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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县位于鲁西北边
陲，京杭大运河东岸，隔京杭
运河与河北省相望，是传统
农业大县，盛产棉花、香椿等
农产品，为“全国优质棉生产
基地县”、“全国棉花生产百
强县”；工业门类齐全，有“全
国第一个玻璃钢县”的美誉，
全县玻璃钢产业集群现有企
业1000余家，个体工商户1万
余户，从业人员4万余人，玻
璃钢年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
的30%，吸引了大批农民创
业。

于金路便是这其中的一
员。前些年，武城县玻璃钢产
业蓬勃发展，村里很多年轻人
纷纷走出去跑业务，于金路嗅
到了商机，投入多年积蓄，在
村里办起了家庭式作坊加工
玻璃钢风机。可是，农村信息

闭塞、交通不便，于金路的玻
璃钢风机销量前景堪忧，淡季
时几个月都没业务。

而此时的武城县城区却
是另一番景象，玻璃钢加工
企业发展迅猛，并逐渐形成
产业集群，有的企业还在境
外上市。于金路似乎看到了
希望，可是把厂区搬到县城，
变家庭作坊式生产为现代化
的“正规军”，不仅需要厂房、
材料，更需要新设备、新技
术，大把的资金从哪里来？于
金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偶然的一个机会让于金
路了解到，当地农信社不仅可
以为农民农业生产提供贷款
支持，还可为农民创业提供融
资服务。在村委会的联系沟通
下，于金路提出了贷款申请，
农信社快速组织专人上门考

察、授信……6天后，20万元贷
款资金顺利到位，武城广运玻
璃钢厂注册成立。

如今，广运玻璃钢厂在
当地已小有名气，其加工的
产品除销往国内各地外，还
远销日本、伊朗、利比亚等多
个国家。

“今天下午这批风机就
发货，检验合格后将出口伊
朗。没有农信社，我于某都不
知道有伊朗，更别说有今天
了！”，“于式幽默”的背后是
掩不住的满心欢喜，顺着于
金路手指的方向，大约有150
余台外形美观的风机整齐划
一，仿佛在接受这位创业者
的最后检阅。

吃水不忘挖井人，于金
路告诉我们：“当初在创业最
困难的时候是农信社对我伸

出了援助之手，如今企业做
大了 ,我也要回报农信社这
个大恩人，这不，公司所有的
存款、贷款、资金结算、网上
银行都放在了咱农信社!”

在武城，像于金路一样
在农信社的扶持下走上致富
道路的人数不胜数。近年来，
武城农信社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不断调整信贷投向，对发
展前景好、经营规范、个人信
用高、盈利能力强的创业者
给予一定的倾斜和扶持，通
过利率优惠、创新业务品种、
优化金融服务、创新信贷品
种，着重解决小微企业贷款
担保难题，同时随着创业者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也为当
地农民提供了容量大、门槛
低的就业渠道，就业吸纳能
力不断增强，形成了以创业
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创业
的良性互动格局，实现了农
民增收、农信增效的双赢局
面。 (孙灵芝)

农信来筑梦，农民把梦圆
陵县联社

探索建立系统问题

整纠机制
2014年陵县联社探索

建立三大机制，全面提高
系统问题整纠实效。一是
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以制
度形式明确审计、业务、监
察等部门在违规问题治理
工作中的职责，推动建立三
位一体的监督制约机制，形
成整纠合力。二是建立督导
帮带机制。定期召开部门联
席会议，围绕久治不愈的问
题，共同找原因、寻对策、解
难题，切实提高整改质量。
三是建立递进问责机制。对
各项检查发现的重复发生
的问题，按照问题出现频
率递进问责，按照问题发
生环节逐级上追，提高违
规成本，提升系统性整顿
成效。 (任秋云 孙跃芬)

平原农信

“三力”齐发
聚集干部职工合力

平原县农村信用社在加强干部职
工队伍建设中，三力齐发聚集合力。一
是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技能和政策水平
培训，努力提高干部职工执行力。联社
每月对内勤人员进行一次集中培训，
学习金融法规政策和业务。同时每周
在监控下进行技能练习两次，每次不
少于一小时。今年全县共组织技能培
训11次，金融政策和法规学习7次，并
在全市组织的技能比赛中，获得第一
名的好成绩。二是开展标杆网点建设，
增强干部职工向心力。为让干部职工
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县联社在全县选
择三处网点，按照高标准要求建设标
杆，树立榜样，用崭新的精神面貌和优
质服务凝聚人心。三是完善薪酬考核
机制，激发职工内部活力。联社在薪酬
分配上向一线职工倾斜，提高内勤全
员工资，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做
到奖罚分明，根本上改善职工队伍的
懒、散、靠现象。 (高玉才 张磊)

