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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茹窑模式”探寻农村自身造血实现脱贫之路

抱团发展省成本

更多项目能落地

茹宗刚夫妇是茹窑村的村民，
因为双双遭遇车祸，导致家庭贫
困。家中的8 . 8亩土地，每年各项费
用成本都在5500元以上，而两季收
成总收入只有5800元，一季下来只
有300多元的微薄收入。而老两口行
动不便，只能坚守着土地度日。参
股入社之后，他家的8 . 8亩土地，在
一分钱不用投，一点劳力不用出的
情况下，可以领到8800元的保底费
用，盈利之后还可以与村民享受到
30%的分红，加上计生奖励，一下子
就解决了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

“有人问我如何帮村民‘保
底’，其实通过这种模式，首先在生
产成本上就已经占得了先机。我们
通过合作社来购置大型的农机装
备，单在这一环节，就比过去节省
了40%左右的成本，更不用说还有
采购成本了。”茹会说。“同时，这样
对于一些项目顺利落地也有很好
的促进作用。过去想寻求合作做点
新项目，村民一户一户去谈，人家
企业根本不愿意出面，现在抱起团
来则不同了。”

在茹窑村北350余亩的麦田
里，一辆农用机械正在喷洒除草
剂。在这片看似平常的麦田背
后，却演驿出了不同寻常的“农
民变股民”的创新之路，时至今
日，这条发展路径已被当地百姓
称之为“茹窑模式”。

作为曾经的贫困村，想摘掉
“穷帽子”谈何容易。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该村村支部书记、村主
任茹会颇感任务艰巨。“村里的
弱势群体多、外出打工的多，导
致村中的土地无人耕种，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同时壮大集体经
济，我开始到处‘求医’。”就这
样，茹会四处打听，多方求教，终
于在山东农业大学的一次讲座
中获得了灵感，那就是让“农民
变股民”。

想法一处，茹窑村先行先
试，积极探索“以村民土地入股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
有效破解了“农村土地集约利用
率低、劳动力受土地束缚得不到
解放、困难家庭脱贫没有产业依
靠、公益事业因无钱办事推动
难”等诸多难题，为扶贫奔康提
供了鲜活样本。

村中弱势群体多

土地无人耕种

茹窑，高青县木李镇东南部一个偏僻、穷困、闭塞的沿黄小村。2015年，该村通过实施农业合作社“农民变股民”的创
新之举，走出了一条通过自身造血实现脱贫的小康之路，初步实现了贫困村的华丽蜕变。使这个沉寂了多年的小村庄
一下子跃入人们的视野。它从名不见经传到声名鹊起，靠的是对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实践。

本报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克军 石晓静

村里10个贫困户

如今全部脱贫

把村民手中的土地集中流转
之后，村合作社开始在镇包村干
部、村“两委”及群众代表组成的项
目监督小组下，严格按合作社章程
进行运营。合作社的入股土地仍种
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实行耕
种、灌溉、病虫害防治、收割、销售

“五统一”的管理方式。另外，合作
社还积极争取到帮扶资金30万元，
用于购买大型机械、土地整理和硬
化晒粮场地。

为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增加
农产品附加值，合作社建起“兴茹
面粉加工厂”，注册了“兴茹”牌面
粉商标，实现从粮食生产、加工到
销售的产业一条龙。“通过多上产
业链，我们会把挣来的钱拿来作为
抗风险基金，给村民吃‘安心丸’。”

据茹会介绍，自采用“农民变
股民”的发展模式后，茹窑村集体
收入从0元变成了7万元，村民年均
增收近300元，同时，该村10个贫困
户也已全部脱贫。“这些还不包括
无形增收，村民入了股，外出打工
的就不用在秋天收获时急着再赶
回来，节省了时间也增加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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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课外活动

茹窑村合作社入股土地实行统一管理，节省了生产成本。 (资料片)

日前，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
园新增玩爬梯、过独木桥、玩滚筒等
活动，让孩子在自由快乐中茁壮成
长。 (齐秀云)

鲁村中心小学:

加强教学管理

新学期以来，沂源县鲁村镇中
心小学立足实际，采取四项措施，进
一步强化教育教学管理，确保教育
体育工作不断上新台阶。

(王登龙)

