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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笔者走进青岛市即墨
区北安街道的百草缘产业园参类种
植示范基地，浓郁的参味扑鼻而
来，培育着西洋参、太子参、丹参
等17个参种的参棚鳞次栉比，守护
着这些形态各异的中药材蓬勃生
长。这是自去年第一书记到周集村
任职后，通过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
一个事例。

“这些都是引进的纯种参，娇
嫩得很，干活时候可马虎不得。”
今年60多岁的李世泽夫妇正在小心
翼翼地给西洋参覆盖草苫，以维持
适宜其生长的温度，李世泽介绍，
他自己是北安街道周集村的农民，
种了一辈子地年收入不过3万余元，
如今周集村打造了百草缘产业园，
老两口打工一个月光工资就是7000

余元，一年算下来可是8万多元，年
收入翻了两番多，干得愈发起劲
了，闲来还买了专业书籍研究参类
种植，感觉越活越年轻。

李世泽的幸福生活是周集村百
姓致富的一个缩影。2018年初，周集
村还是个年收入为零的落后村，群
众世代务农看天吃饭，即墨区派第

一书记于洁到去村里任职，在反复
调研论证后，于洁与村党支部书记
曹立刚研究成立了青岛乡情杜仲合
作社，并成立了合作社党支部，探索
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建
立百草缘产业园，通过规模集约经
营，推动周集村现代农业发展，不足
一年村集体收入达到6万元，实现村
集体与群众双增收。

百草缘产业园总占地600亩，规
划道地药材规范化生产加工示范基
地，分设生态参类种植示范基地、百
种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中药材深
加工示范基地和科技创新孵化中
心。园区开展西洋参、人参、金银花、
丹参、地黄、黄芩等道地药材的良种
选育、规范化种植、质量控制、炮制
加工和新产品研发等工作，打造“康
养+”的中医药康养结合产业链。

“100亩的丹参下半年就收获
了，牡丹可以做盆景出售了，百草
园的其他药材也在茁壮成长。”看
到自己付出的汗水日渐有了成果，
曹立刚愈发底气十足，“我这底气
不是来自于逐渐长大的参苗，而是
参苗背后的技术支撑。”

中医药材要种好，人才技术是
关键。百草缘产业园成立之初就看
到了问题本质，组建了由山东中医
药大学药学院院长、泰山学者张永
清，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张钦德等
12名博士生组成的专家工作站，指
导在中医药种植、研发等方面出现

的痛点难点。
“我们专门成立了科技创新孵

化中心，建设3000平方米良种培育
科研楼，方便专家进行高产栽培示
范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质量控制
研究。”于洁介绍，通过与省内知
名中药生产企业、中药材种植合作

社等开展全面合作，百草缘产业园
以科研创新为带动，示范推广道地
药材规范化种植技术，能够促进研
究成果第一时间落地转化，帮助种
植户大幅增产增收。

“我家里也有100多亩丹参，你
们村有技术支持，不如我也加入你
们村的合作社，大家一起致富怎么
样？”北安街道蒲洼村村民王克涛
兴致勃勃地走进周集村村委会，开
门见山地提议。

“与贝隆集团谈好了，咱们给
他们提供原材料，他们帮我们销
售，双方互利共赢！”中科杜仲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副总徐荣说。

“宏仁堂大药房又运来一批精
密设备，B超、CT都能做，咱家门口
的‘小医院’6月上旬开业没问题！”

……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周集

村村委会，为村庄的发展出谋划
策，陈述己见。

周集村把党支部建在产业链，
使党员聚在产业链，让农民富在产
业链，一个零收入的落后村庄就这
样把日子越过越好。 (刘耀泽)

青岛市即墨区周集村成立合作社党支部，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村庄年收入达到6万元

党建引领零收入村庄走上致富路

百草缘产业园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在参类种植示范基地查看参
苗成长状态。

“往年每到春夏时节，杨树棉絮
满天飞，弄得我出门都得戴口罩，今
年好了，村里的杨树棉絮‘消失’
了！”近日，宁阳县伏山镇施家村村
民王红丽兴奋地说，这位让杨树棉
絮消失的“功臣”叫泓森槐。

“我还没见过槐树长这么笔直
的，还这么省事，种地里基本不用
管，长得可好了！”村民巩合新指
着村里近百亩的泓森槐介绍说，这
种槐树耐旱、成活率高、抗病虫害

强，适应粗放管理，又兼具杨树的
生长速度和槐木的材质，是替代杨
树的优质树种。

在育苗棚里，自动化的喷灌让
30多公分的泓森槐幼苗愈加翠绿，
经过两个月育苗，再培育五个月
后，基地里的幼苗就蹿成3米高的
小树了。

近年来，宁阳县纵深推进“双
招双引”工作。2018年10月，宁阳
县伏山镇与山东泓森林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侯金波签署合作协议，启动
实施“泓森槐立体农林高效产业
化”项目。该项目以侯金波为主的
高层次人才团队为科研支撑，发展
以泓森槐、泓森榆、冠红杨等为主
要品种的速生成材林，并将逐步延
伸产业链条，发展林下经济、板材加
工、能源林等相关产业，加快林业新
旧动能转换，让群众在绿色发展中
获得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把人才优势生成创新优势、

