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梁利杰 第11期

热线电话：(0530)5336663 Email：dzrbwzf@qq.com 21
□记者 蒋鑫 报道
本报菏泽讯 5月28日，菏泽市电子

商务工作现场会在曹县召开，会议总结分
析了全市电子商务产业运行情况，科学研
判当前面临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电子商
务重点工作。会议还发布了《菏泽市直播
电商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
将牡丹、木制家居、汉服等特色产品作为
菏泽名片，通过发展直播电商进行有效宣
传推广，助力电子商务产业迭代升级，助
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菏泽市直播电商发展行动方案
（2020—2022年）》，规划设计到2022年
底，菏泽市建设10个直播电商产业集聚
区、扶持50家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MCN
公司、孵化100个网红品牌、培育一批网
红带货达人，将菏泽市打造成为长江以北
知名的直播电商发展高地。

菏泽全力支持以直播电商为代表的电
子商务新业态发展，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
导的政企联动局面，拓展农产品上行渠道，
引领直播经济发展；在各县区推动内容制
造、视频技术、直播场景等“一站式”直播基
础设施建设，吸引和集聚国内优质直播电
商平台、直播机构、直播电商经纪公司、直
播电商服务机构进驻，形成行业集群效应，
打造“直播网红打卡基地”；鼓励优质直播
电商企业成为各大直播电商平台官方认证
的MCN机构，带动壮大菏泽直播电商市场
主体。此外，菏泽还将进一步推动直播电商
在传统商贸领域的应用，加快直播电商在
扶贫领域的应用，鼓励直播电商与“夜经
济”融合发展；构建直播电商人才支撑体
系，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直播电商培训，组
织培养新人主播，扶持培育网红达人。

菏泽电商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
势”，实现了领先发展，有力推动了经济
社会发展。截至目前，菏泽拥有18万家电
商企业、57万从业人员、51个电商园区；
发展了307个淘宝村、47个淘宝镇，数量
均占全省的一半以上，居全国地级市前
列；电商交易额连续5年增速超过30%，去
年总额突破了4000亿元大关。菏泽市获批
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郓城和曹县被纳入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还涌现出了一批电商典型。

□ 本报记者 赵念东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姚朝磊 谢新华

5月20日上午，在巨野县麒麟镇南曹村
的光伏大棚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村级经济工
作会议”举行。会议现场的招商产品展示台，
鸭苗“啾啾”，羊羔“喵喵”，韭菜青青，香瓜金
黄，散发清香。

“咱们村龙头企业产品受疫情和市场价
格波动影响较大，面临较多困难，但各级加大
对乡村振兴的投入力度，惠农政策频出，对咱
村又是重大利好。”村党支部书记曹金强，为
全体村民分析村庄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

南曹村的“经济工作会议”已是第三次召
开，前两届都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向全体村民
通报前一年的经济工作，研究下一年经济工
作。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经济工作
会议”推迟到5月份。

南曹村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不是流于表
面，侃侃大山，而是敲在实处，落地见响。“村
子要有长足发展，必须要作整体发展规划。”
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曹金强向村民汇报，2019

年，村委聘请上海经纬公司对村庄进行整体
发展规划，全面规划涉及基础设施、产业发
展、乡村旅游、特色餐饮、森林公园等，通过高
水平规划建设，把产业优势变为旅游优势，继
而打造集教育、养老、产业、休闲旅游、生态为
一体的农村生态圈，这是南曹村未来几年的
发展方向，大家都可以建言献策。

“去年，通过调研，我发现咱村发展存在6
个问题。”发言席上，省派第一书记杲磊一项
一项向村民讲解着一年的“破难行动”。到岗
一年来，他与村两委聚焦南曹村发展面临的
缺少建设用地指标、交通不便、村集体收入
少、村居环境差、光伏园区农业欠发展、村两
委缺少办公场所等难题，逐一破解。

“第一书记来到俺村里后，周一到周五在
村里天天忙，星期天回到济南还要向领导汇
报，争取资金和政策，没真正过过一个节假日
和星期天，大伙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了
第一书记，我们南曹村发展得更快更好了！”
党员曹传峰竖起大拇指说。

会议进入讨论环节，越开越热闹。从《南
曹村村规民约》到今年的五项产业，代表们你

一言、我一语，争着发表意见和建议，大家沉
浸在对下一步发展的美好憧憬中。

今年72岁的南曹村村民曹德金，每年都
参加村里的会议，他说：“各村情况不一样，找
到符合自己发展的路子得‘摸着石头过河’。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村里咋发展，大家
伙儿在一起商量商量，谋划谋划，心里亮堂
堂。发展产业，大家伙儿打心眼里赞成，你看
村里的青山羊养殖、香鹑雁养殖，都搞得有声
有色，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了。”