外地游客到德州旅游，必然会到有汉代大儒董仲舒塑像的董子文化街逛逛。而在董子
读书台西南侧，一河之隔就有一家以少林禅茶为主题的素食馆，一个广结善缘的地方。

清晨走进乐陵市东关镇
东关村，耳边萦绕的不是车
水马龙的城市喧嚣，而是莺
啼鸣啭的美妙歌声。没错，你
身处的位置就是乐陵市佳之
尚观赏鸟养殖专业合作社的
养殖基地，没有大规模的养
殖基地，只有三五结群提着
鸟笼乐滋滋的老人。

佳之尚的发展与当地农
村信用社的大力支持是分不
开的。今年初秋，佳之尚的掌
门人孟凡佳顺利地从信用社

贷款50万元，解决了购进种
鸟及相关设备的燃眉之急，
他们养殖的观赏鸟大多销往
北京、上海、江浙一带，价格
从几十到几千元不等。据估
计今年仅观赏鸟一项收入就
达80万元。

说起贷款的经历，老孟
依旧记忆犹新。由于时间紧
迫，国庆后上班的第一天，老
孟就找到了当地信用社申请
贷款。为了赶上春节的最佳
销售期，根据老孟的需求，当

地信用社简化贷款流程，为
其提供了50万元的资金，保
障其及时购进种鸟、肥料。

“当时咱急着用钱使，这
50万元确实对咱帮助很大。
现在，农信社的客户经理还
经常来我这转转看看，问咱
有啥需要，现在都成老朋友
了。”佳之尚掌门人老孟笑
言，信用社的客户经理已经
在他的庭院里建设起“流动
银行”。

老孟说，有了农信社贷
款的帮助，种鸟能够及时引
进，成鸟能够赶上旺季出售
了。目前，通过佳之尚专业合

作社，三十出头的他带领着
东关村200余户老人，通过小
小的观赏鸟，鸣响了一首幸
福的老年金曲，如今东关村
的老人们，少了烦恼，多了欢
笑，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不
时展现在眼前。

“来来来，看看我的牡丹
鹦鹉，这对鹦鹉已经四个多
月了，刚刚买回来十多天，在
我们合作社也算是比较好的
品种，再等两个月就下蛋了，
养好了一对能卖七八百块钱
呢，就等着它们变成钱疙瘩
了。”听说我们去了解合作社
的养鸟情况，正在大街上遛

鸟的孟大爷笑呵呵地对我们
说。

据了解，像孟大爷这样
的养鸟老人，在东关村就有
三十多个，闲来无事溜溜鸟、
拉拉家常、交流养鸟经验已
经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子女都上班，孙
子孙女也都在外面上学，闲
着也是闲着，弄几笼鸟养着
打发时间，一年还能挣个几
千块钱，比闲玩强多了。”从
孟大爷的话中可以听出，虽
然儿孙都不在身边，但他有
事忙着，也不觉得孤单了。

近年来，乐陵联社充分

发挥地方金融主力军作用，
通过优化信贷支农渠道，坚
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新兴农业组织为信贷
投放的侧重点，立足当地经
济发展的实际要求，加大涉
农资金投放力度，地方金融
的“排头兵”的地位得到了进
一步的巩固。

截至目前，该联社涉农
贷款39 . 89亿元，占各项贷款
总量的92%，投放额和占比高
居当地各金融机构首位。在
服务地方经济的道路上，奏
响了一首首幸福“金曲”。

(郑海波 陈明明)

鸣响幸福“金曲”

◇禅茶一味

德州缺山少水，更别说
从山涧沟壑中找到原始的茶
树 (最初的茶树自然生长在
山间沟壑中 )。不过，好在现
代经济发达，软硬件可以在
家门口实现，心生禅意，处处
可安放。

游走在潺潺流水、树影
婆娑的董子文化街，时间久
了，也难免疲劳困顿，偶然寻
得一处解除困乏的饮茶之所，
静心品尝素面、素菜，俨然有
种不到江南胜似江南、不入少
林已领佛意的意味儿。

