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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郑颖雪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 栋

10月16日上午，在寿光市田柳镇王高五村，
记者见到了正在西兰花田里和村两委成员一块
忙活的“第一书记”宋梅贵。“走，去村里转转。”
听说我们要看新修的路，宋梅贵揣上自己的笔
记本，带记者来到村里，正好碰上王增祥老人在
打扫家门口新修的水泥路。

“第一书记驻村后，为我们解决了不少难
处。”王增祥说。

路难走，电跳闸———

逐个解决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门口的土路越压越不好，坑坑洼洼的，老

人骑三轮车很危险。”
“去年雨雪大，根本出不去门。”
今年初，寿光市新闻网络管理中心副主任

宋梅贵担任王高五村“第一书记”。刚到村里，他
就听到村民反映路难走的问题。

于是，宋梅贵和工作组把村内大街修整作
为“第一仗”。工作组与村两委研究后，反复征求
村民意见，细化工作方案。核算下来，发现连同
村庄生产路整修一共要花费50多万元。

钱从哪里来？考虑到部分村民的实际情况，
宋梅贵决定不让村民花一分钱。借寿光全市实
施农村道路网化工程的时机，宋梅贵积极争取
到资金43万。又通过努力，在派驻部门支持下筹
措资金11万元。200米的村内南北大街和一条
1000米的生产路，很快硬化完毕。

针对原变压器老化，供电能力不足的问题，
工作组协调供电部门，为村里新安装200千伏安
变压器一台，改造低压照明线路千余米。

“新变压器效果很好，再也没出现经常跳闸
的情况。”村民王云祥说。

发展合作社———

集体收入上来了
“工作组来了后，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宋

书记带我们引进的2个新品种都取得了不错的
效益。荷兰土豆种植后，收获的土豆色泽好、营
养价值高、耐储藏，销路非常好。”王高五村凯瑞
农民专业合作社监事张秀丽说。

实现集体增收和群众致富，是“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的根本。

2011年4月，王高五村流转土地1500亩，成立
专业合作社，发展会员390名。宋梅贵驻村后，围
绕农产品生产、股金分配等问题，组织村两委成
员到莱阳、平度及寿光本地的洛城东斟灌等地
考察学习，修订完善合作社章程和相关制度，引
进多秆多穗黑玉米、荷兰土豆等新品种，村集体
每年可增收10万元，农户年均增收近万元。

“土地流转出去后，1亩地每年净收1000多
块，另外还有股份分红。加上在合作社打工，一
年还有2万多元收入，等于是拿双份工资。”村民
李建梅告诉记者。

工作组还与村两委研究决定，调整土地120
亩，建设农业园区，新建高标准蔬菜大棚22个，
增加了集体收入，也拓宽了群众的致富渠道。

如何保证持续发展？宋梅贵下一步打算学
习外地经验，规范运转“土地入股”模式，引导扶
持新产品开发，宣传包装“村社共建”品牌，做蔬
菜产品深加工，走产业化道路。

体检不方便———

专家进村义诊
王高五村共有260户，780口人。在宋梅贵的

笔记本上，详细画着全村的平面图，每户的姓名
后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存在的问题。

为使驻村工作真正“接地气”，宋梅贵带领
工作组在村里一户户地走访，组织召开座谈会6
次，发放调查问卷200多份。

调查中宋梅贵发现，因村民大多种植大棚，
一般有风湿之类的“职业病”。但大家平时太忙，
去城里看病也不方便，村民普遍没有体检的习
惯。工作组积极协调市级医疗卫生单位，今年7
月6日，8名专家进村，为群众现场义诊，提供咨
询服务100多人次。

村民陈兰英体会到了医生进村的好处，“我
今年70岁，虽然身体硬朗，但有腰疼的毛病，一
直忍着。进村体检的大夫看了看，说是骨质增
生，不干活儿，多注意点就行了，我也放心了。”

了解到有的村民生活困难，工作组与5户困
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先后捐助物资折款2000
多元，并积极帮他们寻找致富路子。

有村民反映文化生活少，想活动活动，搞演
出都没有场地。工作组与村两委多方筹集资金，
为村民修建文体活动场所2处，并协调文化、体
育等部门免费为村民配套活动器材，以及图书
2000多册、移动影库1套、书橱4个。

