改变。于是，
从上海返乡，投入到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创办
云朵庄园。

万事开头难。“父母有担心，回来创业，没钱
没人脉，怎么弄？要是失败了，能受得了不？学校
的老师怎么看？但我认准一个理，不能让父母再
为种葡萄卖葡萄受累作难了，所以我坚定地回
来了。”孙云朵回乡创业，经历过合伙人中途撤
资的尴尬，也经历过资金不足的困惑，实在作难
了，孙云朵就偷偷一个人哭一阵子，擦干眼泪继
续干。

有一段时间，孙云朵做微信营销时间过长，
颈椎落下了毛病，低头时间稍微一长，脑袋就疼
得受不了。“脖子疼的一点法也没有。几次看医
生，效果不明显，疼的厉害了就咬着牙硬撑着。”
孙云朵说。

目前，孙云朵的庄园拥有现代化优质葡萄
种植基地600亩，长期用工60-90人。庄园现有8个
葡萄品种，每年的6-11月份均有葡萄成熟上市。
庄园葡萄现已通过绿色认证，并成功注册了“云
朵庄园”、“果优美”等商标，庄园坚持品牌化的

发展战略，以品质树品牌、以创新赢发展。目前，
云朵庄园是国家AA级景区、山东省精品采摘
园、山东省省级标准化生产基地、山东省中小学
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基地。庄园常年安置50多
名附近村里的妇女就业，每月工资2000多元。

2016年4月，云朵庄园成为当地政府扶贫合
作企业，带领帮助张炉集镇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截至目前，有84户贫困户120名村民受益。

在孙云朵看来，搞农业是典型的投资大、周
期长、风险高、见效慢、利润低的行业。“我了解
的其他流转土地的人，也是面临这种情况。我必
须走出新路子，不能为了种葡萄而种葡萄。云朵
庄园刚刚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

我要做文化创意与传统农业相结合的项目，借
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做起来，为推动
乡村振兴做出我的努力。”

孙云朵与上海大学和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合
作，筹建葡萄文化博物馆葡萄自然科普馆。她的
设想是，在葡萄文化博物馆，利用衣服上的、古
诗词中的葡萄元素和历史名人与葡萄的故事
等，与游客互动交流；葡萄自然科普馆重点开发
葡萄品种。“文献记载世界上有8000多种葡萄，
如果我能收集到500种到1000种，科普和科研价
值就不得了！创新能力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如果我能培育出优良的新品种来，意义
就大了。”

女研究生孙云朵休学返乡创业———

进军创意农业 从种葡萄到种文化

□高田 尹延鹏 文妍捷 报道
本报聊城讯 8月30日，山东省精品旅游促

进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召开。成立大会
上，首批“山东省精品旅游示范基地”名单(20
家)对外公布，孔繁森同志纪念馆榜上有名。这
是全省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红色纪念馆。

省旅游发展委和省精品旅游促进会确定了20
家有规模、有实力、有影响，在产业融合、业态
创新、质量提升等方面走在新旧动能转换发展前
列，在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的旅游企事业单位，命名为首批“山东省精品旅
游示范基地”。

近年来，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秉承“为英模筑
丰碑，为历史留记忆，为城市树形象，为时代添
风采”的理念，已是“国”字号五大教育基地和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精品线路。

孔繁森纪念馆入选

省精品旅游示范基地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尹延鹏 报道
本报聊城讯 8月30日上午，聊城市委、市

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机关和聊城军分
区，分别开展了慈心一日捐活动，市级领导同志
和广大机关干部职工一起排队捐款，为慈善事业
贡献一份力量。

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
机关的捐款现场，广大机关干部职工排队把善款
送进捐款箱，为慈善事业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
慈心一日捐是全省统一组织的慈善募捐活动，也
是聊城市募集慈善资金的主要形式。

慈心一日捐活动启动以来，聊城市通过广泛
深入的宣传发动和精心组织，确保活动声势大、
氛围浓、参与面广、效果好。此次活动坚持自
愿、鼓励奉献、不搞摊派，原则上个人捐赠不少
于一天的工资、企业捐赠一天的利润、单位捐赠
一笔勤俭节约的经费开支。

市级机关

开展“慈心一日捐”

□ 本 报记者 李 梦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文妍捷

戏好要靠唱戏人。在聊城，随着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的回归，乡村振兴展开了美丽的画卷。

全国人大代表、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村支
书耿尊珠，将年轻人愿意回村创业的原因总结
为：“收入有保障，配套服务好，生活有品位。”其
中，收入有保障，是年轻人愿意回村创业的首要
条件。赵一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去年我挣了100多万元，目前存栏毛驴800
多头，其中母驴就有600多头。今年争取收入再
上新台阶!我之所以愿意回村创业，就是因为看
准了县里大力发展的养驴产业，前景好，能挣
钱。”8月27日，东阿县万昌兴养驴专业合作社
里，经理赵一西一边照料毛驴，一边信心满怀地
说。

赵一西是姜楼镇卢集村人，大学毕业后在

鲁西化工工作。2014年，看到养驴行业的大好前
景，赵一西积极响应东阿县委、县政府的号召，
于当年11月在铜城街道大店子村成立了东阿县
万昌兴养驴专业合作社。在他的悉心管理和东
阿县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合作社运营良好，带
动了50余人就业。