“咱村的鸭苗孵化走在全国前列。养鸭专
业合作社和孵化厂先后吸纳1000人就业，不
仅‘消化’了南曹村闲置劳动力，连同周边10
余个村子的村民都来到孵化厂打工，月工资
每人能拿3000余元。入股的‘股民’每年都能
拿到分红。”南曹村原党支部书记曹传增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2020
年，南曹村定下了五项产业目标：恒业惠生鸭
苗孵化厂计划投资1000万元建设肉类加工项
目，投资600万元完成两个老养殖场的改造，
投资800万元对养殖场光伏发电项目进行建
设；巨野邦兴牧业投资有限公司计划投资500

万元完成1 . 5万头黑猪养殖项目；青山羊养殖
新增投资200万元的二期项目；晶香食品加工
厂建设项目；五是扶贫车间建成后万邦服装、
巨鲁伟强杂粮等特色产业进驻。

巨野县晶香食品有限公司、羊肚菌专业
合作社、同丰生态农业等8家企业的签约仪
式，把会议推向高潮，会场响起一阵阵掌声。

“这些项目俺都支持，还想着入股哩。”71
岁的村民郭发林在笔记本上详细地记下村里
将要发展的项目，并标注自己“中意”的项目。

“满目青山夕照明。今年会议定的目标很实
在，接地气儿，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让大伙儿
心里服气，更有底气!”郭发林说，近几年村里
搞得有声有色，村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对未来的日子满怀期待。

南曹村经过两任党支部书记、4个“村五
年计划”的接力实干，2019年实现总产值2亿
元，其中香醇雁孵化、养殖产业产值1 . 5亿元，
入股村民人均分红1万元以上；光伏产业产值
3600万元，全镇贫困户光伏收益376万元，平
均每户3000元。南曹村被评为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本报菏泽讯 5月29日，菏泽市市歌和牡丹机场通航主

题歌曲征集大赛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现场获悉，为更好
地展示菏泽良好形象，庆祝即将迎来的菏泽牡丹机场通航，
擦亮“中国牡丹之都”城市品牌，增强对外知名度和美誉
度，菏泽市面向海内外征集菏泽市市歌和“绽放·启航”牡
丹机场通航主题歌曲。其中，菏泽市市歌征集大赛完整作品
一等奖奖金设为5万元。

此次征集内容为菏泽市市歌和“绽放·启航”牡丹机场
通航主题歌曲。菏泽市市歌的征集遵循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的原则。歌词应当能充分展现菏泽美丽的自然风光、厚重的
文化底蕴，彰显菏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和菏泽城市后
来居上的亮丽风采。作曲旋律优美流畅，富有时代气息和地
域风格，有较强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易于传唱和普及。体
裁、风格、表现手法提倡丰富多元，作品自行命名，时长原则上
控制在5分钟以内。征集作品原则上要求为词曲完整的歌曲成
品，若无法完成成品，也可单独提交歌词。在成品无法满足市
歌要求的情况下，主办方将从歌词中择优约稿作曲。

牡丹机场通航主题曲征集词曲完整的歌曲成品，要求以
“绽放·启航”为曲名，以牡丹机场建成通航为主题体现，
歌颂航空事业带给菏泽的发展机遇和美好前景。

在奖项设置方面，菏泽市市歌征集大赛完整作品设一等
奖1个，奖金5万元；二等奖2个，奖金各6000元；三等奖3
个，奖金各3000元。一等奖确定为菏泽市市歌。“绽放·启
航”牡丹机场通航主题曲征集设大奖1个，奖金1万元；优秀
作品奖10个，颁发纪念品。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0年10月1
日。市民可通过邮箱h z s g d s@16 3 . c om，或者拨打电话
5161119；18653037178进行咨询。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谢新华 报道
本报巨野讯 5月28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备案，菏泽

市巨野县36件西汉珍贵文物，在巨野博物馆与广州西汉南越
王博物馆办理完借展交接仪式后，赴广州参展。

巨野博物馆是一座综合类博物馆，设有大野沧桑、金石
瑰宝、大汉之风、馆藏文物、精品书画、俊杰星驰、民俗非
遗、临时展览八个展厅。馆藏文物一万二千余件，其中珍贵
文物212件，国家一级文物13件。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海上丝绸之
路”、“南越国遗迹”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点，为展示汉代文
明，加强南北文化交流，该馆特举办“齐鲁之风——— 山东汉
代诸侯王墓出土文物展”。

据悉，这次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借展的巨野红土山汉
墓出土文物共36件，展期3个月。展品涉及一级文物玉珌1件，
玉璧、鎏金弩机、铜盖壶、铁灯等二三级文物和一般文物35件。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蒋鑫
本报通讯员 郜玉华 张宁