“既然来到了王高五村，就抱着‘干事不添
事、为民不扰民’的态度，为村民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儿，能帮点儿是点儿。”宋梅贵说。

干事不添事 为民不扰民
———“第一书记”在田柳镇王高五村

浮桥村：小萝卜“长成”大产业
□ 见习记者 郑颖雪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看着地里的萝卜就跟看花似的，真美。都
是靠萝卜，我才住上了楼房。”10月17日，寿光洛
城街道浮桥村村民王永福指着绿油油的萝卜地
说。65岁的老王种着12亩萝卜，一年两茬，全年
收入20多万。

在浮桥村，提到生活的改变，村民们异口同
声地将其归功于萝卜。

浮桥村富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良信告诉
记者：“浮桥萝卜已经有200多年的种植历史，经
过长时间的选优和提纯复壮，在青萝卜的基础
上选育出了适合本地水土的品系，发展成了现
在的浮桥萝卜。”

198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村民王立福发现
反季节萝卜效益更好，浮桥村从此走上了大棚
种植萝卜的新路。2002年，适逢浮桥村土地调
整，萝卜种植面积翻了一番，当时达到了800亩。

2008年成立的富民专业合作社使浮桥萝卜
有了新的发展空间，“以前我们自己闯市场，成
本高、效益低，还可能碰到欺诈。加入合作社以
后，从种子到化肥农药到最后的销售，都放心交
给合作社。”萝卜种植大户傅良玉说。

“在种植过程中，合作社进行统一指导，狠
抓质量管理。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合同，严格按照
绿色食品要求进行种植，提高了浮桥萝卜的品

质。此外，我们还不断进行研究，设计了特别的
包装，让萝卜带着绿色鲜缨上市，更加畅销。”傅
良信介绍。

据了解，如今浮桥萝卜种植实行轮作耕种，
一年最多可种三茬。春节后种上第一茬，“五一”
期间收获；6月中旬种第二茬，中秋节期间收获；
10月上旬种上第三茬，元旦收获。从萝卜的种植
规律可以看出，浮桥人特别注重节日市场。

如今，浮桥村300多户村民，几乎家家户户
种萝卜，萝卜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1100多亩。冯
法明、岳法孔等村民嫌本村的几亩地种得“不过
瘾”，还到邻村承包了几十亩地，搞大面积种植。

浮桥村还建成了寿光市最大的萝卜储藏基
地。每年夏季，萝卜不再像以往那样出售，而是
经过整理包装，在冷库存放二三个月。到了七八
月份，再上市的浮桥萝卜每个就能净增值1元，
行情好的时候还能长2元。

秉承“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特”的理
念，浮桥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闯出了自己的
道路。现在，浮桥萝卜不仅供应国内市场，更远
销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

浮桥党总支书记刘增亮介绍，“如今，不仅
浮桥村，附近村民都加入了合作社。萝卜种植以
浮桥为中心辐射周围各村，以点带面地实现了
规模化、专业化的种植。下一步，我们打算发展
萝卜干、泡菜等加工项目，带动萝卜后期深加
工，延伸产业链，进一步提高收益。” 浮桥萝卜喜获丰收。

“卖种子、种苗，是
个良心买卖。农民买种
子、种苗，寄托的是一年
的希望。”47岁的杨丙光
是寿光市宏丰种苗商行的
总经理，“我卖了20多年
的种子，没有接到一起投
诉，没有发生一起假种
子、假种苗事件。”

“这些年，我比着诚
信这把尺子，丈量自己做
人 的 宽 度 和 做 事 的 高
度。”杨丙光说。

心有诚信尺 20多年“零投诉”
——— 记“寿光好人”杨丙光

□ 吴庆辉 戴玉亮 张立娟 袁京勇

卖种子自己先试验

为了给农民提供好种子，杨丙光租了一个高
标准大棚，把选出的种子反复试验。往往50个品
种试一年，剩下5到10个，再试一年，最后差不多
就剩下2到3个，有时候甚至1个不剩了。

