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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宁 国 家 高 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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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软件园联合党委牢固树立青春党建品牌

以以““磁磁石石效效应应””，，唱唱响响青青春春之之歌歌

特色党建受喜爱
500余名青年交了申请书

27日，走进济宁高新区创
意大厦四楼，由园区96名党员
亮身份、树标杆、喊誓言、争先
锋组成的党员大旗，格外引人
关注。只见每张照片都洋溢着

青春、富有着朝气，以昂扬之
姿尽显党员风采。与此同时，
位于四楼向心会议室内，济宁
软件园联合党委正开展着以

“修身养性 筑梦成真”的支
部书记上党课活动。

“围绕七一党建，我们策
划了‘七个一’主题活动，支部
书记上党课活动就是其中一

个活动。”济宁软件园联合党
委书记丁春晖介绍，依托“七
一”建党重要节点，软件园联
合党委特组织了“书记上党
课”、革命传统教育、重温入党
誓词、党员走访慰问、党员志
愿服务、我与党旗合个影、党
员谈心谈话等活动，以向上向
善的引导之力激发党员爱国、

爱党热情。
“这次的活动形式多样，

从理论讲授到实地参观，给我
了一次系统化学习的机会。”
对于即将转为正式党员的预
备党员宋国栋来说，“七个一”
的活动让他收获颇丰，其中赴
金乡羊山战役纪念馆令他深
受触动，近距离了解革命英雄
王杰光荣事迹，将践行“王杰
精神”作为今后工作中的一个
标杆、一把尺。

据介绍，园区从业人员
95%以上为30岁以下青年人，
是聚集年轻人、企业的创意之
地，凝聚“青年之人”共建青春
党建是其特色品牌。为此依托

“8090”青年企业家沙龙会、企
业培训以及线上微信群、QQ
群等，建立合作、学习与交流
的平台，通过开展多彩的党建
活动，现已吸引500余名青年
递交入党申请书，进一步激发
了园区党建青春活力。

党组织关系有处落
青年党员有了“归属感”

“园区成立了联合党委，
我们就可以把组织关系转过
来了。”园区党员黄昊称，2006
年时，由于公司没有成立党支
部，党组织关系落在何处曾是
他最为关心，也较为“困惑”的
事情。通过软件园联合党委，
解决了自己最关心的党组织
关系问题，同时邀请自己参加
各式党员活动，让自己有种找
到“大家庭”的归属感。现在，

黄昊通过努力已成长为园区
企业联合支部副书记。

“为解决党组织关系落地
问题，我们根据园区实际，共
设立了12个党支部，接纳党员
126名。”丁春晖称，为保障新
建党支部组织规范运行，软件
园联合党委通过共用阵地场
所，选派党建指导员，加强党
支部书记教育培训，列出每月
组织生活清单，“联过”组织生
活等方式，确保了党组织既有
形覆盖又有效覆盖。

同时，依托1500平方米的
软件园党群服务中心，适应青
年党员需求，提供个性化、精细
化服务，牵头建设了“UP咖啡”、

“创新实验室”、“互联网应用学
院”等众创空间，打造信息化平
台、创意一卡通、多功能展示厅
等公共服务平台，为有志青年
创造优质创业、办公环境，将党
组织这根“纽带”将企业联系在
一起，让企业在党组织的引领
下实现快速发展。

“下半年，在上级组织部
门大力关心支持下，园区联合
党委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服务于更多的党员和青年创
业者。”丁春晖介绍，为保持与
园区企业持续互动交流，增强
党建引领作用，软件园联合党
委将于7月底前完成园区内各
楼宇的党建展示墙改造工程，
细致入微地渗透至园区的每
一个角落，以此激励园区青年
党员与积极分子的荣誉感，形
成“磁石效应”，吸引更多的年
轻人加入党组织。

开栏语[
凝聚“青春之人“、进驻“青春之地”、善作“青春之举”……近

年来，济宁软件园联合党委围绕“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活动共
融、发展共谋”的工作思路，以青春党建为统领，以服务企业为核
心，为青年党员们构建了运动、合作、学习与交流的平台，通过多
形式开展活动、一站化的综合服务、一体化的党群阵地、正能量
的发展势头，形成青春党建工作新品牌，助力园区蓬勃发展。