5月28日一早，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大
郭店村村民张翠姣，像往常一样，吃过早
饭后步行来到家附近的菏鲁电子扶贫车
间，开始她一天的工作。

“咔嗒、咔嗒、咔嗒……”富有节奏感的
机械声，不间断地从扶贫车间传出。

张翠姣的公公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家
中有两个孩子需要照看。一家五口人仅靠
丈夫一人到外地打工和家里的几亩地为生，
是村里的建卡扶贫户。去年，张翠姣被招聘
到菏鲁电子扶贫车间，从事电子线路连接器
组装铁壳工作，最多时一天能做1500多件，
一个月算下来，能挣2000多元。

张翠姣说，车间离家很近，既能打工挣
钱又能照顾家庭。农忙时节，还可以回家忙
完农活再回来上班。上班、务农都不耽误，家
里的经济状况比以前也好多了。

在李村镇大郭店村菏鲁电子公司扶贫
车间内，工人们娴熟地测试着电子线路连
接器。菏鲁电子公司负责人杨旭光北大硕士
毕业后返乡创业，利用大郭店村扶贫车间创
办了菏鲁电子公司，生产电子线路连接器，
完成了从技术研究到实体制造的转型转身，
常年安置200多人就业。

“我们车间员工都是来自本村和周边
的村民，也有一些贫困群众，多为留守妇女。
在这里，她们既能照顾家庭还有份稳定收
入。”杨旭光说，现在村周围的妇女逐渐体会
到了家门口打工带来的“双丰收”。

杨旭光说，他的车间规模正逐步扩大队
伍，7个加工点分布在东明县、鄄城县等地，
陆续带动近500名村民就业。在杨旭光眼里，
扶贫车间就像“孵化器”，不仅稳住了村民的
收入，还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这两天，我们自己开发的数据线自
动加工机就能调试好，工作人员只需把物料
放上去，剩下的就不用管了，既提高了生产
效率还降低了次品率，还容易上手，降低了
用工标准。”杨旭光说。

吉恩鞋业所在的扶贫车间，有3000平
方米，是小留镇整合沟子吴村、李公珍村
等5个村的扶贫车间项目建成的，一天能加
工两万多只鞋帮，供应安踏等知名鞋企，
能吸纳500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每人每月
工资4000元左右。

“原先一村一个扶贫车间的模式，一是
水电配套难；二是交通不便，原材料和产品
运输难；三是面积小，难以吸引较大的企业
进驻，导致扶贫车间利用率不高。”小留镇党
委书记朱中华介绍：“我们探索把几个村的
扶贫车间项目整合到一起，建较大规模的扶
贫车间，吸引较大规模的企业进驻，企业能
吸纳周边更多农民就业，促进土地流转，企
业也获得发展，形成良性、多赢的局面。”

截至今年4月，菏泽市共有3063个扶贫
车间分布在全市的各个乡村，车间内就业人
数37086人，其中有6017名贫困群众就业。

“我们精准发力，努力让贫困群众在家
门口就业、脱贫。”菏泽市委书记张新文说，
菏泽不断增强扶贫产业发展后劲，大力推进
扶贫车间进乡入村，吸纳农村贫困人口就业
增收。在此基础上优中培优，加快扶贫车间
转型升级步伐，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另
外，为了更好落实“两不愁三保障”，深入开
展大走访、大排查、大整治，对于发现的问
题，确保不折不扣整改到位。

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脱贫

菏泽：三千多个扶贫车间进乡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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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奖5万！菏泽征集

市歌和牡丹机场通航主题曲

讲“活”西汉往事！巨野博物馆

36件珍贵文物赴广州参展

村子如何发展 村民现场拍板

“村级经济工作会”绘就乡村振兴蓝图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本报菏泽讯 5月28日，记者从2020年菏泽“最美科技

工作者”评选媒体通报会上获悉，2020年菏泽“最美科技工
作者”名单公布，共有10人获得2020年菏泽“最美科技工作
者”称号。他们是于清泉、史留聚、兰素萍、刘统青、李晓
民、吴盛海、张如梅、张德之、钟国栋、蔡中峰。

为彰显“最美科技工作者”风采，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
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菏泽市委宣
传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科技局、市科协联合下发了

《关于开展2020“菏泽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的通
知》。经各有关单位民主推荐，网络投票，评委会评审，公示等
程序，现决定对于清泉等10名菏泽“最美科技工作者”和王英
杰等10名菏泽“最美科技工作者”提名奖进行表扬宣传。

据悉，菏泽“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
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在科学普及、科技推广、科技扶贫、技
术创新、成果转化、公共卫生等领域默默耕耘，具有突出的
先进性、代表性和影响力。

致敬！这10人当选
菏泽“最美科技工作者”