产业优势，探索‘人才+团队+技
术+资本’的招引模式，力争引进
一个人才、集聚一个团队、培育一
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伏山镇
党委书记马祥波说。

泓森槐作为速生林的新树种，
其优势已日渐显现。目前，泓森槐
立体农林高效产业化项目已完成投
资650万元，建设育苗棚12个，发
展繁育基地4处500亩，年出苗近
300万株，辐射带动施家村、陈庙

村等近百名群众从中获益。侯金波
表示，下一步，该项目计划扩大种
植规模，同时依托伏山镇现有的国
能生物公司，把林下养殖、生物质
燃料、木板初加工等项目带动起
来，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一棵槐树，不仅能让乡村变绿，
还能让产业兴、村民富，带来了一场
由科技、人才支撑起的“绿色革命”。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李晓君
周振龙 赵海梅

引进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

一棵槐树引发的“绿色革命”

农村大众报临沂讯 （通讯
员冯汝彬 孙磊 王伟勋）“现
在，我宣布：来自钓鱼台村的洋
葱种植户张兴冉参赛的产品，在
重量、外观、整齐度、口感度四
方面，遥遥领先其他选手，荣获
今年洋葱擂台赛金奖，奖励55寸
的液晶电视一台……”5月20日，
在兰山区白沙埠镇玉平社区文化
广场，随着临沂市农科院院长周
绪元宣布的评审获奖结果出炉，
村民期盼已久的大奖终于名花有
主，也将本届“擂台赛”推向高
潮。

当日，2019临沂兰山区白沙
埠镇洋葱文化节隆重开幕。据
悉，文化节重头戏“洋葱擂台
赛”，吸引了全镇120余名农业种
植高手参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

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和优
秀奖若干名。

据了解，白沙埠镇洋葱种植
具有40余年的历史。“我们举办
洋葱文化节，就是为了挖掘我们
白沙埠镇的特色洋葱文化，提升
洋葱品牌，扩大市场影响力，助
推乡村振兴。”该镇镇长刘存才
坦言。

农村大众报沂源讯 （记者
唐峰 通讯员左效强 张太军）
“现在来了康复养老中心，一日
三餐不用愁，还有人作伴，我很
知足。”5月20日，刚刚住进沂源
县阳光家园逸静园残疾人托养所
的张家坡镇东王庄村村民张来贵
开心地对记者说，“我这一辈子
感谢大好人杨青红。”

张来贵口中的大好人杨青
红，是燕崖镇燕崖村村民，自身
肢体三级残疾，毕业于淄博卫
校。“我从事托养服务事业源于
对母亲的爱。”杨青红说，“我
的母亲不管怎样辛勤操劳，见到
我总是面带微笑。可我没想到在
2010年秋天，母亲突患脑血栓住
进了县医院，经治疗留下了后遗

症，从那以后母亲的微笑就不见
了。”为了母亲能再有微笑，母
亲出院后，杨青红凭着20多年的
从医经验，坚持为母亲做康复治
疗。后来，一位邻居也请求她帮
助同样患有脑血栓后遗症的母亲
做康复治疗。自此，杨青红为越
来越多的老人做康复。她深深体
会到，伺候瘫痪在床的老人是一
项十分繁重、辛苦的活，托养一个
人，能幸福一家人。为此，杨青红自
筹资金，2011年建立了一所养老机
构，现入住老人100多人。

2014年6月，杨青红依托养老
中心成立了沂源县阳光家园逸静
园残疾人托养所，目前已入住托
养中心的残疾人有60多人。中心
为入住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专

业护理、康复训练等托养服务。
2017年5月，杨青红又成立沂源县
残疾人托训中心和辅助性就业中
心，现托训残疾孩子20余人，辅
助性就业16人。2018年1月，杨青
红依托残疾人托养中心开展残疾
人居家托养服务，现居家托养170

位重度残疾人。她还引进青岛
“贴心点”智慧养老信息平台，
打造社区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系
统。

因为心中有爱，杨青红努力
践行办园的宗旨：替儿女尽孝，
为社会分忧。她先后获得了沂源
县委县政府颁发的“服务民生爱
心人物”“三八红旗手”“第五
届孝感淄博模范人物”等荣誉称
号。

自身残疾的杨青红建托养所养老助残———

一个“家”里住着“百姓人”
小镇举办洋葱擂台赛

农村大众报汶上讯 （通讯
员梁萌萌 张敏）5月20日，孟庆
建拿着刚刚办好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无不激动地说：“太方
便了，在镇为民服务中心就能直
接申领营业执照。”孟庆建从事
废旧物品回收，以前办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要去县城办理，光
来回路程就需要一个多小时。现
在从登记申请、填写信息到执照
办理，仅仅用了25分钟。

汶上县杨店镇孟海村村民孟
庆建这次能够办证不出镇，得益
于汶上县深化放管服改革。杨店

镇为民服务中心主任刘俊祥说：
“在镇为民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窗
口，群众只需要提交注册登记手
续，当天就能完成注册领到营业
执照，一次办好。”

据了解，该镇将涉及群众贴身
利益的民政、人社、卫计等事项，统
一纳入便民服务中心办理，全面承
办县行政审批局下放至乡镇的包
括商事登记（个体工商户、农民合
作社和食品经营许可）等110项为
民服务事项清单。

110项服务“下沉”到家门口
杨店镇群众办营业执照不用再往县城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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