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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寿光讯 ( 通讯员
董惠) 1 0 日，笔者了解到，为促进高
校和科研院所人才科技资源与寿光
重点产业发展有效结合，寿光从省
内外高校、科研院所选聘了 14 名理
工类高层次人才担任科技镇长，充
分利用他们的专业特长和资源优

势，指导镇街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科
技成果到寿光转化。

据介绍，根据选聘条件，选聘的
科技镇长一般是理工类博士以上学
历，或副高以上职称，专业技术水平
高，有专利、有成果、有可转化项目。
也可以为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合

作交流类部门任职，掌握一定人才
和科技资源的正科级以上干部。且
参加工作 5 年以上，年龄一般不超
过 45 岁，任职时间为 1-2 年。

选聘科技镇长主要为参与地方
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利用高校院所
的人才和科技资源信息优势，努力

促成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的对接
和联合，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
果在地方转化。积极促成企业和高校
院所合作共建研发中心、检测服务中
心、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等人才和科技创新载体等。

同时，为了保证科技镇长来的

了、留的住、尽其才，寿光还出台了
《关于从高校和科研院所选聘科技
镇长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指出，
安排专项经费，用于选聘人员的食
宿费、生活补贴、学习交流、参观考
察、项目对接、表彰奖励等费用提供
保障给科技镇长工作生活。

寿光选聘人才担任科技镇长
安排专项经费保障其工作生活

农村大众报沾化讯 ( 通讯员
孟令旭) 9 日，刚过了中秋节，湖
南客商陈水林就带着几个朋友来到
沾化县黄升镇吴家村，前来查看冬
枣长势情况，并商定半月后冬枣收
购与冷库储存情况。据陈水林介
绍，他往年都是 9 月下旬到黄升镇
收购沾化冬枣，今年听说沾化冬枣
质量特别好，就提前过来看看。

客商陈水林只是该镇超前谋划
冬枣销售的一个缩影，作为沾化冬
枣主产区之一，刚进入 9 月初，黄
升镇全镇就提出“保质量、引客
商、促增收”的口号，在村“两
委”、党员干部、产业大户、外出
务工经商人员中筛选经纪人，把黄
升镇生产的冬枣优良品质宣传出
去，保证把往年大客商请回来，再
把新客商引进来，抓好市场为客商
服好务。

今年黄升镇 2 8 0 0 0 亩沾化冬
枣，由于推广标准化生产，预计果
实每千克由往年的 60 粒提高到 50

粒左右，果型更加周正，总产量将
超过 5600 万斤，比去年增产 1000

万斤以上。
沾化冬枣能否顺利销售，事关

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没有客商，

单靠枣农和冬枣经纪人不可能在短
时间内把冬枣销售出去，吸引大客
商来黄升收购冬枣成为冬枣快速销
售的关键。在冬枣经纪人选育培训
班上，黄升镇抓住重点人群选好能

人，招好商，服好务，把枣农的冬
枣销出去，冬枣经纪人未雨绸缪，
提前向往年在黄升收购冬枣的客商
发出 500 多份邀请函，并请老客户
带领新客户来黄升收购冬枣。

吴家村李忠和去年招来的湖南
湘潭客商陈水林当年收购冬枣超过
120 万斤，不但用了他家的 2 个冷
库，而且租了他邻居丁洪文的大型
冷库。最后在结账的时候，李忠和只
要了陈水林约定代办费的 80% 。李
忠和说:“人家陈先生千里迢迢到咱
这里收购冬枣，不但解决了乡亲们
卖枣难，而且让我们收入了 20 多万
元的代办费和务工劳务费，让陈老
板多赚一点，从长远看对咱老百姓
是有利的。”今年离冬枣成熟还有
半个多月，陈水林就到黄升镇找到
李忠和，继续洽谈冬枣收购事宜，
而且还给吴家村冬枣市场联系了五
名新客商。截至 9 月 9 日，已有
230 名老客商表示要来收购冬枣，
还带来了 80 多名新客商。

