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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养獭獭兔兔1100年年，，老老兵兵成成““兔兔子子王王””
江世同：要带领村民办獭兔深加工厂

孙耿镇积极开辟增收渠道

8000农民在家门口上班了

本报 4 月 9 日讯 ( 记者
杨擎 通讯员 吴莎莎 )

近几年，孙耿镇针对农
民增收速度慢、就业门路
窄的现状，积极开辟增收
渠道，引导农民跳出农门
掘财源，向镇域企业输送
劳动力就成了促进农民增
收的一条重要途径，8 0 0 0

余人实现了“工人梦”。
“我们两口子都在镇上的

企业上班，一个月收入6000多
元，每天步行来上班既安全又
方便。”孙耿镇西街村村民艾
大姐说，这几年家里不仅添置
了冰箱、彩电、洗衣机，还购买
了小汽车。

为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孙
耿安家落户，让更多农民找
到就业的机会，孙耿镇注重
发挥省级中心镇优势，加快
工业园区建设，聘请省城镇
规划设计院的专家对工业园
区进行了科学规划，使园区
达到了服务设施配套、服务
体系健全、综合功能增强、辐
射能力提高的要求。

同时，坚持政策招商、服
务招商，用优惠的政策吸引
客商，用优质的服务留住客
商，千方百计为落户企业
排忧解难，积极引导企业
挖潜改造和规模扩张，为企
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外部环境。

据了解，济南达利食品
公司、济南新先锋至尊包装
有限公司、济南金百利包装
用品有限公司等70多家企业
已相继落户孙耿。

此外，孙耿镇依据本镇
实际，重点培植壮大了达利
食品、万佳源商贸等农产品
精深加工企业，并与基地、
农户搞好联合协作和捆绑
经营，将千家万户的小生
产变为专业化、标准化、规
模化的大生产，提高了农
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为全
镇农民开辟了一条增收致富
的捷径。

截至目前，孙耿镇已有
8000余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
“工人梦”。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健

战友给他开玩笑

并真给他弄来20只兔子

2004年，江世同当兵转业回
到了养育他的江店村。由于家庭
条件不是很好，他开始了自己的
创业之路。农村土地比较多，空闲
的场地也多。经朋友介绍不经意
间接触到了獭兔养殖，从20只的
养着玩儿，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拥
有成兔4000多只的养殖场。

最初的养兔子只是一句玩笑
话，没想到江世同坚持了十年，“在
家没事儿养几只兔子吧。”江世同
说，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他部队上的
战友给他开玩笑，并且真给他弄来
了20只兔子。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江店村
东侧的獭兔养殖场，从院墙的外侧
看养殖场，成排的杨树已经冒出
嫩黄色的芽。一进院子记者发现，
上下三层的兔舍都建在树与树之
间，兔舍遍布整个林区。

想过建好一点的兔舍，当时条
件有限，最初的时候兔子比较少，只
有几百只，在兔舍里养还行，为了减
少成本，才在树林地里盖起了简易
的兔舍，没想到，这种更简易的兔
舍，兔子长势更快。

“林兔套养也是被逼出来
的。”江先生说，林兔套养纯属自
己琢磨出来的，没想到效果这么
好，一到春夏，杨树枝叶繁茂，树

林能给兔舍遮阴，下大雨时也能
为兔舍挡风，最主要的是净化兔
舍的空气。

树林对兔舍形成了一个无形
的屏障，对于树林来说，兔粪是非
常好的肥料。由于兔粪较多，一部
分用来养树，一部分还能带来不
少效益。

死兔后不断学习

成了名副其实的“兔子王”

面对20只活泼可爱的小兔
子，江世同百般呵护，拿出自己所
有的精力来研究如何养殖獭兔，
逐渐喜欢上了獭兔养殖。经过两
年的时间，江世同将自己的养殖
规模扩大到了300只左右，已经初
具规模，也坚定了江世同养兔的
决心。

在一次喂食中，江世同发现，
兔子都不吃食，而且出现了腹胀
等现象。又过了两天，江世同发现
有大量獭兔死亡，这对江世同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当时看着真心疼。”
江世同说，看着兔子一只只地死，自
己却没有办法。

他拿起两只死亡的兔子，租
车去了济南市农科院。经过专家
的解剖分析，江世同的兔子得了
流行性腹胀病，腹胀病具有可防
难控的特点，后来从南京邮寄来
腹胀病的防疫药。这样，江世同才
保住了100多只兔子。

回来后，江世同没有气馁，针
对獭兔养殖的防疫更不敢懈怠。

“空闲时间自己多看书，也去济南
听讲座。”江世同说，虽然他只有
初中文凭，但对于獭兔养殖，他也
在不断学习，将书本知识运用于
自己的养殖场。

据了解，通过不断的学习和
扩大规模，现在江世同的獭兔养
殖场，獭兔成活率已经达到了
95%，很多养殖户都来向江世同学
习獭兔养殖技巧，江世同也成为
了名副其实的“兔子王”，而他还
是坚持看书学习。

扩大养殖规模，

梦想建獭兔深加工工厂

江世同已经与獭兔结缘10年时
间，獭兔带给他的有喜有忧，现在江
世同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兔子
王”，亲戚朋友看到他养殖獭兔，也
前来咨询养殖技巧。在离江店村不
远的王碱场村，有朋友在江世同的
指导下也养殖起了獭兔。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养
殖獭兔。”江世同说，自己已经在
当地的工商局注册了济阳老兵养
兔专业合作社，在自己扩大规模
的同时，江世同想把獭兔养殖做
成一个产业。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更需要养殖户联合发展。

