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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鹿振林

立冬这天，莱芜市明利蔬菜种植合作社
的理事长陈明新送走了一批前来考察学习的
黑龙江客人。

临近年底，合作社已经接待了160余批考
察学习的人。有人来学习种菜，有人来学党
建，有人来缅怀陈明利……不管谁来，他都
会尽全力接待好。

刚送走客人，陈明新就发动汽车，奔赴
钢城区汶源街道八大庄村。几名蔬菜大户因

“黄瓜招虫”，已经和他打了好几个求救电话。
出去大半天，来回百十里路。不知不觉

中，陈明新也干起了大哥才会干的“不挣钱
的傻事”。陈明新说：“农民种菜有难处，
我大哥有求必应。到了我更得做好——— 要不
老百姓说咱‘变了味’。”

陈明利是陈明新的大哥，明利蔬菜的创
始人，因其卓越的贡献，被评为“齐鲁时代
楷模”。陈明利因病去世后，2016年11月，
社员们推举陈明新担任理事长。

从大哥陈明利手中接过“接力棒”这两
年，对陈明新来说，甘苦皆有之。

创业之初，陈明利就把合作社的农业科
技服务站交给陈明新打理。陈明利忙不过
来，经常委派陈明新为农民无偿服务。

陈明新那时候经常和大哥争吵。他心直
口快地说：“你这么干买卖迟早赔掉腚。”
他不理解，合作社搭上种子钱、汽油钱，还把竞
争对手扶持起来——— 这不是砸自己饭碗吗？

陈明新有时候还对大哥不服气。这些年
来，看见大哥在报纸、电视上露脸，陈明新
感到委屈：“种菜咱也是个好手，为啥我大
哥名声这么响？”

出乎陈明新意料的是，陈明利的“傻
事”越做越多，“明利”合作社越干越大，
名气越来越响。“你大哥绝不是种菜那么简
单。”一位老领导意味深长地对陈明新说。

两年前，接过陈明利的担子后，他才知
道“明利”二字有多沉，当了“一把手”有
多少事要做———

今年4月合作社分红，陈明新忙前忙后，
顺利召开了分红大会，分了46万余元。但他
急得起了一嘴燎泡，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陈明利被追认为齐鲁时代楷模后，合作
社要建陈明利事迹展馆，陈明新在上级部门
的帮助指导下，忙前跑后好几个月。

为了进一步开拓特色种植事业，陈明新
带领社员新建了一座占地4600平方米的智能
化玻璃温室大棚。

其他如开拓市场、扶贫助农……更是不
在话下。名声在外，厚望在身，压力山大。
陈明新忙得像个陀螺，有时觉得给合作社当
家太累了，不值当的。但他又说：“我现在
知道大哥有多了不起了。我会接过他的接力
棒，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如今，陈明新连续获得市首届“乡村振
兴领军人物”、嬴牟乡村之星、科技特派员等
称号。他知道必须奋勇前行，才能不负重托。

今年11月，陈明新“当家”两整年。这
两年充满艰辛，也收获满满。

这个月，也是陈明新党员转正的日子。
他的上衣一直别着一枚鲜红的党徽。陈明新
说：“为老百姓做的越多，‘明利’这块牌
子就会擦得越亮。”

曾对大哥不理解、不服气，如今他勇挑重担，擦亮“明利”品牌———

“二当家”艰辛转正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赵 冰 高明

缺水，曾让莱芜市钢城区里辛街道前朱
山村的村民尝尽了苦头。

47岁的村党支部书记秦宝昌清楚地记
得，小时候村里只有村北3口井有水，村民为
了吃水，都得早早地起来，担着扁担去挑
水，住在村南头的人，甚至得走一里多路。
有一年大旱，3口井都没水了，村民只能跑到
村东南的沟里，“一瓢一瓢地舀水喝”。

喝水都困难，更别提灌溉了。“由于缺
水，我们村从祖辈就种花生和玉米这两种抗
旱的作物，村民想吃口白面馒头都很难。”
秦宝昌说。

1994年，在村民的积极争取下，市里新

建自来水工程的项目落户前朱山村。大家伙
儿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主动去工地干
活。当时新建了一个直径6米的大口井，家家
户户都接上了自来水。

喝上了自来水，村民格外高兴和骄傲，
前朱山村一下子成了明星村。

1995年，外村的李红霞嫁到了这个村。
出嫁前，就有人警告李红霞，说前朱山村缺
水，千万别嫁，“后来一打听，人家都用上
自来水了，我就嫁过去了。”