“哪种种子耐低温、耐高温、抗病性强、适合什
么季节种植、果型如何，杨总经理都熟记于心。”在
宏丰种苗商行工作了6年的技术员王丽娟说。

“用宏丰的种子，没吃过亏，没上过当，年年
丰收。”圣城街道野虎村的王利军告诉记者。

“新品种是占有市场的法宝，更容易获得较
高的经济效益，但要是不能保证种植效果，我宁
愿晚一年。”杨丙光有自己的坚持。

从当初40平方米的种子店，到现在拥有固定
资产1000多万元的种苗企业，杨丙光诚信对客户
的同时，对自己的员工也是宽厚有加。

“我1995年就来了，我们这些老员工把商行
当做自己的家。”宏丰种苗业务员游会仁说，“快
20年了，杨总经理没拖欠过我们一分钱工资。”

种苗行业用工特殊，发苗的时候，周围村庄
里来打工的很多，工资日结。平时，村民晚来一小
时，早走一小时是常有的事，杨丙光从不计较这
些：“短了工作时间可以，短了工钱不行。”因为杨
丙光夫妇待人宽厚，20多年来，从经营门店到管
理公司，二人几乎没有遇到过用工难问题。

“我们对员工好，员工给了我们更多。”杨丙
光说，今年9月的一天晚上7点，突然有客户赶来
要大批量的种苗，很多已经回家的职工匆匆赶回

来，主动搬苗装车。事后，杨丙光给大家发加班
费，员工却推辞说，就是过来搭把手，不用给钱。

30万捐给农民工

2011年，在潍坊市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活动
中，杨丙光捐了30万元。

“小时候家里穷，没上过多少学，四处打工挣
钱养家，知道农民工的不易。”杨丙光说，“那30万
本来是打算给妻子买车的，但听说这个活动后，
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她当即就同意了。”

“老杨心软，看不得别人受苦。他常说，帮也
帮不了多少，但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吧。”杨丙光妻
子王桂风说。

营里镇南岔河村有一户人家总来买种子，知
道他家有4个残疾孩子后，杨丙光再也没收过他
的种子钱；野虎村的高学顺妻子重病，家里经济
条件不好，杨丙光给自己孩子买衣服时经常捎带
着给高学顺的孩子也买一套；岳光村的高建春身
体不好，找不到工作，杨丙光安排她在育苗厂上
班，还叮嘱门卫帮她照看孩子……

2005年春节，杨丙光带妻子回老家，返回寿
光的路上，沿途看到一个大棚失火，二人急忙下
车找人救火。直到凌晨1点，才把火扑灭了。王桂
风回忆起那天的情形时说：“回到家，春节联欢晚
会也演完了。后来我问老杨，咱这么做，图啥呢？”

“图个心安。”杨丙光回答说。
“菲特”台风登陆沿海，浙江受灾。10月8日，

浙江温州沧南县汪恒宝的育苗厂被淹，打来电话
求助，要购买23万株西红柿种苗。杨丙光得知情
况后，在寿光市场价7角5分的情况下，以每株6角
5分的价格卖给汪恒宝，并承担了8000元的运费。

“好人种子”撒遍全国

山东德鲁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李祥洪
自称是杨丙光的“老部下”。2005年，李祥洪到宏
丰种苗商行做业务员。2007年，杨丙光鼓励李祥
洪走出去，自己创业，并承诺向他提供货源、技
术、资金及其他支持。现在，李祥洪有了自己的企
业，效益一年好过一年。

“有一次，因为种植户自己的原因，种苗成活
率不是太高。杨总经理知道后，主动提出来免费
提供种苗补上。他说，我们损失了一批种苗不要
紧，农民损失了一季作物事就大了。”李祥洪说。

2003年，来自河北邯郸的王广开始负责宏丰
种苗在河北、山西的销售工作。回忆起杨丙光，王
广满是感激：“杨总经理对人对事的态度对我影
响很大，我在自己创业的过程中经常会想起在寿
光工作的日子。”2012年，王广注册成立了邯郸金
谷春秋种苗专业合作社，现在发展势头良好。

安徽的简善亮是蚌埠市蔬菜研究所的所长。
“最早认识杨丙光是在1996年，这么多年来，他踏
踏实实做事、本本分分做人的态度在同行中有口
皆碑。”简善亮说，“杨丙光自己富了，不忘带动其
他人致富，这一点让人钦佩。”

2007年，宏丰种苗商行被评为“寿光市种子
经营诚信单位”；2011年，杨丙光当选“寿光十大
农民致富带头人”；2012年，杨丙光成为“潍坊市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个人”；2013年，杨丙光光
荣上榜“寿光好人”。

