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秀平

2019年2月18日 星期一 农历己亥年 正月十四 第11122期2019年9月12日 星期四 农历己亥年 八月十四 第11265期

农村大众报齐河讯 （记者张
婷）9月10日，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
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齐河县举办，会上
发布了第一批20个全国农业社会化服
务典型案例。

据介绍，近两年，山东按照省委
深改办要求，遴选部分县市区开展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规范化运行机制建
设试点工作，探索社会化服务的有效
路径，为全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模式。会议要求重点做好九方面工
作，一是积极培育服务公司、农民合
作社、基层供销社、村集体经济组织

等多元化服务主体。二是重点支持面
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加快培育服
务市场。三是推动资源整合，提高共
享利用水平。四是积极拓展服务领
域，延伸服务环节，稳步扩大服务覆
盖面。五是以规范化建设为核心，全
面推进服务标准、服务质量、服务主
体信用等行业管理制度建设。六是积
极推广应用信息技术，提升服务的智
能化水平。七是加强典型示范，引领
社会化服务发展。八是研究出台相关
政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九是组
织实施好农业生产托管项目。

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

现场推进会在齐河召开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记者刘
真真）9月6日，滨州高新区小营街
道小前村的老人们领到这个月的100

元孝善基金，加上每月120元的养老
金，老人们的日子比以前乐呵多
了。据了解，小营街道探索出了一
条独特的养老模式：子女自愿每年
交纳1000元孝善基金，村里补助后按
月发给老人。截至目前，全街道已有
50个村加入“孝心示范工程”，建立孝
善理事会，子女交纳168 . 4万元，1635

名老人乐享孝善基金。
听到成立孝善基金的消息，潘

王村的张巧然抢先给76岁的老母亲
交上1000元。妹妹不甘落后，决心
来年抢在哥哥前头。据潘王社区党
总支副书记李金忠介绍，自村里发
布消息之后，全村69位老人的孝善
基金两天内全部交完。

记者从小营街道获悉，该街道
针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中60周岁
以上老人和所有70周岁以上老人，

建立“子女自愿交纳赡养费+村级
孝善理事会按比例奖励+社会爱心
捐赠”的孝善基金运作机制。拿潘
王村为例，子女需要给老人交1000

元，村里补助300元，每位老人每月
能领 1 0 0元生活费，春节多加1 0 0

元。潘王村会计郑吉永介绍，所有
的资金由街道核算中心统一管理，
每月20日左右，潘王村会计填报提
款申请，通过后拿着支票到银行提
款。每月25日之前，孝善基金发放

完毕。此外，小营街道还多渠道筹
集孝善基金，向社会爱心企业、爱
心人士及在外成功人士发放《推行
孝善基金捐赠倡议书》。潘王村今
年1月成立孝善理事会当天，盛豪
集团的老板就拿着5000元现金来到
了村里，李金忠代表村里留下其中
的2000元。当地的一名种植大户为
符合条件的老人每人捐了1 0斤大
米。此外，村里的运输专业户、个
体工商户等也纷纷捐款。

“一想起这是我的孩子给我交
的钱，我就特别自豪！”今年73岁
的郑会臣大爷说，孝善基金给他带
来最大的变化就是心理变化，3个
女儿抢着到村里交钱。

“‘孝善基金’凝聚起了我们
街道80个村的正能量，我们正在探
索从街道财政‘蛋糕’中专门切出
一块来补助各村的孝善基金。”滨
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小营街道党
工委书记李从锋说。

探索农村养老新模式，争孝比善的故事不断涌现

以孝治村，小营街道1635位老人享“孝善基金”

如果不是在淄博市博山区石马
镇桥西村的葡萄园里见到光蕊，记
者怎么也无法将她与农业联系在一
起。光蕊在城里长大，却选择在农村
创立山东佰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田园梦”。

光蕊1979年出生在博山城区，
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
帮父母经营公司。谈及为何突然步
入农业这一行，光蕊说，是由于自
己内心有一个田园梦。

2014年光蕊决定将多年的“田
园梦”付诸行动。“我当时连韭菜
和麦苗都分不出来。”光蕊说，为
避免走弯路，她去了多家国内外知
名的农业公司考察学习，最后在农
业专家的指导下，以葡萄作为公司
发展的主打作物。“确定好发展葡
萄以后，我又到了省内外多家农场
考察葡萄品种，最终确定以日本香

印和早霞玫瑰为主打品种。”光蕊
介绍。

2015年5月，光蕊在交通便利
的博山区石马镇桥西村承包200亩
地，投资300余万元建了7个大棚。
可 2 0 1 6 年的一场雨浇醒了她的
“梦”。“首期建设的7个大棚全
部为下洼式大棚，一到雨季，大棚
内积满了雨水，前期投资的300多
万元就这样打了水漂。”