●为努力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脱贫，菏泽不断增强扶贫产业发展后

劲，大力推进扶贫车间进乡入村，吸纳农村贫困人口就业增收。在此基础上优
中培优，加快扶贫车间转型升级步伐，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菏泽是山东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多，
脱贫任务重，是山东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
决胜战场。2016年数据显示，菏泽有贫困人
口39 . 5万户91 . 4万人，占山东贫困人口的
37 . 7%；山东20个脱贫任务比较重的县，菏
泽就占9个。

近年来，菏泽市把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用“绣花”功夫实
现“精准滴灌”，已累计减贫170 . 15万人，855
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摘帽”。

菏泽创建扶贫车间、农村集中养老周
转房、贫困子女寄宿式公益学校等做法在
山东乃至全国推广，菏泽市扶贫办获得全
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本报通讯员 杨 静 李瑞丽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郓
城县通过培育稳固的扶贫产业链，把贫困
户“嵌”在产业链上共舞。效果如何？

5月27日14时许，日头正高，在位于郓
城县张营镇彭庄村的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内，贫困户彭龙峰与两名工人在给大棚喷
洒降温剂。个头不高、身体瘦弱的他，挥
起近两米的喷洒杆来游刃有余。

彭龙峰的老伴儿因患病，需要常年吃
药，他成了家里的主劳力。一年到头，彭龙峰
一家的收入来自近半荒废的七亩地。“我一
个人根本干不过来，只能种些省事的农作
物，一年下来根本剩不着钱。”农闲时，彭龙
峰便在周边打些零工，仅够日常花销。

2016年，彭庄村开始流转土地建设蔬菜
大棚，彭龙峰的七亩地正好位于建设区域
内，他毫不犹豫地租了出去。“每年的租金是
1150元/亩，一年下来得有8000余元。”自从大
棚建成后，彭龙峰便来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打工。“如今在合作社干着同样的活，但时
间自由，也不用操心收成。”由于是长工，彭
龙峰一天的工资是70元，蔬菜采摘时还要高
一些，一个月下来能领到2500元左右的工
资。彭龙峰很满意。

据合作社负责人彭汉收介绍，该合作
社占地1500亩，共有大棚104个，其中40个
大棚是镇里利用扶贫资金建设，交由他承
包经营，每年的租金为40万。

“在彭庄村，像彭龙峰这样脱贫并享受
政策的贫困户有40余户，镇里在收取租金
后，除了用作大棚的维修以及土地租金外，
剩余资金以红利的方式发放给贫困户。”张
营镇扶贫办主任高善金告诉记者，合作社不
仅为彭庄村近20名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
还吸纳了周边10余个村庄的农民前来工作。

在魏垓村扶贫车间里，右手伤残的贫
困户李爱秋，正在做一些剪线头的简单工
作。“前段时间，我在镇里帮助下来到了
扶贫车间，做些简单的工作，每天能挣40
元。”对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李爱秋来说，
每月1000余元的工资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记者了解到，李爱秋所在的扶贫车间，
由拥有天猫排名前三的童装著名品牌———
山东威海广益服装有限公司承租。一边是童
装知名品牌，一边是贫困户，看似毫无关联
的双方，却在扶贫车间里产生了交集。

据山东威海广益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瑞雪介绍，公司进驻魏垓村扶贫车间
后，对当地贫困户采取了优先录用、减免
食宿、同工高酬的照顾政策。

高善金说，张营镇现有享受政策的贫困

户2285人。在脱贫攻坚战中，该镇着力抓好
产业扶贫，注重产业的可持续性。其中，发挥
苗木专业镇的优势，成立30多个专业合作
社，销售旺季可吸纳5000余人务工，其中贫
困人口220人，户均增收8000元以上。

“以百蔬园合作社为龙头，狠抓基地建
设，利用扶贫资金建设高档大棚，实现产业
分红60万元，惠及1100多户2352人。”高善
金说，由于蔬菜产业的集约规模发展，该
镇大大增强了脱贫攻坚实力。

此外，张营镇加强扶贫车间运营，共建
扶贫车间25个，基本坐落在338省道两侧，形
成以服装加工和酒类包装为主的扶贫产业
带。解决就业岗位600多个，吸纳贫困人口就
业42名，其中贫困户分红31万元。

郓城县通过强化产业项目引领、深化
就业帮扶以及整合社会力量，全县66465户
163616名贫困群众全部脱贫，109个建档立
卡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实现“摘帽”，现
有脱贫享受政策贫困人口26760户52322人。

郓城培育稳固的扶贫产业链，老彭月领2500元工资

贫困户“嵌”在产业链上共舞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山东威海广益服装有限公司承租的魏垓村扶贫车间。

更多报道详
见大众报业·大众日
报客户端菏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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