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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郑兆雷 赵玉国

10月4日，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
这个曾被习总书记肯定的村，阳光暖暖。
大棚里，带着眼镜的“棚二代”耿付建正

在栽苗，他自豪地说：“我的5个大棚，今年以
来，纯收入17万元，比去年同期多出了10万
元。在农村能挣这么多钱,谁还背井离乡去外
面打工啊。你看俺村里,种菜的多是中青年!”

文文静静的耿付建，在深圳打工5年，回
村种大棚已经有7年，对于下一步村里蔬菜产
业的发展，他想的比较多。

“习总书记点赞我们村后，村党支部组织
我们年轻人去兰陵、宿迁等地参观，开阔了视
野，解放了思想。我发现耿店村的蔬菜产业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们发展无土栽培，蔬菜
没有农药、化肥残留，走高端市场，价格比普
通蔬菜高上几倍，这是我们村的蔬菜发展方
向。还有，现在大家种菜跟风厉害，看今年哪
种菜贵就一哄而上都种什么，明年这种菜的
价格可能就下来了，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我看
阿里云创新中心落户聊城了，建议村里与他
们合作，运用大数据指导种菜。”耿付建说。

34岁的商昌生，刚刚新建了2个占地6亩
的大棚，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他职业中专毕
业，在外面干过建筑，卖过兽药，2016年回家
种菜，建起2个大棚，今年以来毛收入10万元，
比去年同期多了三分之一。“人有干劲，菜就

长得好！这几天我早起晚归栽苗，栽的是丰收
苗、致富苗啊！”他指着新建的大棚说。

90后耿志猛，在原先3个棚的基础上，新
建了2个大棚，又刚买了一辆13万元的汽车。

“有车有楼房，和城里人的生活没啥区别了。”
耿店村的蔬菜产业，吸引在外务工的年

轻人不断回归。“今年，又有几位年轻人回来
了。”耿店村村支书耿遵珠自豪地说，29岁的

耿付震，放弃了在杭州6000多元的月薪，回村
种菜；在外面搞电商的大学生曹由忠，回村流
转60亩土地种梨树，土地已经流转到位。

“耿店村离县城35公里，是茌平县离县城
最偏远的一个村，人均只有2亩地。没有区位
优势，没有企业，走的是发展蔬菜产业、依靠
土地致富的路子。把蔬菜产业发展起来，村干
部搞好配套服务，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
归。现在，‘70后’‘80后’‘90后’这些‘棚二代’
成为耿店村的种菜主力军，村民们家家住楼
房，户户有小轿车。”耿遵珠说。

耿遵珠介绍，今年，村里改造了30个大
棚，上了卷帘机；新上电商项目，产品检测中
心在元旦前建完；投资300万元，对育苗场进
行提档升级；新建800亩高科技现代农业示范
园，马上开工。新发展100多亩梨树。

“这是我们为下一步的发展打出的组合
拳，多条腿走路。”耿遵珠说，“上产品检测中
心，确保蔬菜安全，打出自己的品牌；上高科
技现代农业示范园，引领带动全村提升蔬菜
质量；上果树，村里由蔬菜产业，发展为蔬果
产业，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产业发展得越来
越好，年轻人会越来越有奔头，越来越有干
劲，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的良性循环。”

有“鲁西小寿光”之称的耿店村，全村
178户人家,600个钢架大棚，1300亩耕地1000
亩菜，劳动力几乎全“黏”在大棚上,而且种
菜的多是中青年。这些“棚二代”在新时代
又开始追逐新的梦想。

上产品检测中心，确保蔬菜安全；建高科技现代农业示范园，提升蔬菜质量———

“棚二代”：新收获 新追求

□赵玉国 王兆锋 报道
10月4日，“棚二代”耿付建在大棚里给辣椒苗松土。

□记者 杜辉升 丁兆霞
通讯员 孙传欣 卢立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一个楼宇就是一个大家

庭。日照市东港区中盛国际商务港党总支打
造“红色港湾”品牌，在楼宇内开设“红色氧
吧”，为各经营业户提供党群共建、商务洽谈、
红色氧吧、创客沙龙、发展论坛、企业孵化6大
服务。这样贴心的服务，今年吸引了7家企业
进驻中盛。

不止中盛。围绕打造“党旗红、市场荣”党
建品牌，日照江豪建材市场党委开展“串红
线、挂红牌、举红旗”活动，把业主中的流动党
员组织了起来；日照观海苑建材市场党委打