好景不长，没多久，李红霞就觉得“被
骗”了。由于技术差、资金不足，大口井用
了一年就干了，自来水工程成了摆设。李红
霞和其他村民一样再次遇到吃水难题。

因为缺水，李红霞家里的院子从来没有
种过菜，洗澡更是“奢侈”的事儿。李红霞

对那段缺水的日子记忆犹新。
自来水梦断，让村民备受打击。直到10

年后，村里再次争取来了塘坝项目，在庄稼
地旁建了一个长10米、宽6米的塘坝，指望这
个塘坝雨季存些水，旱季时浇地用。

没成想，命运再次捉弄了这个村。由于
地质条件和资金规模限制，塘坝到了冬季就
干了。“第二年就有人在塘坝里面种上了庄
稼。”李红霞说。

这个时期由于没水，村民日子都不好过，
纷纷外出打工，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李红
霞教育孩子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不好好
学习，考不上大学，连口水都喝不上。”

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支持农村发展的
政策接连出台，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2012年，前朱山村瞄准机会，在村“两委”
的带领下，再次申请来了水利项目，同时通
过与企业合作，在村南建了一个南北长180
米、东西宽70米的大型塘坝。“打那以后，
俺村里的200多亩地都能浇上水了。”

地有水浇了，喝水的难题还是没解决。
2015年，前朱山村利用省级贫困村的政策，
再次申请支持，请来专业打井队，在山上山
下一口气打了4眼深井，最深的280多米，最
浅的也有100多米。

2017年，前朱山村投资55万元，在山上
建了一个能容纳40立方米的大型水塔。一方
面接通这几口深井，另一方面接通各家各
户，按照地势高低分四路为村民通了自来
水，保证家家户户有水喝。同时建立了完善
的消毒监测和数字控制体系，村民用手机就
能交水费。

李红霞再也不用为喝不上水担心了：
“我们村还建立了纯净水站，大家喝上了纯
净水。”

有了水，村里的种植结构立即发生了变
化。村民陆陆续续地开始种植草莓、树莓和
蔬菜。原本一个靠天吃饭的缺水村，终于战
胜了命运的安排，变成了一个大棚连片、果
蔬飘香的新农村。村民收入也连年翻番，村
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从最早的163户263人，
减少到了3户6人。“届时脱贫不成问题。”
秦宝昌说。

前朱山村从吃水用瓢舀到大棚连片、果蔬飘香———

外来媳妇吃水记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孔 浩

“这是给大伙儿谋福的好事，你有啥解
不开的‘心疙瘩’说出来，我们一起商量。
再说你这危墙不修整，万一出啥事，你得负
法律责任的……”11月5日早上，莱芜市莱城
区口镇申陈村调解员常爱英来到一户村民家
里，跟村民“拉拉呱”。

原来，申陈村要对几处老房屋外墙进行
翻修，遭到一户村民反对，由此引发施工人
员和该户村民的矛盾。常爱英这次“老将出
马”，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耐心劝说，讲法
理、说情理、谈人情，村民最终同意整修。

常爱英今年68岁，在村里干调解就有48
年了。“从年轻那会就愿意干调解，只要身
体还允许，我打算一直干下去。”常爱英笑
着说。

1970年，村里调解组织换届，20岁的常
爱英主动请缨，开始负责村里纠纷的调解。
从那时起，常爱英就没离开过人民调解工
作。

常爱英的调解之路并不顺利。邻里纠
纷，家庭矛盾，常爱英去调解，往往遭遇
“闭门羹”：“你一个20岁小丫头凭啥管我
们家的事！”委屈的常爱英时常躲在没人的
地方嚎啕大哭。

要强的常爱英开始琢磨，怎么样才能让
村民接纳自己。老村支书告诉她：“村民觉
得你是个村干部，所以家里有啥事不想让你
知道，你首先得拉近和村民的距离。”

常爱英豁然开朗。于是，她每天都到村
民家中走访，来这家聊聊家常，去那家帮忙
干干活。时间长了，和村里人都熟悉了，再
开展调解就顺利多了。

“干调解工作不能有官架子，得让村民
觉得你是来帮忙说和的，不是来教育批评人
的。”常爱英说，这是她的第一本“调解经”。

久而久之，“常爱英会调解”的名声越
来越响亮。

改革开放之初，村里条件不是太好，村
民吃不饱、穿不暖，常常为了些琐事引发矛
盾。“为了一条破棉裤，两家人就能打上好
几天。”常爱英对记者说。

为了化解这些小矛盾，常爱英又有了自
己的第二本“调解经”：当“和事佬”。在
东家替西家认错，在西家替东家赔礼，“两
头都哄哄，很多矛盾就能解决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村里发生了巨大
变化，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法

