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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14日电
当地时间11月14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就当前
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
场。

习近平指出，香港持续发生
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
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
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

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我们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
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
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
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
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中国政府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
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
心坚定不移。

习近平：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

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11月8日中午，刚扒了一口饭，
滨州高新区青田街道林水办主任张
卫青就被一个电话叫到了“青田公
社”。“有客户说要来拿几箱大
米。”张卫青跟妻子打了个招呼就
急匆匆赶往农产品展厅。

“青田公社”是今年7月份滨
州高新区青田街道打造的农产品销
售平台。青田街道整合资源，以高
于市场价收购各村办合作社的农产
品，经过包装设计后统一销售，探
索出一条“新人民公社”带动群众
共同致富的改革新路。

建销售平台，

800箱大米两小时售罄

在青田街道窑洼村特色面条生
产合作社，65岁的村民张群英正在
按照订单生产面条。合作社运行短
短两个月来，已经生产面条近2000

公斤。面条通过“青田公社”平台
销售，市场供不应求。

“市场销路这么好，在以前是
不敢想象的，特别是今年中秋节前
后，很多面条都是团购销售的。加
上我们的面条比市场上烘干的面条
口 感 要 好 ，很 多 顾 客 成 了‘ 回 头
客’。”窑洼村村民小组组长张光
永说。

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是“青
田公社”成立的初衷。“我们街道
主要种植粮棉、蔬菜，很多时候价
格是由菜贩子控制，市场价格波动
很大。”青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毅
说，“我们一直在寻求农业发展的

新模式、新途径，‘青田公社’的
成立充分发挥了政府的牵头引导作
用。就像接水管一样，一边是市
场，一边是农业生产，由政府来当
阀门，把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变成
抱团发展。”

这场改革发生在8月5日，这一
天，滨州清甜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刘毅喜欢称其为“青田
公社”。公司首先与拥有4000家线
下便利店的销售企业开展合作。为
了了解线下销售的效果，刘毅用当
地的大米做了次测试。“800箱大
米，两小时卖完，这样的速度让我
们信心大增。”刘毅说。

重构供销链，

催生村办项目

在青田街道南董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刚刚出锅的馒头正分批装
袋，准备送往各大销售点。“之前
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不敢上项
目，青田公社的出现给大伙儿解决
了后顾之忧，”青田街道南董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邢树永说，
“8月份村里研究决定，筹集了30万
块钱上了石磨面粉和馒头项目，现
在效益很可观。”

通过销售拉动生产，越来越多
的村集体自发成立合作社，各种农
业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老旧镇
羊肉”“郑家韭菜”“旧镇大米”……
青田街道74个村中，目前已有42个村
加入“青田公社”。“作为一个农业
乡镇，各村结合自身产业优势成立

集体股份合作社，通过‘农户+合
作社+销售平台’的模式，将全体
村民变成了公社股民，实现了集体
增收、村民致富。”刘毅说。

刘毅算了一笔账：以韭菜为
例，中间商收购价为2 . 2元/斤，社
区超市进货价2 . 7元/斤。“青田公
社”直接销售可以省去中间环节，
原中间商0 . 5元/斤的利润按照利益
约定进行分成。扣掉基本运转费用
后，70%利润归提供农产品的合作
社，30%拿出来给入股合作社平均
分配。“这样既保证各合作社产品供
应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入股合作社
的基本利润分红。”刘毅说，经综合
计算，通过公司销售，农户每亩可增
收1200元。成立3个月以来，“青田公
社”的销售收入已经突破200万元。
如今，不单是在青田街道，别的乡
镇、街道也有不少合作社、农业企
业希望加入“青田公社”。

养生粥杂粮配方，

一周七天都不同

这两天，刘毅正在等着设计公
司的面粉包装设计。“除了线下社
区销售，我们还跟京东合作在电商
平台销售。等面粉包装定下来，就
可以在网上卖了。”刘毅拿起一个
大米的包装箱，“像这样的包装改
了几遍，通过京东提供的大数据，
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产品、怎么搭
配、怎么包装更受欢迎。”

“比如我们的杂粮要提高附加
值，就得提升产品的档次，我们根

据药方，以杂粮为主搭配出养生
粥，一周七天都不同，这样的产品
设计更受消费者欢迎。”刘毅说。

目前，“青田公社”推广销售
的农特产品达50余种，公用品牌效
应正在持续放大。张卫青介绍，为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市场供应稳
定，街道对辖区农产品生产地块、
水面、种养大棚进行定点登记上
图，对产品上市时间、产量进行数
据统计，并接入线上数据系统。街
道还专门安排技术指导，同时对农
产品质量进行检测。“长线产品定
期检测，短线产品比如蔬菜之类的