冬枣还未上市就引来 300 客商
今年收成好，冬枣经纪人提前向客商发出收购邀请函

农村大众报临沂讯 （通讯员
臧德三） 9 月 1 0 日，笔者在兰山
区李官镇中心小学了解到，该校教
师胡凡良坚持创作童话 8 年，其作
品刚刚入选 2 0 1 3 年度最佳作品系
列《中国最佳童话》。

“胡老师，再给我们讲个童话
故事吧。”10日上午，在李官镇中
心小学四年级三班教室里，刚上完
语文课的胡凡良被同学们围住，索
要最新的童话作品。没办法，胡凡
良只得把刚刚理好思路的一个故事
讲给同学们听。

李官中心小学副校长王郡晓告
诉笔者，胡凡良一直教语文课，他
的课很有文化味，孩子们都喜欢，
这跟他一直坚持创作童话故事有关
系。“别看胡老师上课时经常‘赤
手空拳’，花哨的课件不多，但他

的课却非常生动，能调动起学生的
听课兴趣，很受学生欢迎。”王郡
晓说。

2006年，胡凡良刚毕业时分配
到兰山区李官镇官庄村小学。缺什
么都别缺了图书，身为语文教师的
胡凡良动员孩子们自带图书建设班
级图书角，但是很少有学生能拿来
书。有的孩子拿来的是成人读物，
根本不适合孩子们阅读。胡凡良便
下定决心自己创作一部分儿童读
物，童话创作由此开始。

没有电脑，胡凡良手写成稿的
作品，仍然受到了孩子们的热捧。
后来，他利用中午时间，骑摩托车
到河东区汤头镇的网吧里把这些文
章打印出来，发给班上的学生阅
读。就这样，这些孩子们成了胡凡
良所创作品的第一批读者。这，给

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强的动力。
8年来，胡凡良的工作单位从

村小调任到镇中心小学，孩子也教
了一拨又一拨，但创作儿童作品的
习惯却一直没有变。目前，共发表
各类文章200余篇，出版了童话集
《山坡上的南瓜屋》。童话故事
《山坡上的南瓜屋》入选2011中国
年度童话。日前，其作品《菖蒲
巷 ， 那 温 暖 的 怀 抱 》 刚 刚 入 选
《2013中国最佳童话》。《2013中
国最佳童话》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汤素兰主编，里面收录了全国知名
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优秀童话作

品，是2013年度中国儿童文学的最
佳权威集成。

作为乡村教师，胡凡良的热情
和灵感不仅成就了自己，更改变了
乡村孩子们的世界。在他的辅导和
影响下，大批学生喜欢上了文学，
还有20多名学生获得了国家、省市
各类文学奖项。学生李文静的《家
乡的芦苇花》获得了2008年第3届冰
心作文比赛散文类三等奖，这也是
该奖成立以来临沂市唯一获得该奖
项的小学生；学生麻彤彤两篇文章
在国家级杂志《中国校园文学》发
表……

坚持创作童话故事八年多

乡村教师写出“中国最佳童话”

农村大众报蒙阴讯 （通讯员
张纪增）近日，在蒙阴县常路镇西
下庄村李建创办的来料加工厂里，
1 0 0 多平方米的房间内， 1 0 多台
电脑绣花机“哒哒哒……”地飞速
运转着， 2 0 余名妇女在机器前为
青岛的客商赶做着订单。到目前为
止，全镇有 6 个村从事加工规模不
一的来料、来样、来单加工，经营

的品种已发展到玩具、绣花等 2 0

多项，小小来料加工已渐渐鼓起了
农村妇女的腰包。

近年来，常路镇针对农村妇女
剩余劳力多的特点，把目光投向来
料加工上，引导农家女把农闲时间
用到了赚取加工费上。在招商的同
时，积极发挥妇联及村妇女主任的
作用，因势利导，积极组织妇女到

