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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淄角角镇镇出出了了个个致致富富能能人人张张贞贞玉玉
她带领留守妇女种植大棚蔬菜达100余亩，年收入突破120余万元

27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淄角
镇东常马村，这时几个蔬菜商来
到了张贞玉的蔬菜基地。不到一
个小时，六七个女工就把刚刚采
摘的30多筐无公害蔬菜运上了
车。张贞玉的蔬菜基地是目前该
镇较大的由妇女创办的绿色无公
害基地，这是该镇计生协会充分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开出的硕果。

2006年，张贞玉苦心经营了
13年，曾为东常马村创收达300余
万元的地毯厂受市场经济影响宣
布破产，30多名女工也都失去了
在家门口增收的门路。为了尽快
带领村里的留守妇女和闲散劳力
找到新的致富项目，2007年张贞
玉多次带领大家到寿光参观学习
蔬菜种植技术，回来后在当地计
生协会的帮扶下协调土地25亩，
投资10万余元建起了7个蔬菜大
棚。经过精心管理，蔬菜大棚当年
纯收入就达到了8万元。

在张贞玉的带动下，目前东
常马村这个不足300人口的小村
庄发展蔬菜大棚达到了近70个，

占地达100余亩。全村仅靠发展蔬
菜种植业年创收就达到了120余
万元。

在采访现场，记者跟随张贞
玉来到她的蔬菜大棚，看到几名
女工正忙着给黄瓜整枝打茬。“无
公害蔬菜用的都是有机肥料，人
工除草除虫，需要人手多。棚菜管
理忙的季节我们邻村的妇女也都
赶过来打零工，每天都有四五十
元的收入，足够补贴家用了！”张
贞玉说。

“干活渴了，就随手摘几条无
公害黄瓜解渴，口感特别香脆，难
怪城里人都下村来我们基地采摘
呢！”几名女工一边忙着手里的活
计一边也说。

谈到对未来的打算，张贞玉
告诉记者说，高温大棚蔬菜生长
期长、产量多，生长的反季节蔬菜
价格高、效益好，相比低温蔬菜大
棚亩均收入能高出一万元左右。
下半年如果土地、资金和其它政
策都能到位，她准备继续扩大种

植规模，增加高温蔬菜大棚数量，
实现产值翻翻，也让更多的城里
人吃到东常马村的无公害蔬菜。

“无公害蔬菜种植业发展前
景广阔，我们会尽全力发挥镇、村
计生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在政
策优惠、资金扶持等多方面帮助
他们发展壮大蔬菜种植业。让像
张贞玉这样的致富能人充分发挥
带头作用，带领大家共同实现致
富梦想！”淄角镇计生协会会长姚
宪辉说。

县人武部组织学习

《军队会议费管理规定》

“会议费只用于保障会议食宿、文
具、租用交通工具以及制作会标、印刷
文件资料等开支。”8月26日，惠民县人
武部组织全体人员认真学习新修订的

《军队会议费管理规定》，并讨论制订落
实措施。

学习中，他们对照《规定》认真细致
地查找以往在会议次数、规模和会议经
费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实
际优化会议费标准结构，明确会议费开
支范围。规定各种例会一律不挂横幅，
不统一放置会议袋、水杯、湿巾等，大型
会议不摆放花卉，所有会议一律不安排
会餐，需要时吃工作餐。“新修订《规定》
是解决‘四风’问题、依法管财强化监督
的实际举措，对于促进人武部全面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该部政委伊廷龙对说。

据了解，自去年以来，县人武部深
入学习党中央八项规定和军委十项规
定及各级指示精神，并作为党委中心组
和干部职工学习的重要内容，结合开展
主题教育，边学边查边改，不折不扣抓
好贯彻落实，分别出台了关于加强人
员、车辆、财务管理规定，确保人力、物
力、财力向中心聚焦。7月下旬，他们组
织了一场预算5万元的双拥文艺晚会，
由于精打细算，结算时只花了3万元，演
出照样很成功。截至目前，该部圆满完
成民兵整组、应急分队训练、防汛演练
等大项任务，征兵工作进行过半，经费
支出比去年同期下降15%。

(通讯员 伊廷龙 张连华)

在惠民淄角镇一提起张
贞玉，人人都竖起大拇指。她
身为东常马村的妇女主任，不
但带头退掉二胎生育指标，把
全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干得有
条不紊，而且是当地小有名气
的致富女能手。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峰 见习
记者 王文彬 通讯员 耿文燕

李海燕 王秋香

张贞玉在给黄瓜掐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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