就在光蕊打算放弃时，省妇联
主席邢善萍带领山东农业大学的专
家智囊团让光蕊重振信心。2017

年，她又踏上了农业学习之路，到
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农业种植管理技
术。“从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回来
后，我拆除了5个大棚，又投资700

余万元建了11个智能温室大棚，引
进先进的根域控制技术。”光蕊介
绍，新的技术不仅解除被淹隐患，

并且能够达到节水、节肥、节省空
间的功效，且透气性还好。

有了新技术，建了新大棚，从
2017年开始，大棚发展步入正轨，
10月份一串串颗粒饱满的葡萄开始
收获。光蕊种出来的葡萄不仅卖相
好，甜度特别高，再加之便利的交
通，一时之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采摘。2018年她增加了油杏、玉露
香梨、小蜜罐西瓜等稀有品种，增
加了采摘的多样性。

随着品种发展的多样性，光蕊
增加了线上销售模式。“2018年增
加了微商速售系统，截至目前共积
累了30多万粉丝，现在由一名工作
人员操作60部手机。”光蕊介绍，
去年一年的营业额达到583万元。

“2018年我有了开通直营店的
想法，今年年初在博山颜山国际开
通了第一家占地190平方米的花迹

农场直营店，主要销售中高端水
果。直营店的定位就是把农场最新
鲜的农副产品直达顾客的餐桌。只

要好吃价格高一点也能留住客户，
像我们的日本香印葡萄一斤68元，
却是店里销量最好的。”光蕊说。

一步一脚印 一年一台阶

城市姑娘的田园梦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房孝钰

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崔文红两
眼一睁忙到天黑。

走进济南的山东花卉批发市
场，四周绿意葱茏。“外人看不到
我们的辛苦。”崔文红说，虽然已
近中秋，太阳底下的气温仍高达
30℃以上，她和丈夫每天早出晚
归，给客户养护绿植。

他们提供的是花卉租摆服务，
租期内定时养护和调换，保证观赏
效果。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酒店
对花卉有了大量需求，为控制成本，
不买只租，催生了花卉租摆这门生
意。崔文红就是看到了这个趋势，
2014年她和丈夫一起，调整了花店
的经营方向。

“再早之前，只是单纯卖

花。”崔文红说，2006年，她和丈
夫一起离开青州黄楼老家，在济南
的花卉市场打工，学习了一些经营
技巧，也认识了一些朋友，便自立
门户，开了这家花店。

尽管忙碌，崔文红很是高兴。
天气转凉，马上又是中秋节、国庆
节，生意越来越好。“前些日子主
要是忙养护，都是四五月份和过年
的时候接的单，从上月中旬才陆续
接到新单。”

“像这盆绿萝，能卖到30元，但
是如果出租，可以租到每月3元至5

元。”崔文红说，去年，她家的花卉店
收入中，租摆业务占比达到60%。

不过，崔文红的花卉租摆也并
非一帆风顺。“连快递小哥都能直

接跟物业公司联系，接单做花卉租
赁生意。”她说，花卉租摆业门槛
低，业务成交主要靠人际关系，整
个市场充斥着价格战，让她几次有
了卷铺盖回老家的想法。最后，崔
文红还是熬了过来。其中一个原因
是女儿的加入。

去年，女儿张桐大学毕业来花
店里帮忙，一开始，先是鼓动崔文
红两口子在市中心又开了一家花
店，后来又把花店生意做到了网
上。“去年她去云南旅行，带回来
100支喷水就变色的花。正赶上光
棍节，她把这些花放到网上，一下
子就卖光了。”年轻人的想法，崔
文红感觉有些跟不上。

两个月前，女儿又张罗做花艺

沙龙。“普通的花店只卖花，但是
我发现不少顾客喜欢自己插出有意
境的作品。”张桐告诉记者，她想
把花店改造成一个交流学习的平
台，供爱花的顾客学习插花、交流
心得、释放压力。今年阴历七月初
七，张桐与几位朋友一起，策划了
一场浪漫的相亲活动。活动奖品里
有鲜花美酒等等，均来自朋友各自
经营的商品。此次整合策划活动
后，花店的生意额提升了近三成。
“以某一主题为主的策划能给花店
生意增色不少。”张桐认为这样的
活动还要继续做。

对于女儿层出不穷的想法，崔
文红有些吃不准。“现在到处都在
讲创新，年轻人脑子活，思路宽，

折腾折腾是好事，但就怕，三折腾
两折腾，把花店折腾黄了。”崔文
红有些担心。

“崔老板，我保证花店越折腾
会越兴旺。创业本来就是在不确定
性中的一场博弈。”张桐说，现
在，我们“农二代”陆续走上职
场，能不能比父辈们做得更好，我
不知道，但是我想努力地做这件事
情，希望比上辈做得更好。

父母的老花店融进女儿的新梦想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白露种葱，
寒露种蒜。

萝卜白菜葱，
多用大粪攻。

光蕊正在查看作物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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