外地参观学习，广泛搜集信息，大
力拓展来料加工渠道，派专人与青
岛、临沂等厂家签订来料加工产品
协议。为做大做活来料加工市场，
镇里 1 0 多名来料加工经纪人发挥
“桥梁”作用，从厂家请来技术人
员传授技术，通过“滚雪球”的模
式使越来越多的妇女掌握了形式多
样的手工技术。今年 3 4 岁的威海

媳妇邱慧敏，来常路镇兴建了蒙阴
东亿礼品玩具加工厂，吸纳附近
200 多名妇女从事玩具加工，产品
出口到欧洲、北美，人均月工资收
入达到 2000 多元。

同时该镇利用各村闲置办公场
所和闲置民房，创建来料加工厂。
目前这个镇仅在台庄、常路、西下
庄等 6 个村，就有 400 多名留守妇
女在各村来料加工厂，从事毛衣、
玩具、手套等加工，加工的品种多
达 2 0 多个。这些做来料加工的妇
女 ， 每 人 每 月 足 不 出 户 就 能 挣
1500 元以上。

蒙阴农家女做大来料加工

农村大众报惠民讯 （通讯
员王勇）“瞧！俺家种植的覆膜
花生不但颗粒饱满、粒大量重、
产量还高，而且还能以 1 . 8 元每
斤的价格卖出！”近日，惠民县
清河镇覆膜花生种植大户张玉军
喜滋滋地说。

清河镇村民有种植花生的传
统习惯，一般种植面积在 5000

亩左右，当地农民普遍采用地膜
覆盖播种技术，加之今年以来，
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少，普遍
出现了轻、中度的旱情，使覆膜
种植这一具有保湿、保肥作用的
播种技术，得到了适用和大面积
的推广，农民种植的 5000 亩花
生大旱之年喜获丰收。

由于清河镇覆膜花生具有生
长期短、早熟、颗粒饱满、适合
鲜食等特点，清河覆膜花生种植
大户们充分抓住这一特性，大面
积种植。花生种植户一般采用在
棉田套播的方式，就是在春季种
植棉花的时候，在两行棉花之间
的塑料地膜里套种上覆膜花生，
花生随着棉花一起生长，到了 8

月份之后，花生开始成熟收获。
“俺家的覆膜花生每亩地收获
2500 斤以上，价格每斤 1 . 8 元，
这 样 每 亩 地 就 能 轻 松 地 收 入
4000 多元，同时不会影响到棉
花的收入。”张玉军如是说。张
玉军还介绍说，近年来，由于清
河镇的覆膜花生在天津、北京、
济南等地，深受贩运花生的客商
和广大消费者的欢迎，每年一到
覆膜花生收获的季节，就会有许
多外地的客商纷纷前来，到清河
镇的田间地头抢购。

黄升镇孙家村冬枣标准化生产基地的枣农正在最后一次清除残次
果，为冬枣即将上市做准备。

花生覆膜

大旱之年获丰收

农村大众报莱芜讯 (通讯
员张进 吴修涛)近日，钢城区
开展妇女创业培训班，来自全区
100多名妇女参加培训。此次培
训除了讲授相关创业知识外，还
对符合条件的创业妇女提供一定
额度的创业贷款。

据了解，今年钢城区共有
7 0 6名妇女参加了创业培训学
习，其中专门针对妇女开展创业
培训班五期，获批26笔妇女创业
贷款，扶持创业资金244万元，
带动就业100余人。

近年来，钢城区加强妇女创
业政策扶持，做好帮办服务工作。
由区人社局牵头，大力开展创业
培训活动，积极宣传创业贴息贷
款、创业税费减免等系列优惠政
策，积极为她们提供发展信息、致
富信息和市场信息，落实妇女小
额创业贷款，帮广大妇女破解创
业资金短缺难题 ,促进了全区广
大妇女创业者实现成功创业。

钢城区244万元

扶持妇女创业

最美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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