治意识逐渐增强。不仅如此，村里有人办起
了企业，外来务工人员多起来，纠纷的发生
范围、主体不断扩大。

“遇到问题先要讲法。”常爱英逐渐意
识到，过去那种“两头哄哄”的工作方法已
经过时了，要依法调解。

为此，仅上过一年半学的常爱英迷上了
法律。自费购买法律书籍，四处参加人民调
解员培训，从早学到晚，家人都觉得她“魔
怔”了。

“有一次，我去调解一个家庭财产继承
纠纷，就用上了《继承法》，谁该有，谁没
有，搬出法律来，两家都服服帖帖。”常爱
英说。

后来，民政部、司法部的领导到申陈村
调研，提及《婚姻法》《继承法》《土地管
理法》《合同法》等农村纠纷涉及较多的法

律法规，她几乎张嘴就来。看着眼前这位普
通的农村妇女，领导们十分震惊：“你开展
调解工作的秘诀是啥？”常爱英心快语快，
马上回答：“用好法律武器啊！”

不光自己懂法学法，也要让所有村民懂
法。“新媳妇入门，先学两年法”，就是常
爱英制定的办法，每次妇女大会上，常爱英
都要向新婚妇女宣传村规民约和法律规定。

从1987年起，常爱英把她调解的纠纷全
部记在了笔记本上，10多本泛着历史年代感
的笔记本上，详细地记录着每一起调解事件
的经过。这些笔记，后来作为村调委会历史
资料，放进了村史馆。

在常爱英几代人的努力下，这个普普通
通的小村创造了“矛盾纠纷60年不出村”的
奇迹。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被司法部授予“模
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荣誉称号。

从事调解工作48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办法———

常爱英的三本“调解经”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李玉亮

11月28日上午，在莱芜市雪野旅游区茶
业口镇大深山养猪场，济南采购商赵先生正
忙着督促工人往车上装肉。“这次订购了500
斤，平均每斤合30多元。”赵先生说，“每
斤有二三十元的利润呢。”

大深山养猪场占地100多亩，位于南嵬石
村南近1 . 5公里处。连绵的养猪大棚分外干
净，满眼是膘肥体壮的莱芜黑猪。场长陈理
业告诉记者，根据市场行情，一般生猪只能
保本，而他养殖的黑猪每头利润在300元以上。

“能有今天的成绩，多亏了两次搬迁，尽
管每次搬迁都不容易！”陈理业感慨地说。

陈理业今年49岁，1989年高中毕业后回
家务农，面对家里“能吃饱肚子，却没钱
花”的窘境，他便跟着乡亲去淄博打工。
“一月二三百元，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未
来，我不想这样过下去。”

1995年，不甘于现状的陈理业决定回乡
创业“从10多头发展到50多头吧，一年净利
润1万多元。”陈理业回忆。

但赚钱并没有让他高兴太久，因为自己
养猪给周边村民特别是邻居的生活带来了不
好的影响。“一进冬天我和邻居家的南墙上
都爬满了苍蝇。夏天就更不用说了，臭味、
噪音让人受不了。”这让陈理业很是为难，
“尽管左邻右舍顾及面子不说咱，但咱赚钱
让大家跟着遭罪，这不应该啊！”

于是，2000年，陈理业在村南200米处租
赁了10多亩土地重新建了养猪场，养猪规模
逐渐达到了200多头。“饲养莱芜黑猪周期太
长，我这样的小养殖户资金压力太大。新建养
猪场后，我还是上了长白条猪，见效快。”

但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陈理业又遇到
了同样的问题：南风一吹，猪粪尿的味道
“臭飘”全村，特别是喂食时，200多头猪的
嘶叫声让人头疼。

对陈理业来说，2006年既是难过的坎
儿，也是难得的机遇。当年，“蓝耳病”在
全国暴发，他养的300多头猪全部死亡，亏损
10多万元。“这些年我经历的生猪疫病和市
场价格暴跌就有五六次，很多时候都想放弃
了。但我就爱这一行，没办法。”

接二连三的“教训”让陈理业终于明

白，养殖必须走“绿色养殖”“生态养殖”
的路子。这一年，他又进行了第二次搬迁，
在村南大山深处租赁了100多亩山坡地，逐步
建起了10多个高标准的养猪大棚，养猪规模
也迅速扩大到了3000多头。

环境污染是养猪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像
老陈这样的猪场每天排粪尿污水可达30—50
吨。为此，在建设养猪场的同时，他同步建
设了化粪池、除臭装置等除污设施，仅这一
项，投资就近80万元。

