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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肖会
本报通讯员 杨浩

吴双喜：

回乡打造农业品牌

今年40岁的吴双喜是莘县魏庄镇崔马固村
人，早年间就赴北京创业，从事房地产行业，事
业有成。

“吴双喜认为家乡大棚蔬菜产业基础已经
足够深厚了，如果在品牌方面有所突破，整个产
业必将大幅提升。他的资金比较充足，准备打造

‘一心魏您’这个品牌。”魏庄镇干部温志兵介
绍，目前吴双喜的项目已经启动，已与百余亩大
棚签约，首批产品也已经推出，今年签约面积有
望扩大到两千亩。

为了推广他的项目，吴双喜通过微信寻找
合作伙伴，提出了三点要求和三点承诺。三点要
求是：用有机肥做底肥种植，不使用传统化肥；
要自然成熟，不能使用任何催熟药物；经过合作
社抽样检测无药残。三条承诺是：有品质就有价
格，收购价格会比当日市场收购平均价格上浮
20%至30%；对正常瓜菜整棚收购，保证销售渠
道；签署合作协议和收购合同。

“这短短的六条，如同掐住了农产品品质不
高的‘七寸’，收购保障、高品质、高价格、高收益
等都是莘县目前蔬菜产业的短板。如果项目成
功，我们的瓜菜产业就有了向高品质发展的‘催
化剂’，带动整个瓜菜产业品质的全面提升。”温
志兵说，镇上正在考虑对这个项目加以引导和
扶持。

王铁军：

种棚大户成“网红”

34岁的王铁军性格开朗，他并不觉得大学

毕业后回家种大棚“丢人”。“农民应该是‘职业’
而不是身份。”曾在外企工作过的王铁军说。
2006年大学毕业后，王铁军尝试过外企职员、自
主创业等，“收入还可以，但开支也很大，思来想
去还是决定回家。”2010年，王铁军在老家莘县
魏庄镇明公集村建起了大棚。“开始只有一个七
分地的棚，种的樱桃和西红柿，但产量和品质都
不怎么样。”王铁军通过向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
种植户学习，逐渐掌握了其中的规律。

“我父亲那代种大棚，他们只知道什么时候
该授粉，什么病该怎么用药，但‘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年轻人有知识储备，不会满足于明白

‘怎么干’，而是会追寻为什么‘这么干’。”王铁
军说，在这种钻研精神的指导下，王铁军成了村
里的“种棚能人”。

“今年刚摘过一茬甜瓜，已经卖了15万元
了，后边还能摘几茬。”凭借着他的大棚瓜果种
植经验，王铁军还成了“快手”上的红人。

古维豹：

一边开公司一边做电商

熟悉电脑操作和互联网技术的古维豹2012
年大学毕业后，创业方向是在线教育，目前已逐
渐走上正轨。在创业项目越做越大时，古维豹觉

得年迈的父母已经不适合在大棚里劳作，他利
用自己的优势，与父母联合搞起了瓜果电商项
目。

“我对家乡的种棚户都很熟，货源不成问
题。我就在各大网站上发布货源信息，等客商来
了之后，我们家就代他们采购瓜果，现在很多人
已经认准我的‘大学生代办’品牌了。”古维豹介
绍。

在代理大宗采购的同时，古维豹还与德州
等地的水果大型电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古维豹
已经摸清了瓜果网销、打包、快递的基本规律，

“我们作为产地，为他们提供一件代发服务，现
在平均每天发货两千箱。一般清明节前打包快
递的产品主要是圣女果，五一之前主要是甜
瓜。”

谈到收入，文质彬彬的古维豹很坦诚：“在
代办和代发业务上，从今年2月魏庄的瓜果成熟
到现在，父母大概挣了四五十万。”

范翠翠：

搭建全省有机肥产销网络

魏庄镇是农业大镇，70%的耕地用来种植
蔬菜大棚，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
农业产业纵深发展，许多有见地、有学识、有思

想、有闯劲的年轻人带着自己的梦想和希望，重
新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家乡，他们成为新兴的农
业经营主体。

范翠翠是个“80”后，2000年她告别家乡“北
漂”创业，长了见识、开拓了思路，也积累了一定
的财富。2013年，她回到家乡魏庄镇成立了“山
东唐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为家乡父老
提供优质可靠的“良心肥料”和科学先进的种植
管理技术。2014年又成立了鲁谷瓜果蔬菜专业
合作社，解决了农户农产品销售难题并增加了
果农收入。2017年9月,山东省土肥站在山东唐龙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召开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现
场会，在全省搭建起有机肥产销网络。