“养殖毛驴，我有信心 !下一步我将扩大规
模，争取到2020年实现毛驴存栏3万头，深度开发
利用驴产品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能，带动更多
人发家致富!”赵一西说。

这些返乡创业年轻人的特点是有学历、有
眼界，敢闯敢干，打拼出了一片新天地，带动更
多的农民脱贫致富。

在茌平县贾寨镇郑庄村，大学生郑殿林回
到老家种地的举动曾让乡亲们颇为震惊。

今年38岁的郑殿林毕业于河南科技大学，
曾在聊城一家种业公司担任科研部经理。2013
年事业稳定的他放弃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回

到农村老家，流转了170亩土地种植玉米和小
麦，为种业公司提供育种测试服务。

“父亲和妻子都不同意我回老家种地。”郑
殿林说。尽管不被认可，郑殿林无法释怀内心的
创业梦。如今，他注册成立了聊城新雨农业科学
研究所，为全国各地的40多家企业一万多种原
种提供栽培育种测试，他的测试基地也为郑庄
村和周边村庄的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务工岗位。

为吸引更多的人才回流农村，聊城市提出，
健康有序开展乡村振兴示范行动。首先是建设
安居乐业美丽家园，聊城将在统一规划引领下，
以农村片区为单元实施乡村振兴示范行动。从
今年开始，每个县(市、区)和市属开发区，每年高
标准打造1-2个生活、生产、生态融合发展片区,
每个片区打造一个生态宜居农村新型社区、一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一个水乡田园旅游景区，
将每个片区建设成农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到2020年，实施30个左右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形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建设农村新型社区，规划是重中之重。聊城

市将以乡村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为指导，
坚持产区融合、“多规合一”和有利生产、方便生
活、适度集中原则，完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布局
和规模，明确中心社区位置，培育人口规模在
5000人左右的农村新型社区，有条件地打造
10000人以上的特色小镇。

在乡村振兴示范行动中，着力在发展农业
产业上下功夫。以园区化引领农业发展。聊城将
以示范项目区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平台，实施
一示范项目区至少一工商资本投资促进行动，
鼓励工商资本投资适合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
经营的农业领域，以企业经营带动家庭经营、集
体经营、合作经营共同发展。实施乡贤回归工
程，鼓励在外企业家和经济技术能人回乡投资
兴业，为乡村振兴注入现代生产元素和人才科
技支撑。

越来越多的聊城青年人回农村创业———

让青春在乡村振兴中绽放

□李梦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8月30日召开的聊城市第十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出决议，确定
国槐(聊红槐)为市树，荷花、月季为市花，喜鹊为
市鸟。至此，历时近两年的市树、市花、市鸟征集
评选活动圆满落幕。

据市林业局局长丁东明介绍，开展“市树、
市花、市鸟”评选活动是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建
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地域特
点、人文特色的浓缩象征和现代城市形象的重
要标志。近年来，在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
广大市民的热切要求下，经市委、市政府同意，
聊城开展了“市树、市花、市鸟”评选活动。评选

活动自开展以来，得到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关心
支持，得到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评
选活动按照程序稳步推进。

结合聊城实际，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对“市树、市花、市鸟”候选品种进行了
选定，每类分别确定了10个候选品种。

市树的候选品种有白蜡、国槐(聊红槐)、毛
白杨、法桐、垂柳、银杏、栾树、梓树、合欢、皂荚
等10种，市花的候选种类有月季、紫薇、迎春、荷
花、海棠、紫荆、腊梅、丁香、白玉兰、菊花等10
种，市鸟候选种类有戴胜、喜鹊、白鹭、震旦鸦
雀、环颈稚、大斑啄木鸟、赤麻鸭、翠鸟、红尾伯
劳、燕子等10种。这些候选品种，在聊城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适应性强，生态、经济、文化价值
高，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聊城特色。

丁东明说，综合公众投票、专家评审、市政
协建议、市级领导意见等各方面情况，我们提议
市树为国槐(聊红槐)，市花为荷花、月季，市鸟为
喜鹊。推荐理由：国槐，根深叶茂，冠盖如云，适
应性强，在聊城有悠久、广泛的群众栽培历史，
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千年以上树龄的古槐有12
棵，100-1000年树龄的古槐有200余棵，是见证聊
城历史变迁的活文物，是我国著名的文化树种、
吉祥树种，代表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聊城独有
的“聊红槐”这一国槐新品种的培育，寓意着聊
城在新旧动能转换中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

荷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是典型的夏季
赏花、观叶植物。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
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
都可入药。荷离不开水，水又让人马上联想到荷
与水城文化联系密切，群众认可度高。

月季，被称为花中皇后，适应性强，易栽培
繁育，深受广大市民喜爱，其品种丰富的特点象
征着聊城的兴旺繁荣、花期长的特点代表着聊
城的可持续发展。

喜鹊，在中国民间是吉祥的象征，牛郎织女
鹊桥相会的传说及画鹊兆喜的风俗在民间都颇
为流行。喜鹊是好运与福气的象征，在聊城各地
常见，东阿县还是“中国喜鹊之乡”。

国槐荷花月季喜鹊成为“城市形象大使”

聊城市树市花市鸟正式确定

□赵玉国 孙亚飞 报道
9月2日，在茌平县贾寨镇西寨村，有线电视工作人员贾国旗(右)在教给贾以瑞(左)如何使用

电视遥控器。近日，贾寨镇有线电视工作人员给386户贫困户免费安装有线电视，受到贫困户们
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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