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后大学生夫妻辞职种菜创业———

“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很充实”
本报5月2日讯（记者 王超）

毅然放弃原本稳定殷实的工
作，扎进蔬菜大棚开始自己的种
菜创业之路，徐传鹏与张艳红这
对80后大学生“田园夫妻”坚定地
将自己的事业放在了田间，用辛
勤与汗水浇灌培育自己的事业与
理想。

4月25日下午，记者在广饶县
大王镇健士富硒蔬菜专业合作社
见到了徐传鹏与张艳红夫妻，他
们种植的蔬菜大棚就在这里。在
合作社数百亩的蔬菜大棚区，夫
妻俩与其他菜农一样，每天在自
己的两个蔬菜大棚里种植、管理
蔬菜，周而复始，然后将成熟的蔬
菜一筐筐运出，用辛劳换回经济
效益。与其他菜农不同的是，这对
小夫妻脸上的稚气还没有完全褪
尽。

丈夫徐传鹏今年29岁，毕业
于青岛农业大学。妻子张艳红今
年26岁，毕业于青岛理工大学。两
人的家都在广饶县城，大学毕业
后，两人一同在一家公司工作，工
作稳定。去年7月份，徐传鹏的一
个决定让人吃惊，从打工的单位
辞职，到大棚里种菜当菜农。“之
前工作的岗位，工资并不低，但是
学不到什么东西，锻炼一段时间
什么人都能干，工作虽然相对稳
定，但是与自己的理想相差太远，
自己本来就喜欢农业，一直想有
自己的农业产业，所以就来这里
创业了。”学园林专业的徐传鹏乐
观地解释着当初自己的决定。

“现在的大学生忙着考公务
员，或者进公司打工，他们一对年
轻夫妻，放着清闲活不干，跑这来
种菜，不怕苦不怕累，真是好样儿
的！”见到记者采访，周围有菜农
这么夸他们。“刚开始知道他决定
要自己种菜，确实是有点吃惊，但

是很快就平静了。”妻子张艳红笑
着说，夫妻两个人共同点挺多，我
也希望生活能够过得充实、有劲，
所以很快就变吃惊为支持。说到
当时自己决定种菜，徐传鹏觉得
庆幸的是双方父母都没有过多的
阻拦，反而挺支持自己的工作，

“只要正经地干，能够踏踏实实地
工作，做什么都行。”徐传鹏说这
就是父母得知自己要种大棚蔬菜
时的态度。说到妻子他更是感激，
放下工作，陪着他每天在大棚里
劳作。就这样，2011年7月，徐传鹏
抓住机会，两人筹集了12万元，承
包了两个共占地8亩多的蔬菜大
棚，开始了他们的菜农生涯。

两个人是真正的“白手起

家”，他们在棚里种了西红柿，有
不懂的问题，就向其他种植户请
教，或上网查询。他们平时就住在
大棚附近的小阁楼上，里面堆满
了书，一边学，一边干。徐传鹏在
家是独生子，张艳红从小也没受
过什么苦。现在，两个人像其他菜
农一样，天天种菜、浇水、打杈、摘
菜……为理想而忙着。遇到大棚
里活多的时候，两人饭都顾不上
吃，从白忙到黑。但两人互相鼓着
劲，从来没打过退堂鼓。自去年腊
月开始，他们种的西红柿一批批、
一茬茬熟了，到现在已经卖了3万
多斤，毛挣6万多元。

但是徐传鹏也有自己的苦
恼，那就是缺乏资金。“理想与干

劲是有了，但是资金缺乏也是一
个很现实的问题，银行贷款也很
难办，没有资金很多新技术就无
法应用，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也
上不去，产业规模也无法扩大。”
徐传鹏说道，除了资金另外一个
让自己很苦恼的就是种子与肥
料，市场上的种子和农用肥料质
量参差不齐，以次充好的情况比
较多，直接影响到蔬菜的生长。