当天检测，抽样质量不合格的直接
拉入黑名单。”张卫青说，“之前
有供米和猪肉的两家企业，因为质
量检测有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停止
销售他们的产品。”

“通过‘青田公社’这一区域
统一品牌开拓市场，改变了本地农
特产品普遍存在的‘小、散、多’
现状，下一步重点从产品的研发，
质量的保证上下功夫，进一步增强
农产品竞争力，以更大的市场来拉
动群众的生产。”刘毅说。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 宁
通讯员 王 峰 初宝瑞

解决农产品卖难，青田街道有个“新人民公社”
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各村办合作社的农产品，经过包装设计后统一销售

“我家的地都已经租给公司
了，我有时在公司里干零活，除了
每亩地每年1774元的租金收入，还
有工资收入。”石文奎是青州市弥
河镇窦家楼村的已脱贫享受政策
户。他所说的公司是离村不远的青
州市亚泰花卉科技有限公司。青州
市扶贫办借助当地花卉产业优势资
源发展产业扶贫，成了当地建档立
卡贫困户“脱胎换骨”的一剂良
药。

亚泰公司是当地花卉龙头企
业，11月7日，在亚泰公司里，记者
看到了连片的高标准花卉大棚。其
中，2017年公司整合各类扶贫资金
670万元，打造“花卉扶贫产业集群
项目”，建设15560平方米的智能连
栋温室；2018年利用扶贫资金685万
元，打造“亚泰种苗繁殖基地项
目”，建设7840平方米智能连栋温
室。同时每年项目收益100多万元纳
入非税管理，连续3年通过“一卡
通”直补到户，用于全市已脱贫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返贫、新致贫群众
以及大病医疗救助等。这就是当地

脱贫户口中说的脱贫“分红”。
“除了家里的务工收入，我们

家花的钱基本是政府给的，多亏了
政府的好政策啊。”说这番话的张
福涛，是亚泰公司附近黄泥沟村
人。他把家里四口人的土地都租给
了公司，每年有9 0 0 0多块钱的收
入，还有项目分红1500元。张福涛
2013年做了肾移植手术，不能干重
活，平时主要在家照顾瘫痪的母
亲。他媳妇吕井梅因为把自己的肾
给了丈夫一个，也只能干点轻快
活，有空会到公司打工。家里的两
个上学的孩子，政府还给了6000元
的教育资助。四人依靠扶贫政策兜
底，实现了脱贫。在公司流转土地
的200多户农户中，共有16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公司优先安排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在公司打工。扶贫项目
与花卉园区建设和企业发展互为补
充，实现项目可持续，增强了扶贫
“造血”功能。亚泰公司通过利益
联结、参与生产、就近就业等途
径，把贫困人口纳入帮扶链条。公
司运作平均每天用工30人左右，优

先聘用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其
中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长年在公司
打工，年人均季节性收入8000元以
上。公司对有意愿发展苗木种植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价提供种苗、
免费技术服务，按市场价格回购苗

木。目前8户贫困户在公司的指导
下种植苗木，面积达到12亩，预计
年均增收10000元以上。

为解决花卉生产中贫困户缺乏
启动资金、销售市场、管护技术的
三大瓶颈，青州市不断完善花卉

“龙头企业”、合作社与扶贫对象
的利益联结机制，针对有发展花卉
产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实施技能
培训，鼓励自行种植，并提供种
苗、技术服务，按市场价格回购，
帮助他们增收。目前市内黄楼街
道、弥河镇等花卉主产区内的馥郁
花卉、铭园花卉、华盛农业等“龙
头”企业，通过引导贫困群众参与
土地流转、优先聘用贫困群众到园
区就业、大力倡导有能力的群众自
主创业等措施，有效地实现了贫困
群众增收。打造了企业和群众抱团
发展的全方位的花卉业产、供、销
产业链。

农村大众报记者 唐 峰
通讯员 马永婷 杨晓华

青州不断完善花卉“龙头企业”、合作社与扶贫对象的利益联结机制

创新花卉产业链，群众脱贫不用愁

“青田公社”工作人员在研究农产品包装。

当地群众在亚泰公司的扶贫项目基地打工。
粮田棉田全冬耕，
消灭害虫越冬蛹。

冬天把田翻，
害虫命“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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