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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了了合合作作社社，，百百姓姓钱钱包包鼓鼓起起来来
清河镇打造万亩果蔬绿色高效产业，为民致富

“我们公司采取果树基地
+冷鲜库+反季节直销的经营
模式，走出了一条致富路、品
牌路、科技创新之路。”清河
镇绿康果蔬保鲜有限公司总
经理魏云柱深有感触地说。

据魏云柱介绍，绿康果蔬
保鲜有限公司采取“农户+专
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市场”
的“一条龙”运营模式，有效
提高了农副产品的附加产值，
增加了农民和公司的收入。同
时，今年 3月份，该公司对农
副产品进行了商标注册和绿
色产品认证，生产的“绿康”
牌胡萝卜、大葱、大白菜、圆
葱、土豆等农副产品的各项指
标，均达到了“绿色无公害食
品”的要求。

记者在绿康果树保鲜有
限公司正好碰到了前来卖土
豆的曹福涛。曹福涛是清河镇

的种菜大户，他的蔬菜种植基
地达到1 0 0多亩。“以前没有
成立合作社的时候，蔬菜下来
了，只能卖给一些菜贩子，价
格是被一压再压，根本卖不上
价去。现在好了，有了合作社
这种新模式，我们与合作社签
订合同，由合作社给我提供种
子、肥料，等蔬菜成熟了，合
作社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全部
收购我们的蔬菜，我种菜再也
不愁销路了。今年的土豆市场
价0 . 7元/斤，合作社以0 . 85
元/斤收购我种的土豆，我这
十万斤土豆就增收一万五千
元。”曹福涛高兴地说。

“过去我们没有冷鲜库，
更没有这么成规模的果蔬种
植 基 地 ，只 是 从 清 河 镇 、申

桥、李庄、姜楼、辛店等一些
附近乡镇的果蔬种植散户手
中 收 购 一 些 圆 葱 、苹 果 、辣
椒、土豆等农副产品，不但受
到季节性制约，货源也不稳
定，还让贩运果蔬的商家在
中间‘宰一刀’，于是，赚到我
们手里的钱就很少了。”负责
绿康果蔬保鲜有限公司外销
工作的销售经理周纯文告诉
记者，现如今好了，有稳定的
果蔬基地、农户果蔬大棚、冷
鲜库、运输专业队等成套的
营销体制，并且拥有稳定的
销售渠道和常年签订购销协
议的客源，可以进行反季节
果蔬销售，以便增加产品附
加 值 ，利 润 也 就 上 去 了 。比
如，上个月，0 . 1 5元收购、扩

充、储备圆葱数量，现如今以
0 . 4 2元的高价，用公司20辆
果蔬运输车运往全国各地的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所以说，
发财、致富那是早早晚晚的
事情。”今年以来，公司与山
东省内、外大型批发市场建
立了产品销售合同。同时，在
当地，该公司与滨州银座签
订了定向果蔬采购合同，并
且直供滨州学院等高校每日
的“绿色无公害果蔬”学生营
养餐。

目前，清河镇正着力打造
万亩果蔬绿色高效产业园的

“升级版”，着力于农业综合
性发展，真正走出一条适合该
镇实际发展的科技、环保、创
新、致富的特色之路。

24日上午，记者来到惠
民县清河镇8000亩的宝源
蔬菜种植合作社，一片绿油
油的景象让人眼前一亮，不
远处是农户建起的3800亩
蔬菜大棚基地。宝源蔬菜种
植合作社是该镇目前最大
的民营性蔬菜种植合作社。
这是该镇近年来打造万亩
高效果蔬产业，为民致富取
得的硕果。

本报记者 张峰 见习记者
王文彬 通讯员 王勇

合作社大棚一角。

迅速抢修保供电

企业致谢送锦旗

本报8月25日讯(记者 张峰
见习记者 王文彬 通讯员 程
兵) 近日，龙马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及惠民惠宇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给惠
民供电公司送来“调度巧妙 服务
优良”、“和舟同济 共度难关”的锦
旗，感谢惠民供电公司在此次抗击
飑线风战役中为保惠民人民安全生
产生活用电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8月7日，惠民遭受飑线风袭击，
瞬时风力达到15级，惠民电网受损
严重，其中1座110KV变电站，9座
35KV变电站失电，110KV线路掉闸
1条次，35KV线路掉闸9条次,10KV
线路掉闸44条次，造成67207户居民
停电。在电力抢修恢复供电工作中，
供电系统全体参战人员不惧艰辛，
连续作战，克服了气候恶劣、道路不
畅等困难，用最短的时间全面恢复
了全县因灾损毁的电力设施，确保
了群众的生活、生产用电。

企业为惠民县供电公司送来
“调度巧妙 服务优良”、“和舟同济

共度难关”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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