“除去材料和水电等费用，怎么也
得两年才能收回成本。只要收回
成本，以后就可以放开手，陆续增
加种植的品种，提高质量，做出特
色。”徐传鹏说，如果以后资金允
许，可以搞种养结合，把自己心目
中的“农业”做大、做强。

教辅材料今秋降价

家长感觉目前影响不大

本报5月2日讯（见习记者
张樱子） 从2012年秋季开

始，国家将对中小学生使用
的主要教辅材料实行政府指
导价管理。大部分教辅价格
比目前市场价降低40%-50%。
近日，记者采访几位学生家
长，他们表示平时不太给孩
子买辅导书，价格在承受范
围之内。

27日上午，记者在位于沂
河路育才学校对面的一家书
店看到，一位家长正在给孩
子购买教辅书。这位张女士
告诉记者：“我家小孩现在上
小学三年级，给他买小学三
年级的英语试卷。平时给他
买的教辅类书不多。”

上午11点30左右，记者在
辽河路实验中学附近随机采
访了几位接孩子的家长。一
位正在读初三的孩子家长告
诉记者：“平时不太给孩子购
买教辅书，老师们也建议不
要乱买辅导书。”位于辽河路
实验中学对面的宇轩书店魏
老板告诉记者：“最近新到的
一批《中小学教材全解》系列
的教辅书批发价反而比上一
批贵了2元钱。”老板说，只要
是纸质教辅书降价空间不
大，特别是那些环保纸张印
刷的，再加上运输费、出版商
的广告费什么的，不可能降
到40%-50%。

在沂河路育才学校对面
的一家书店，当记者问到教
辅材料今秋降价会不会对生
意带来影响时，崔老板说：

“这是好事，非常欢迎。降价
还不是好事嘛。”记者在这家
书店粗略地数了一下，各种
小学试卷就有十几种，其中
一种小学三年级（上）语文试
卷，标价12元，但是这边的图
书都是7折出售，一本8 . 4元。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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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劝导不处罚公共场所禁烟打折

本报5月2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卜祥敏
蔡艳柱） 4月29日上午，18

名小学生走进滨南分局胜
南派出所，与民警零距离接
触体验警营生活。

小记者们一进大院，就
被派出所浓厚的警营文化
氛围所吸引，“忠诚、为民、
公正、廉洁”和“守时、守法、
守纪、敬业、团结、和谐”两
个宣传橱窗前，小记者们纷
纷靠上前去观看。在小警务
宣传展板前，他们对派出所
在小警务工作中总结出的

“四字”工作法等经验产生
了浓厚兴趣，民警给他们讲
解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类似
问题应如何处置。随后，小
记者们来到了执法办案区，
小记者们充满了好奇。民警
告诉小记者们讯问室是审
讯犯罪嫌疑人的地方，而询
问室一般是询问案件的相
关人员。墙面上铺满了像海
绵 似 的 东 西 ，一是可 以 隔
音，更重要的是防止犯罪嫌
疑人自伤、自残。

“今天的参观真是让我
大开眼界！”走出警营大门，
小记者们脸上挡不住的喜
悦和快乐仍在蔓延。小记者
们纷纷表示希望还有机会
多参与这样的活动。

东营工伤保险首次实行浮动费率
工伤保险使用率高的单位将会多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本报5月2日讯（记者 李金
金 通讯员 李茂盛） 2日，记
者从东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东营工伤保险实行首次
行业差别费率，并根据工伤保险
费使用、工伤发生率等情况确定
用人单位缴费费率，在基准费率
基础上对二、三类行业进行费率
浮动。这也就意味着工伤保险使
用率高的单位将会多缴纳工伤
保险的费用。本次调整后的费率
执 行时间 为 2 0 1 2 年 4 月 1 日 至
2013年3月31日。

为确保工伤保险基金收支
平衡与合理安全使用，利用费率
调整机制促进工伤预防，减少工
伤事故，东营市根据《工伤保险
条 例 》和《 东 营市工 伤 保 险 办
法》规定，实行浮动费率，费率

