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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阳信讯 （记者
孙成民 张天银 通讯员李雅
芹）今年7月份，在鑫源清真肉类
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里，仅能繁
的鲁西母黄牛就有600多头。记者
在感叹这个基地养殖规模大时，
公司销售经理宋红岭说：这才几
头牛。公司在外面正饲养着的
牛，至少有1 . 7万头。

宋红岭说的“外面”，指的
是农户家中。鑫源清真肉类有限
公司是阳信县一家大型肉牛屠宰
加工厂，建有占地100多亩的养殖

基地。牛饲养周期长，如何保证
拥有稳定的商品肉牛可以屠宰，
是这家公司最关心的。养殖基地
最大饲养量也不过4000头，这远远
无法满足公司的屠宰要求；进一
步扩大养殖基地建设，投资太
大。从2008年开始，这个公司想出
个办法：把牛赊给农户，让农户
利用自家闲置的庭院等代养。

这家公司赊给农户的有两种
牛。一种是鲁西黄牛杂交小牛，一般
农户赊七八头。一种是用来育肥的
架子牛，一般农户赊10来头。公司赊

给农户牛，农户不用交押金，牛养大
后公司统一回收，扣除赊牛钱。

黄牛养殖周期长，小牛要两
年才能养成商品牛，农民以赊代
养一头黄牛，纯利约4000元；养七
八头，饲养两年能挣二三万元
钱。架子牛育肥， 3个月便可出
栏；农户10头架子牛的育肥规模，
一年有2万多元的纯利润。

牛赊给农户后，怎样喂养，
并不是由农户说了算。公司统一
提供防疫、饲料、畜药以及管理
技术等方面的服务。养殖过程

中，一旦出现死亡，公司承担损
失的大部分。以赊鲁西黄牛为
例，一头断奶后小牛的价格在5000

元以上，小牛因病等死亡，公司
承担4000元，农户承担1000元。

这种以赊代养的合作模式，
很受当地农民欢迎。近些年，肉
牛养殖有较稳定的利润，但小牛
价格高。养少了利润低，养八头
黄牛，仅购买小牛，就需要4万多
元钱，很多农户一下子拿不出这
么多钱。有人赊给农民牛，农民
当然乐意了。现在，与鑫源清真

肉类有限公司合作养牛的农民，
不仅限于阳信县，惠民、东营等
地也有农户加入。

鑫源清真肉类有限公司更是
这种合作的受益者。现在与这家
公司常年签有合同的紧密合作农
户有2000多户，此外还有约2万个
松散型合作农户。“仅2000个紧密
合作农户，就常年为公司代养着
至少7000头鲁西杂交黄牛、1万头
育肥架子牛，一年能稳定地给公
司提供2万头以上、质量可靠的商
品牛。”宋红岭说。

近年来，济宁市任城区观音阁
街道坚持“以文化促和谐，以文化
促发展”的精神文明建设理念，以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百姓文化
品位、构建和谐街道为宗旨，加紧
实施文化惠民战略，开展了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奏响了街道
文化惠民的交响乐。

文化利民

丰富生活内涵

时下，后营文化广场成了周边
居民撂下饭碗就去的好地方，健身
休闲、下棋打牌、吹拉弹唱……这
里成了老百姓的精神乐园。社区居
民陶红是后营文化广场的常客，他
说：“以前吃完饭就闷坐在家里看电
视，现在有了这个广场，每天来这里
健健身、跳跳舞，心情好了身体也更
健康，生活真是幸福啊！”

观音阁街道顺应民意，因势利
导，将培育社区文化作为民生工
程，纳入街道工作的重要事项。为
满足社区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结
合“五城同创”活动，响应党和政
府提倡“情系社区，服务万家”的
这一惠民政策，投资60万元建设了
占地面积2600多平方米的后营文化
广场，设有青少年教育基地、老年
棋牌室、休息室、康复健身室、电
子阅览室、图书室、儒学讲堂等。
以服务社区造福群众为宗旨，大大
满足了社区群众精神生活需求，为
创建文明和谐社区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平台。

依托“惠民文化工程”，开展
讲座、专题报告、读书交流等活
动；依托舞蹈队、健身操队、艺术
团等文艺团队，广泛开展舞蹈、健
身操、戏曲等文艺活动；依托书画

社及摄影团等社会团体，开展各种
书法、摄影等展示活动。今年以来
已开展各类特色文化活动40余场，
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世界，满
足了百姓的文化需求。

文化育人

提高居民素质

广场舞台展风采、社区书屋学
知识、儒学讲堂听国学……如今，
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正在悄然
发生着变化，发生这些可喜的变
化，得益于观音阁街道推动文化大
发展的举措，得益于日臻完善的文
化惠民工程。

在完善文化设施的基础上，注
重对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引导，不
断创新机制，实现社区文化大联
动，扩大社区文化的影响力，提高
社区文化的品位和档次。目前，该

街道发展健身、秧歌、舞蹈等队伍
30余支，成员1000余人，活动及表
演内容涉及文艺歌舞、传统民俗、
戏曲小品等十几项，极大地丰富了
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我们社区经常举办文艺活
动，还开展书法、象棋等比赛……
定期向居民免费开放电子书屋、图
书阅览室，大伙儿都觉得安逸得
很！”居民的三言两语，道出了自
己的感受。近年来，该街道大力实
施“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完善文
化公共服务体系，着力构建综合文
化服务网络，用文化提升群众幸福
指数。