以此次搬迁为契机，陈理业走向了转型
发展道路。他专注于养殖莱芜黑猪，并彻底
抛弃了配合饲料养猪的方法，开始探索回归
农家传统的“绿色”土法养猪，在整个育肥
期内，坚持3顿全部喂养玉米、小麦、豆饼以
及花生秧。同时又投资5万多元从南山引来山
泉水，生猪的生长周期由原来的6个月延长至
10个多月。

群山环绕，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自然
环境再加上生态养殖，让陈理业的生猪在市
场上大受欢迎。“现在咱们养殖场已在莱
城、济南、泰安、淄博开了20多家专卖店，
产品一直卖得不错！”

“咱发家致富，不能以污染家乡的山山水水为代价”———

老陈两迁养猪场

□记者 于向阳 报道
陈明新在大棚里查看果蔬长势。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24日，在国家科学技术部公

布的第八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名单中，莱芜农高区
在来自全国的32个园区中脱颖而出，以总成绩第一
名成功入围。

今年5月24日，农高区向省科技厅递交了申报
材料，经过科技部材料审查、现场考察、视频答辩等
程序，最终被确定为第八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据了解，入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后，总规划面
积达到194 . 8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占地面积28 . 2平
方公里，示范区位于核心区的西北部，涵盖三个
镇，166 . 6平方公里；辐射区主要涵盖周边县市及
鲁中部分地区架构发展布局，预计总投资95 . 7亿
元。

在今后3年的创建规划期内，园区将建成国内
领先的姜蒜产业创新创业新高地、品牌型农业科技
园区、国内标志性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农
业增加值达到150亿元，姜蒜主导产业占60%以上。

农高区入围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苏振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28日，在中国银行莱芜分行

营业部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李女士在工作人员帮
助下，通过手机APP下载“公益中国”并实名注
册，轻轻一点，苹果、小米、黑豆等特色农产品便
可直接购买。“公益中国”精准扶贫共享平台一端
连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另一端连在中行内员工和
客户手机上，实现对贫困群众的精准长期帮扶。

该平台由中国银行总行开发，中国银行莱芜分
行充分运用该平台开展公益共建，通过“党建共
建”与相关市直部门推广“公益中国”扶贫平台，邀
请1000多名客户参与，实现对贫困户的直接帮扶。

该平台2017年4月20日正式发布，截至目前，
员工及客户注册149万人，上线农副产品1200余
种，爱心消费额累计7861万元，累计公益金616万
元并精准发放到贫困群众手里，直接帮助189名贫
困群众通过平台销售自家农产品实现脱贫。

传统电商平台是带着产品找市场，“公益中
国”精准扶贫共享平台是带着市场找产品。产品一
上线就有客户、有订单，真正打通了农产品销售的
快捷通道。平台采用贫困户自营与脱贫助理人经营
相结合的模式，完全免费开放。平台采用贫困户自
营与脱贫助理人经营相结合的模式，完全免费开放。
选择自营的贫困户，销售收入全部归自己所有。

精准扶贫共享平台

产品上线就有订单

□通讯员 王燕 报道
本报莱芜讯 截至11月30日，莱芜市莱城区花

园学校2018—2019学年度“CBA”青年教师结对活
动，共有20名青年教师结成对子。

花园学校的“CBA”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即按
实际教学水平，将教师划分为A、B、C三个等级，
A级教师是学校的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和教学
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分带B、C级教师，设定C、B、A三
级培养目标，实行分层次培养，有力地提升了教师专
业水平、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与教科研水平。

在去年第一届青年教师结对教师中，有4名青
年教师获得莱城区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一
位青年教师在莱城区青年教师读书汇报会上获一等
奖，在送课下乡活动中，青年教师的课受到区教研
室领导和联盟学校教师的好评。

20名教师结对列入

花园学校培养计划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陈晓永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21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

山东社会科学院、中共莱芜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嬴秦文化与远古文明》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在莱
芜市举行。

据了解，嬴秦族源于山东莱芜，成于西北，已
得到出土文物和文献的证实。莱芜市文化学者，一
方面搜罗乡土文献，另一方面大力挖掘考古资料，
经过18年的潜心研究，先后推出了《嬴秦与莱芜》
《嬴姓溯源》《嬴秦始源》等学术成果。《嬴秦文
化与远古文明》这本书是参加“中国（莱芜）第二
届嬴秦文化与远古文明工作会议”的专家学者们提
交的部分论文汇编，共收录学术论文46篇，附录14
篇，共计60多万字。

《嬴秦文化与远古文明》代表了中华远古文明
研究领域前沿新锐的观点和思想，对整个先秦历史
文化研究乃至中国文明探源具有重大意义。

《嬴秦文化与远古文明》

莱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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