有保底有分红村民入社更积极

当前农业专业合作社的
运作模式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一是合作社从农户手中流转
来土地自己耕种，每年只是按
约定付给农民土地租金，经营
好坏与农民无任何关系；二是
合作社把农户集中起来实行
统一管理抱团发展，土地仍由
农民自己耕种，风险自担，劳
动力仍然没有从土地中解放
出来；三是村委会或合作社把
农户零散的土地集中流转集
约化管理，通过招商引资的方

式，转包给新建项目发展农业
或旅游项目，农民按约定收取
土地租金，项目运营好坏，与
村民无关。

而“茹窑模式”与之前模
式相比，则有着更多优点。茹
会告诉记者，合作社通过采
取“股份+合作”、“底金+分
红”的方式向村民分配收益，
即一亩地为一股，村民参股
的每亩土地每年可获得1000

元补助作为底金，底金之外
按每股的盈利进行分红。盈

利部分的30%分配给入股村
民，70%作为合作社和村集体
经济收入，用于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

这一分配形式，把农民
的利益和合作社绑在了一
起，村民在每亩地每年至少
收入1000元的基础上，如果合
作社经营得好、盈利多，分红
就会多。较之前面三种，更加
维护了村民的利益，激发了
村民入社的积极性，使“手
握”资源的农民收益更大。

日前，淄川实验中学召开消防安全
培训专题会议，全体教工参加培训。

会议要求，加强安全管理、全力做好
消防安全工作。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管
理人的职责和责任区域，及时消除消防
隐患，确保学校消防安全。

同时，强调要全方位做好学校安全
工作，诸如学生人身、用电、饮食、交通等
方面的安全，要求全体教师时刻把学生
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会议还对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做了具
体部署，强调把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最后，全体教工观看视频，触目惊心
的火灾案例，引发教师们的思考，大家一
致表示“安全牢记心间”，全力做好学校
安全工作，确保校园师生安全。

一直以来，淄川实验中学高度重视
校园安全工作，近日更是采取多项措施，
构筑校园安全工作新常态，努力保障师
生人身安全。

(孙慧清)

淄川实验中学：

举办消防安全培训

““高高青青茹茹窑窑模模式式””能能否否复复制制
在茹窑村不断发展的同

时，吸引了周边邻村无劳力的
种植户们，他们纷纷请求也加
入该合作社。

由于茹窑周边面临村小村
多的实际，群众如果找不到合
适的项目，就很难实现整体流
转。

茹窑村村支部书记、村主
任茹会难以入眠。他将文件中
描述的新理念、新政策一字一
句地看了好几遍，思路也逐渐
变得敞亮起来，他在笔记本上
重重地写下了四个字：“一社两

制”。“一社指的就是合作社，除
了保障好茹窑村民的权益外，
今年我们计划以半托管的形式
吸收周边村庄农户加入到合作
社中来，对他们实行耕种、销售
等方面‘五统一’，虽然不参与
分红、不享受底金，但农业生产
成本会大大降低、产出效益大
大提高。通过村帮村、户帮户，
以此带动更多的群众共同致
富。”茹会说。

“一社两制”的新设想很快
得到了合作社其他理事会成员
的认可，同样得到了周边村群

众的积极响应，已经进入了实
质性的操作阶段。

“一社两制”的“两”不仅体
现在社员组成和分配机制上，
还体现在运转模式上，合作社
把之前旧村改造腾空的土地，
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拿出30

亩地与投资方实行股份合作制
发展南美白对虾养殖项目，成
为淄博首家工厂化养殖基地。
如今，广扩渔业养殖有限公司
已经正式落户茹窑村，建好了
温室育苗棚和养殖池塘，近期
即可投放虾苗。

在谈到“茹窑模式”能否
“移植”到别的村时，茹会说，他
一直把“做好了再说”作为自己
的人生信条，而面对这段时间
各地纷至沓来的考察取经者，
他则毫无保留，全盘传授。他
说：“当年有个顺口溜这样形容
我们的落后，‘豁’着‘赖’‘周’

‘茹家窑’，周边的河坝李、莱
家、周家还有我们村都是穷的
叮当响。今天我们摆脱了贫困，
不能忘了周边的乡亲们。村帮
村、户帮户，全国富了才算富。”

本报记者 樊伟宏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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