文化乐民

引领健康生活

“长期以来，我们坚持用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引领群众的健康

生活，不但要让群众积极参加活
动，我们还把文化送到他们生活
中去。”观音阁街道党工委书记
孙长新说。

“这几年，社区隔三差五就
搞点活动让我们乐呵乐呵。现在我
早晨到就近的健身器材锻炼锻炼，
闲了到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找老伙计
下下棋，晚上看看电视新闻，碰上
街道或者社区搞活动，我还会约上
邻居一起去娱乐，如今的生活别提
多滋润了！”后营社区居民靳庆洲
满面笑容地说道。

不仅如此，该街道还不断加强
宣传橱窗的更新力度，大力宣传防
灾减灾、疾病预防、身体保养等贴
近民生、服务群众的知识，深受广
大居民和辖区流动人口的好评。

不断创新社会管理，大力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着力扩大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覆盖面，丰富居民文化生
活，全面提升居民素质，着力构建
和谐社区……观音阁街道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活动，有力推动着辖区文
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张娅楠)

文化惠民为群众幸福生活加分
——— 观音阁街道多措并举推动文化大发展

农村大众报昌乐讯 （记者
马春新 通讯员丛清洁 郭若
磐）“从网上看到这边有大批量
金刚菩提，过来提货。好不容易
来一次，怎么也得买四五万块钱
的。”8月5日，来自石家庄的零售
商孔凡伟正在昌乐县朱刘街道都
昌村村民江晓凤家挑选金刚菩
提。

“最开始开店，每天只有五六
单，为了刷信誉、攒人气，有些东
西不赔本就卖，甚至赔本也卖。现
在好了，每天平均接单150单以上，
来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江晓凤
说。江晓凤的网店越开越红火，
年收益超过百万元。

开网店卖金刚菩提之前，江
晓凤打过工，自己开过服装店。
开服装店，是江晓凤触网销售的
开始。“开服装店的时候，实体
店销售和网店销售相结合，那是
第一次触碰网络销售。干了几个
月 ， 网 店 的 基 本 流 程 都 学 会
了。”江晓凤说。卖衣服没有赚
到多少钱，却为江晓凤开网店卖
金刚菩提打下了基础。

2012年3月，江晓凤在自己家
开起了金刚菩提网店。刚开始，网
店开的并不顺利，交易量少赚不
着钱，家里人也不支持她。“家里
人不懂这些，整天守在电脑前，他
们觉得是不务正业。”江晓凤说。
在这些困难面前，江晓凤没有退
缩，她坚持了下来。“开网店，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情，得慢慢养。有了
人气和信誉，才能越开越好。”手
里没多少钱，江晓凤不敢存货，进
一点，卖一点。慢慢地，网店生意
好了起来。

挣了钱，家里反对的声音渐
渐没有了。丈夫李凯也转了行，
成了她的得力助手。两个人分工
明确，江晓凤主要负责网店销
售，丈夫负责联系货源、客商。
生意越做越大，从中间商手里进
货已经满足不了江晓凤的需求。
今年3月，丈夫李凯办好护照、
签证，直接飞往尼泊尔，从金刚

菩提产地尼泊尔直接进货。“待
了差不多半个月，联系好供货
商，以后就不用去了。只要把钱
打 过 去 ， 半 个 多 月 就 能 收 到
货。”李凯说，从尼泊尔进货，
进货价格便宜了很多，有些产品
甚至便宜一半还多。

手里掌握大量货源，江晓凤
也完成了从零售商到批发商的转
变。江晓凤开始做批发。通过淘
宝店、微店等途径，江晓凤引来
了大批客商。“有的客户直接来
家里选货，也有些客户，直接从
网上下单，直接发过去就行。”
江晓凤一边说着话，一边跟客商
在网上谈生意。其中，利用微信
平台招代理商是江晓凤卖货的一
种方式之一。“给产品拍点好的
照片，利用微信平台发布出去。
招些代理商，我给他们提供货
源，能卖出不少货，也能在圈内
提高知名度。”江晓凤说。

村里一些人看到江晓凤开网
店赚了钱，都来跟她学习。李小
亮是其中之一。“以前不知道开
网店能赚钱，看到晓凤赚了钱，
我也想试试。”李小亮说，“网
店在家里就能开，可以一边带孩
子一边做生意。我的网店开了没
多长时间，有晓凤给我做靠山，
我相信自己能干好。”

目前，在江晓凤的带动下，
都昌村已经有30多家网店，成了
当地知名的淘宝村。

阳信一企业赊牛给农户搞养殖
农户不再为资金和技术发愁，企业也不再为可靠货源犯难

网上卖菩提年收入过百万
昌乐一对小夫妻三年从零售商做到批发商

江晓凤在给客人介绍产品。

8月5日，农民观光团成员在
蒙阴县宗路合作社学习蜜桃电商
销售以及出口水果的储存、包装
等先进经验。

为让种植户换思路摸行情，
沂水县诸葛镇推出政府免费组织
农民外出考察的新举措，组织农
民到新泰、蒙阴、烟台、寿光等

农业先进地区参观学习，让他们
见世面、换思想，所需费用全部
由政府承担，被当地农民们称为
免费“农业观光游”。截至目
前，该镇已经有3000多名农民成
为这种特殊“游客”。

（赵新峰 摄）

政府掏钱，农民观光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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