]

依托互联网+农业
摆脱“靠天吃饭”宿命

“传统农业，每到农忙时
节，农户大都会遇到人手不
够，收获不及时的情况。”与农
业打了近十年交道的孟艳辉

深知农户耕地种田的艰辛与
不易，特别是在农收时节，大
型收割设备和农机手特别抢
手，而收获的最佳时节就那么
几天，如若遇到异常天气，比
如冰雹或是暴风雨，农户一年
的辛苦耕作就有可能付诸东
流。

抱着帮助农户摆脱“靠天
吃饭”的理念，孟艳辉和他的

“创业合伙人”打造出种地保
这一农业服务平台。

“通过手机线上平台，种
植大户可及时集结农机手，从
而解决人手不够、收获不及时
的问题；同时，农机合作社经

过严格的资质审核入驻平台，
可以实时查看有需求的耕地
信息，从而接到更多的订单。”
孟艳辉表示，通过种地保这一
平台，可以实现种植大户和农
机合作社双方的互赢互利，在
及时收获的同时，还可以减少
农机合作社设备的闲置时间。

种地保作为农业服务平
台，不只聚焦于农业生产中的

“收”这一环节，更是将目光锁
定到“耕、种、管、收”农业生产
全过程，通过“互联网+农业”
大数据平台，智能分析用户种
植信息，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的
农业生产安全预警及大数据
指导种植等标准化农业服务，
助力农户增产增收，摆脱“靠
天吃饭”的宿命。

创业也曾遇困境
不忘初心获用户信赖

和很多初创企业一样，种
地保在运营过程中也曾遇到
不少难题和挑战。

“去年6月份，平台接收了
60万亩的小麦收割订单，没想
到在收割前遇到恶劣天气，小
麦发生了大面积的倒伏。”孟
艳辉说，倒伏小麦所用的收割
设备有所不同，需要用到履带
式收割机，而平台由于刚刚起

步，此类设备资源较少，无法
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收割，面对
这一突发状况，刚起步不久的
种地保团队有些措手不及。

为避免农户的损失，孟艳
辉和他的团队奔赴到各地的
农机合作社、农机服务组织还
有收割设备的厂家，期望能够
完成这些订单的交付。“连续3
天的时间，从白天到黑夜，一
直在路上奔波。最终通过整个
团队的努力完成了收割设备
的集结，顺利完成收割作业，
为农户挽回了损失。”孟艳辉
颇有感触道。

正是因为这次经历，让孟艳
辉明白了发展服务资源的重要
性。在他看来，只有拥有更多的
服务资源，准确的筛选服务资
源，才能提高平台面对突发情况
的应急处理能力。而团队高度负
责的态度，也俘获了更多种植大
户和农机合作社的心。

正是秉承着“做让农户放
心、省心的农业服务”的理念，
2018年种地保荣获了山东省
“互联网+”十大领军企业。目
前，种地保平台已经为全国十
一省市的种植大户、农机合作
社提供服务，平台服务种植面
积已超1200万亩，山东省62%
的重点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
成为种地保的用户。

聚焦“互联网+农业”，80后小伙打造“种地保”平台

推推动动农农业业现现代代化化，，助助力力农农户户增增产产增增收收

庆祝建党97周年，凝聚奋进力量。“庆七一”，本报特开设专题专栏，深入一线采访报道全区优秀党员、党
组织的先进事迹，鼓励全区全体党员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牢记党员使
命，争当时代先锋，在高新区“三次创业”潮流中勇当先锋，再立新功。

文/图 本报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崔玮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当下，如何利用互联网推动农业现代
化发展，成了位于济宁高新区创业大厦的山东地厚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孟艳辉关注的焦点，这个与农业打了近十年交道
的80后小伙，抱着帮助农户摆脱“靠天吃饭”的理念，打造出“种
地保”这一农业服务平台，让农户增产增收有了保障。

党员实地参观革命圣地。

孟 艳 辉 与
同 事 讨 论
公司发展。

文/图 本报记者 王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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