不过，说起“茶”与“佛”，
要从佛教进入中国说起。从诸
葛亮生活的三国时代开始，特
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如
雨后春笋般依山傍水而建,虔
诚教徒每天打坐念佛,难免犯

困,就用既有一些味道,又可解
除困乏瞌睡的茶水作为饮品。

于是,饮茶之事就在僧人
们中间流行开来。为方便采
摘,他们在寺院的周边大量种
植茶树 ,每到采茶做茶季节 ,

浓浓的茶香伴着低沉的经声,

绕过寺院 ,飘出山谷 ,侵入四
方。这种茶与佛合成一味 ,后
来被人高雅地称为“茶佛一
味”,也有叫做“禅茶一味”、

“茶意茶味”的,意思无差别。
在董子文化街腹地的少

林禅茶素食馆里，主要经营高
端桔普茶和素食，小游董子文
化街后，轻闻茶香连喝三口，
干渴之感荡然而去。

原来，“茶佛一味”不仅
能在这里体验到，更是装在
心里的化境。

少少林林禅禅茶茶
的的善善缘缘梦梦想想

◇善因善缘

种善因得善果 ,种恶因得
恶果,人是自己的园丁,人生要
活得幸福、美满、快乐 ,就要培
养善因善缘。正是这种善因善
缘，让同在文化街的焦卫建与
王兆连联系在一起。

在少林俗家弟子、少林禅
茶的经营者焦卫建看来，少
林禅茶素食馆是一个喝茶的
地方，一个会友的地方，一个
禅修的地方，一个心灵会悟的
地方。

而能有这个地方，全因
董子文化街的存在，更因德
州兆光集团董事长王兆连对
董子文化街的规划和对董子

文化的钟情。
从建成功能完善的文化

街区，到吸引全国性红展落户
这里，王兆连为文化街烧钱烧
了五年，也结下了不少善缘。

在王兆连心里，他自认本
身文化程度不高，不必附庸风
雅，但他甘愿为文化和文化人
做嫁衣。如今已7 0岁高龄的
他，更愿意在董子文化街里看
到“北有三董”的文化格局。

“三董”是什么？为何在
北？这跟少林禅茶有何关系？

历史上，董仲舒在德州设
台读书，三年不窥园，在德州
历史上留下了董子读书台、董

子祠和董子书院。素有“南有
三孔，北有三董”之说。

南京夫子庙、北京琉璃
厂等都经历长时间的沉淀才
真正形成大产业，作为民营
开发商，董子文化街自2009年
9月16日开街以来，兆光集团
先后拿出了3000多万元的让
利和补助，所有街区的道路
和名字都由德州本土学者和
书法家所撰写。他希望德州
的文化有皈依之所。

不过，王兆连更愿意看
到，董子祠和董子书院能早日
建成，为德州的文化事业留下
点自己努力之作。

◇文化流淌

当年 ,陆羽幼时被家人抛
于野外 ,就是让一位僧人抱回
寺院,他耳闻目睹僧人们种茶、
采茶、制茶、喝茶,用心琢磨,又
遍访茶地,写就《茶经》一书,成
就茶圣。

文化需要有人的活动方
有传承与创新。因文化结缘，
因文化而产生搞活文化产业
的想法，是焦卫建和王兆连结
下善缘的始因。

在今年9月初，焦卫建就
曾免费提供场所，为德州学院

国学班的大学生们提供汉礼
拜师的平台。

光有街区和禅茶素食馆不
行，还需要有人的活动，有流淌
着的文化。在这一点上，焦卫建
跟王兆连想法一样很投缘。

“有读书台，自然少不了
读书活动。”德州学院文学院
副教授杨华认为，向更多的人
普及国学、汉礼，才能让复建
的读书台更有互动意义，而非
单纯的历史复原建筑。基于
此，她牵头成立了董子书院柳

湖吟诵团，定期在董子读书台
和少林禅茶素食馆里活动。

而在最新的董子祠和董
子书院的规划中，董子祠是
一个可以烧香的地方，可供
读书之人完成心灵寻根和净
化。董子书院也提供场所供
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真
正去读懂传统文化，让传统
文化真正回归到现实生活。少
林禅茶素食馆则在这种氛围
中静候着有缘人的到来。

（文/王金强 图/马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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