造“有困难请找党支部”党建品牌，引导市场
党员亮身份当先锋，与曲阜师范大学建立助
学联系点，先后评出50个党员示范户和220个
诚信经营户，引领商圈经济社会发展。

为解决楼宇内党组织有效覆盖难、党组
织实质作用发挥难、党组织活动开展难等问
题，以党建激发发展活力，东港区积极探索以
有效覆盖为基础、品牌创建为引领、作用发挥
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楼宇党建工作模式，进
一步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
斗力。该区共有商务楼宇23座，进驻企业700余
家，大多为金融业、物流贸易、电子商务、咨询
中介、房地产建筑开发等类型企业，针对企业

集中，但普遍规模小、人数少、流动性大的实
际，东港探索建立“1+N”组织构架，扩大有效
覆盖。

“1”就是在楼宇成立区域性党组织，党组
织书记由街道机关干部兼任或由楼宇商圈内
影响力大、作用发挥好的党组织负责人担任，
负责楼宇内党建工作总抓。实行楼宇党建联
席会议制度，配备兼职委员，成员由街道、所
驻城市社区、物业公司、有关企业党组织负责
人等组成，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处理收
集到的意见和问题。“N”就是在区域性党组织
下设单建党组织、联建党组织、区域建党组织
等各类党组织，确保做到应建尽建、不留空白

点。今年在石臼街道国贸中心成立综合党委，
下设单建党组织、联建党组织和区域建党组
织。其中，单建党组织下设党群服务中心党支
部；联建党组织下设山东双阳实业等3个联合
党支部，辐射带动楼宇内20多家外来进驻企
业；区域建党组织将楼宇内日照港集团所辖1
个党委、7个党支部及其他单位2个党支部都
纳入综合党委，做到组织联建、班子联带、党
员联管、活动联谊、资源共享。

一批带动力强的楼宇党建品牌，如今正
在成为东港区激发楼宇商圈生机与活力的新
引擎。去年，东港区楼宇实现税收超过12亿
元，占到全区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一。

党旗红 市场荣

东港“红色引擎”推高楼宇经济

□记者 李媛 通讯员 冯昊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0月11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

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在京举行，参会的青岛绿
色建设科技城向国内外展现了青岛市市北区正在规划的

“绿建硅谷”。
据悉，青岛绿色建设科技城是以城市绿色建筑科技产

业为主导产业，集绿色建设研究与产业孵化、绿色建设材料
与工程检验检测、绿色建设总部经济集聚、绿色金融、绿色
旅游、康体养生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工程型科技城。目
前，该项目已甄选十大样板工程试点示范，4个项目已签约
落地，力争在3-5年推动青岛近2000亿规模的传统建筑业转
型升级，建设覆盖绿色建设全产业链、生态集群的产城融合
最佳实践区，打造“青岛模式”，形成全国可示范推广的“中
国标准”。会上，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
中心、青岛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市北区人民政府三方达成战
略合作协议，将共同依托青岛绿色建设科技城共建青岛绿
建建筑科技研究院，围绕绿色建设规划设计咨询，绿色建材
部品和绿色建筑节能环保设备的研发、生产、制造、检测与
认证等方面，通过产学研合作，建成青岛乃至全省绿色建设
产业的绿色建筑技术研发平台。

绿色建设“青岛模式”
走在全国前列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尚现军 崔小芸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这个百姓宣讲真是好，讲的都是扶贫攻

坚中的真人真事。”10月8日，沂源县大张庄镇南岩四村村民
公培良说。

今年以来，由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干部、脱贫群众代表
组成的“沂源红”百姓宣讲团，围绕扶贫攻坚这一主题，走进
沂源县的村居，宣传身边人身边事，用“榜样的力量”激发贫
困人员的内生动力。

“百姓宣讲就如一条纽带，把群众和党紧密联结在一
起，凝聚力量，推动工作，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精神
支撑。”沂源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沂源红”百姓宣讲团
副团长高和成说。现在沂源县已经组建起领导干部宣讲团、
理论骨干宣讲团、百姓宣讲团等队伍，依托“沂源大讲堂”

“基层讲堂”“理论大众化示范点”“理论宣教基地”等载体平
台，采用进村宣讲、报告会、理论研讨会、学习辅导会等形
式，今年已在全县开展各具特色的主题宣讲活动200余场，
基本实现了县域宣讲全覆盖。

有声纽带“沂源红”
百姓宣讲进万家

□于向阳 张聪聪 报道
9月29日，在利津县凤凰城街道西李村3500亩高标准农

田里，村民正在抢收玉米。正值玉米收获关键时节，当地农
民及时抢收，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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