创业的同时，范翠翠还积极投入妇联“巾帼
脱贫”行动中，结对帮扶36户贫困户每年每户资
助一吨有机肥并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他们改善
土壤结构，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增加收入。
为了活跃农民的文化生活，她还组织了“农民歌
手大赛”“农民消夏晚会”“农民春晚”等文化活
动，让农民既鼓了口袋，又富了脑袋。

侯庆敏：

用特色农产品带动电商销售

侯庆敏是莘县王奉镇元庄村人，大学毕业
后返回家乡创业。“莘县被誉为中国蔬菜第一
县，种类多、产量大，价格却很低，就是由于缺乏
销售渠道被动买卖，通过电商，省去中间环节，
就可以卖出好价格。”抱着这个想法，他开起第
一家淘宝店。

2016年元旦，侯庆敏做了个大胆决定：一个
人骑自行车前往阿里巴巴总部“取经”，学习电
商经营。历经10天，跨越山东、河南、安徽、江苏、
浙江五省，全程1000多公里，他顺利到达杭州阿
里巴巴总部。这10天里，侯庆敏每次路过农村淘
宝服务站，都会停下来与淘宝创业者聊天，听他
们的创业故事和电商运营经验。他说，这就像是
他的“通关文牒”，每一次交谈对他来说都是一
次收获和鼓励。

在王奉镇，镇党委、政府以脱贫攻坚为契
机，引导群众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把目光锁定在
发展农村电商方面。侯庆敏毅然回到镇上，并把
特色农产品———“白玉山药”作为农村电商主打
产品。在镇党委、政府与中国邮政积极对接下，
该镇“白玉山药”参加了“邮政919丰收欢乐购”
活动，并作为聊城市首款重点扶贫产品重点推
广，仅9月19日一天就创下3万斤的销售成绩。

目前，受侯庆敏“传经”并成功运营的本地淘
宝商家达800多家，天猫店12家，2018年天猫“双11”
活动中，这些店铺销售收入突破一千万元。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
——— 莘县籍回乡创业者素描

农场租地种植、畜牧认养、农场商
城、物联网实时监测……7月20日，在
莘县河店镇创客工作室，回乡自主创业
的大学生郭振全给记者演示了他的
Arder智慧农业—微信小程序……

许多和他一样的大学毕业生，带着
满腔激情学成归来，回乡创业，为中国
蔬菜之乡莘县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彭振林 杨凤祥 孙纪鹏 报道
本报阳谷讯 “我患有直肠恶性肿瘤，在济南住

了好几次院了，我参保的扶贫特惠保险，报销了
3328 . 47元，再加上大病保险的报销，减轻了不少负
担。”阳谷县十五里园镇田庄村村民田仁臣告诉记者。

为确保扶贫特惠保险工作顺利落实到位，阳谷
县十五里园镇专门组建了村级队伍，对全镇选拔的
53名文化程度高的年轻扶贫专干进行了培训，主要
负责各村的扶贫特惠保险宣传、报销材料收集、报
案、现场维护等工作。在上级扶贫特惠保险办理流
程的基础上，该镇所有报销手续均有专干搜集、所
有意外家庭险均由专干办理、所有协调工作具有镇
扶贫办协调，做到贫困人员在家式报销。

据介绍，今年十五里园镇592户贫困户已全部
参加扶贫特惠保险。

扶贫特惠保险

为贫困户“减负”

□记者 蒋鑫 制作

左图：古维豹
右上：范翠翠
右下：侯庆敏

（左）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近日省发改委对2019年度拟支持

的新旧动能转换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进行公示，聊城
市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高性能燃料电池系
统与整车开发及产业化项目、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
司的东阿阿胶康养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成功入选。
省发改委拟分别安排资金400万元和200万元对这两
个项目予以支持。

聊城两项目入选

省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记者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7月22日，聊城市召开棚户区改造

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副市长郭建民出席会议。
会议分析总结当前棚改工作情况，查找存在的

突出问题，并就今年的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郭建
民指出，要全力以赴加快棚户区改造和审计整改工
作，确保按时完成年度任务。要正视差距，深刻查摆
工作安排不到位、工作开展不规范等问题。要突出重
点，加快房屋征收拆迁、项目手续办理速度，拓展资
金筹集渠道。要抓好审计问题整改，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反思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在关键环节上抓
落实，确保全面完成整改任务。要加强组织领导，压
实工作责任，加强部门协作，强化监督考核，注重宣
传引导，扎实有效推进工作落实。

聊城市棚户区改造

工作推进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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