浮动的范围是本市行政区域内
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二、三
类行业用人单位。本次费率浮动
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对用人单
位的2 0 1 1年工伤保险使用率进
行考核。工伤保险使用率指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给用人单位的工
伤保险待遇费用（以工伤经办机
构出具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单
时间为准）占本单位按行业基准
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比例。

具体为工伤保险使用率等
于大于 1 0 0％、小于等于 2 0 0％
的，工伤保险费率上浮第一档到
本行业基准费率的1 2 0％，即二
类风险行业上浮到1 . 2％，三类
风险行业上浮到2 . 4％；工伤保
险使用率大于2 0 0％的，工伤保
险费率上浮第二档到本行业基

准费率的1 5 0％，即二类风险行
业上浮到1 . 5％，三类风险行业
上浮到3％。工伤保险使用率为
零且连续按时足额缴费满三年
的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下浮
第 一 档 到 本 行 业 基 准 费 率 的
8 0％，即二类风险行业下浮到
0 . 8 ％ ，三 类 风 险 行 业 下 浮 到
1 . 6％。

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东营
工伤保险首次实行浮动费率，用
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的，由承
继单位承担原用人单位的工伤保
险费率责任，其中由低类风险行
业分立为高类风险行业的，执行
高类风险行业费率等。实行浮动
费率后，工伤保险使用率高的单
位将会多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张艳红在自己的西红柿大棚中劳作。 本报记者 王超 摄

外出务工工资水平促进

一季度农民现金收入增长

本报5月2日讯（记者 王健
通讯员 王传辉） 2日，记者从市
统计局了解到，2012年一季度东营
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3293 . 33元，
同比增加521 . 17元。

据全市500户农村居民抽样调
查显示，2012年第一季度，东营市
农民人均现金收入3293 . 33元，同
比增加521 . 17元，增长18 . 8%，增幅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 . 8个百分点。

据了解，工资性收入仍是农
民增收的重要支撑点，农村居民
家庭经营收入呈现快速增长，财
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速明显。
农民外出务工环境好、工资水平
提高是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
主要因素。

百余名工作人员

参与社区环境整治

本报5月2日讯（记者 李金金
郑美芹） 4月27日，胜利街道中

山社区与东营区住建局、城管局、
爱卫办、行管局、文体广新局、卫
生局、公安分局等多部门组织开
展“社区环境集中整治活动日”活
动，在新区多条道路集中进行了
彻底环境整治，为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贡献一份力量。

参与活动的工作人员兵分四
路，分别对新区宁阳路、天目山
路、庐山路等各条道路的环境进
行了清理。东营区社区办的工作
人员马飞说，此次环境集中整治
活动不仅是为了提高新区的环境
面貌，彻底清除一些垃圾死角，另
外还可以为市民做出表率。

本报5月2日讯（首席记者
聂金刚） 公共场所禁烟实施一
周年，大部分公共场所大变样，
吸烟行为得到控制。1日，记者调
查发现，不少场所仍是烟雾缭
绕，只劝导不处罚让公共场所禁
烟打了折扣。

1日，记者在多家医院看到，
禁止吸烟的警示语和标志都贴
在醒目的位置，提醒看病的市民

禁止吸烟。前台引导人员介绍，
禁烟令发布之前去看病的市民
中就很少有吸烟的，实施后效果
很明显，已经见不到吸烟者。

相对于医院和影剧院等禁
烟效果好的场所，网吧和饭店宾
馆等场所仍然烟雾不断。记者从
济南路一家饭店了解到，去年实
施禁烟令后，饭店就将烟灰缸从
桌面上撤下，尽管当时有很多顾

客不适应，饭店还是坚持了这一
做法。

这家饭店的工作人员王先
生介绍，“撤下烟灰缸的初衷是
好的，可是我们也不想影响生
意。”

宾馆、饭店等场所的禁烟情
况不容乐观，只劝导不处罚让禁
烟大打折扣，这已经成为众多场
所禁烟的普遍难处。

18名学童

进警营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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