当问起梦想时，江世同想要把
獭兔养殖扩大到一定规模后，建设
自己的獭兔深加工工厂，獭兔全身
都是宝，皮毛可以制衣，肉可以食
用，这样就能实现獭兔养殖的最大
效益，使村民都富起来。

提高效率，节省劳动力

垛石番茄“机器”来挑果

本报4月9日讯 (记者
张健 通讯员 王雪 ) 日
前在济北瓜菜批发市场，一
台长约七八米的樱桃番茄自
动分级机吸引了人们的目
光。只见一筐筐樱桃番茄被
装上分级机，随着分级机滚
动轴的有序转动，一粒粒樱
桃番茄各就各位，被自动按
大小分成5个等级。

有了这台分选机，工人
只需将分级好的樱桃番茄进
行装箱包装。“有了这台机
器，原来28个人干的活，现在
只需要10个人了！”说起自家
的“好帮手”，车大哥满脸的
欣喜。

“可别小看了这台机器，

它的作用可不小，不仅节省
了劳动力，还提高了效率
呢！”车先生说，现在自己每
天能收购16000斤樱桃番茄，
自动分级机每小时能分级樱
桃番茄2000斤以上，这样当
天就能把收购的樱桃番茄分
级完。

据了解，时下正值樱桃
番茄旺销季节，劳动力紧张
成了客商收购、分级、销售番
茄的一大难题。如今自动分
级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
工难题，同时自动分级机的
高效工作也有利于樱桃番茄
的及时外运，为使消费者吃
上更新鲜的樱桃番茄提供了
有效保证。

开发区与在建企业签署

《不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书》

本报4月9日讯 (记者
杨擎 通讯员 卜令超 )

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建筑领
域农民工工资拖欠治理工
作的部署要求，近日，济北
开发区与丹夫、加多宝、康
师傅、鲁华生物等在建企
业签署了《不拖欠农民工
工资承诺书》。

“这份承诺书要求各施
工合作单位绝不拖欠、克扣
农民工工资，做守法、诚信、
负责任的建筑企业。”济北开
发区相关负责人说，对各自
单位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进

行一次梳理排查，以确保
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
放。

据了解，济北开发区
除了与企业签订《不拖欠
农民工工资承诺书》外，还
建立起企业诚信档案，将
企业工程款支付、劳动合
同签订、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程款结算、造价管理等
情况列入诚信管理指标，
把有无拖欠工程款、农民
工工资的不良记录作为企
业资质检查、信用评定的
重要依据。

仁风10万余只动物已接种疫苗

本报4月9日讯 (通讯员
张磊 记者 梁越 ) 近

日，记者从仁风镇政府了解
到，该镇已完成对10万余只
动物的防疫工作。

在该镇富源养猪场内，
记者看到防疫人员正在给
种猪接种疫苗。据了解，全
县春季动物防疫工作会议
后，仁风镇及时成立防疫工
作领导小组，组建了12支动

物防疫队伍，确保春季动物
防疫“镇不漏村、村不漏户、
户不漏畜”。

同时，仁风镇还利用会
议、印发明白纸、村广播等
形式，加大防疫宣传力度。
截至目前，该镇已免疫猪1 . 5

万头、牛1800头、羊4500只，
鸡、鸭、兔等小型家禽8万多
只，整个春季动物防疫工作
基本结束。

本报4月9日讯(通讯员 张新
华 记者 梁越) 近日，市派第
一书记刘振强带领董家村村民流
转120亩土地，种下1万余棵枣树。
目前，董家村拥有了济阳最大规
模的圆铃大枣种植园，下一步村
民将利用枣树开展各种活动以此
致富。

“董家村是偏碱性土壤，不适
合种植玉米、小麦。”市派第一书
记刘振强说，经过多方咨询农业
专家，自己最终决定带领群众种
植圆铃大枣。“枣树比较泼辣，好
管理，而且这种土壤适合枣树生
长。”

董家村支部书记张建东称，
村民一听说要种植枣树非常支
持，流转120亩土地也相当顺利。
为了找到优质树苗，刘振强与村
主要负责人多次到茌平、河北等
地实地考察，最终在河北广宗县
引进枣苗1万棵。

目前，枣园里种植的枣树多
为基径5厘米的五年苗，第一年长
树扩冠，第二年便可结枣。为提高
成活率，刘振强与村主要负责人
特地邀请了济南蓬生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种植专家现场指导枣树种
植管理。

据刘振强介绍，为方便大枣

运输，今年将在种植园前修一条长
1500米、宽4 . 5米的生产路。另外村
里准备打机井20眼，其中3眼井在种
植园，加上桥涵、沟渠等配套设施建
设，总投资约120万元。目前，枣园
正在搭建外围栏。

据了解，董家村有着传统的
熏枣加工技术，由于本地产量不
足，鲜枣需要去外地购买。“现在
村里有了自己的枣园，再也不用
出去买了。”张建东说，下一步村
里打算购置烘干设备、保鲜设
备，对圆铃大枣进行深加工，同
时利用紧邻国道220的交通便利
优势，开展圆铃大枣采摘活动。

第一书记进村帮农民拓宽致富路

流流转转112200亩亩土土地地种种下下万万棵棵枣枣树树

致富带头人

“林兔套养，粪肥了树，树净化了环境。”利用这种独特的养殖方
法，家住济阳县新市镇江店村的江世同成了“兔子王”。当兵转业后，
江世同几经周折办起了獭兔养殖场，带领亲朋好友一起致富。

江世同正在给獭兔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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