“第一书记”宋梅贵(左二)查看合作社蔬菜生长情况。

生态文明示范市

建设规划签约

□通讯员 聂桂芬 侯志明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0月12日，省企业联合会、省企

业家协会和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公示了“2013山东
企业100强”名单。寿光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和联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以458亿元和136
亿元营业收入入围，分列第16位和第84位。

据悉，山东百强企业评选主要依据主营业务
收入额。潍坊在此次活动中共有8家企业上榜，寿
光两家企业分列潍坊上榜企业的第2位和第5位。

□通讯员 刘瑞全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举行了“寿光市生态

文明示范市建设规划”签约仪式。仪式上，寿光与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正式签约，委托该院对寿光
的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创建工作进行规划编制。

近年来，寿光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始
终坚持生态优先战略，4年以来累计投入45亿元用
于生态环保建设，全市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全市15
个镇（街、区）中达到国家环境优美乡镇的有14个。
去年，该市先后通过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复核和国
家生态市考核验收。今年9月23日，又全面启动了

“美丽寿光环保专项行动”，已经具备了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示范市的基础和条件。

行政诉讼案

和解撤诉率逾90%
□通讯员 张勇 罗志海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法院在行政审判工作中，

巧用行政协调机制化解官民矛盾，积极与行政机
关和相对人进行沟通协调，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
和解协议，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今年以来，该院共
审结行政诉讼案件74件，和解撤诉率达90%以上。

据了解，寿光法院注重做好诉前矛盾纠纷的
排查和协调工作，对一些影响较大、情况复杂的行
政纠纷案件，审判人员提前介入，一方面与行政机
关沟通、协调，另一方面疏导、平缓当事人情绪，防
止事态扩大，并充分利用立案、送达等准备工作，
对当事人及时进行适当的行政诉讼指导，促成各
方当事人之间的理解和谅解。

与此同时，寿光法院发挥法官在协调机制中
的主导作用，注意抓住案件的争议焦点，对症下
药，对于行政赔偿案件，多做调解工作，尽量促成
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对于行政行为合法，但合理性
存有争议的案件，通过协调制定双方满意的补救
方案。

寿光农商行

获得基金销售资质
□通讯员 王朋 周淑贞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农村商业银行成功

取得基金销售业务资质，成为基金销售业务资质
审批权限调整后，省证监局首家予以受理、批复
的金融机构，也是我省农信系统首家取得基金销
售业务资质的行社。

据了解，近年来该行不断加快推广代销基金
业务步伐，稳步推进债券发行工作，进一步做好
理财产品研发工作，完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将
已推出的系列理财、贵金属（黄金、白银）、保
险、外汇、黄金以及存款、贷款等业务进行整
合，打造品类齐全的金融超市，逐步建立富有农
商行特色的财富管理中心。

□通讯员 孙浩 王莹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今年8月以来，寿光深入开展

了以“凝聚慈善力量，共建幸福寿光”为主题的
“慈心一日捐”活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社会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踊跃捐
款，积极为慈善事业发展奉献爱心。截至目前，
该市慈善总会办公室圆满完成慈善捐款接收任
务，累计接收善款912 . 7万元，比去年增加121 . 3
万元，同比增长15 . 3%，创下“慈心一日捐”活
动开展以来的捐款新高。

寿光旅行社总数

达23家
□通讯员 王朋 丁同海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潍科飞翔旅行社

有限公司正式获批设立。至此，寿光旅行社总数
达23家，数量居潍坊各县市区首位。其中经营
出、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达到2家，AAA级旅
行社4家，省级诚信旅行社2家。

据了解，近年来寿光不断拓展旅游资源，强
化旅游开发，全市已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3处，
3A级旅游景区1处，2A级旅游景区2处，全国首批
农业旅游示范点2处，省农业旅游示范点3处，省
旅游特色村1处，旅游专业合作社4处，省旅游强
乡镇3处。今年上半年，寿光共接待境内外游客
318 . 42万人次，仅第十四届中国寿光蔬菜科技博
览会期间就接待中外游客216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22 . 92亿元，同比增长18 . 89%，总收入和增
幅均列潍坊县市区首位。

晨鸣纸业与联盟化工

上榜山东百强

“慈心一日捐”

募集善款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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