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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2月23日讯
(通讯员 王继坦) 日前，
邹城市城前镇召开2016年
度企业表彰大会暨干部作
风会议，人保财险邹城支公
司城前镇营销服务部被城
前镇人民政府授予“功勋企
业”荣誉称号，这是保险企
业首次在该镇获此殊荣。

据了解，人保财险邹城
支公司城前镇营销服务部

2016年度保费规模已超2300
多万元，在为农民朋友提供
优质保险服务保障上走在
了同行业的前列。近年来，
城前镇营销服务部在加快
业务发展的同时，更注重致
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为
城前镇经济繁荣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在服务“三农”
方面的作为得到镇政府的
高度肯定和赞赏。

本报济宁2月23日讯(通
讯员 郑灿涛 刘钦同)
2 1日晚，汶上地区普降大
雪，局部地区气温低至零下
8℃。汶上县供电公司组织
变电运维人员在110千伏汶
都变电站内 ,对设备开展红
外测温、设备巡视等特巡工
作，确保安全可靠供电。

110千伏汶都变承担着
汶上县大半个城区和两个
煤矿的供电任务，重要性不
言而喻。当晚，该站值班人
员密切监控运行数据，并对
一次设备区开展特巡，全面

检查设备状况，对连接头进
行测温，排查隐患，确保设
备良好。

据介绍，为保障雪天安
全可靠供电，该公司密切监
视电网运行情况，组织变电
运维、变电检修等专业人
员，对服务内的17座变电站
一、二次设备进行特巡，及
时掌握变电站设备运行状
况。同时，查看变电设备及
线路的覆冰情况，加强应急
抢修力量储备，确保快速高
效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故
障。

汶汶上上供供电电公公司司
雪雪夜夜巡巡保保供供电电

人人保保财财险险邹邹城城城城前前镇镇
营营销销服服务务部部获获殊殊荣荣

他有一个梦
把村庄建成田园城市

济宁鱼台县王庙镇古李
村是李小刚的家乡，也是他
实现梦想的地方。他以山东
鹤来香食品有限公司作为自
己梦想的载体，正在追逐自
己的梦。他梦想把村庄建设
成一个田园城市，现代化的
农村社区周围是一个个农
场，农民们成为农场工人，规
划整齐的新农村社区让农民
不用出村，就过上城里人的
生活……

35岁的李小刚曾就读于
青岛建筑工程大学，2007年
入职青岛某公司后仅两年时
间就做到了销售经理，有着
很高的收入。在青岛扎稳脚
跟后李小刚成立了自己的公
司，并把家人、亲戚都接到了
青岛，然而他发现，尽管大人
来到了城市，但是孩子跟着
老人成了留守儿童，如果解
决了农村劳动力在当地就业
的问题，就不会出现留守儿
童；另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
的家人要想适应城市生活并
不容易。他认为，只有经济条
件变强了、农村面貌变好了，
才能真正让像家人一样更多
的农民过上幸福生活。

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研
考察和反复琢磨，李小刚总
结了自己在三农改革方面的

“五步走”规划：第一步，把涉
农企业建在农村，通过企业

给社会提供绿色健康食品；
第二步，通过企业整合当地
土地，给企业提供绿色健康
原材料；第三步，通过企业给
当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让
农民变成新型农民工人；第
四步，农民一旦变成新型农
民工人，就规划建设新型农
村社区(田园城市)，实现让
农民不走出农村就能过上城
里人生活。田园城市人口3-5
万人，拥有与城市一样的养
老、医疗、学校、超市、广场等
软硬件设施。农民拥有土地
所有权，入股当地企业，并在
企业上班当工人；第五步，成
立大学生创业联盟，带动全
国各地大学生回乡创业，复
制发展模式，让更多农民不
走出农村，就能过上城里人
生活，这被称为“李小刚的三
农实践”。

他有一个理念
摸索出“小刚模式”

2011年，李小刚怀着对农
民的真情关爱和让父老乡亲
过上幸福生活的理想，顶住家
庭内外的压力，放弃在青岛的
高薪待遇和优越生活条件，回
到古李村创业。

然而回来创业的路并不
平坦，2011年底，李小刚卖了
刚买了一年的车，流转了村里
一百多亩的土地，选择水稻机
械化育苗和有机水稻种植为
突破口，开始了回乡创业之
路。所有农活他都亲自带头

干，半年下来又黑又瘦，尽管
如此有机水稻种植还是失败
了，不仅投资没收回，还欠了
10余万债务。几年来创业积累
的优越感消失殆尽，身边的人
都抱怨他，为李小刚回乡发展
的决定感到惋惜。李小刚记忆
很深刻，2012年10月1日，他结
婚那天，除两位新人外，其他
的亲人脸上都几乎没有笑容。

“农业投资周期长、风险
大、见效慢，这些挫折是事业
发展的必然阶段。”李小刚不
仅没被失败压垮反而更加坚
毅和自信。李小刚调整了发
展思路，做农业必须先搞市
场和生产技术。他重点做了
两件大事，吸收做机械化育
苗的朋友加入创业团队，同
时创办了当地的农产品加工
企业——— 鱼台县鹤来香食品
有限公司。李小刚及时转变
了传统的经营方式，在淘宝
上注册了网店，开通了网上

农产品销售渠道，并吸纳优
秀的物流人才加盟企业。李
小刚的网店从2014年2月8日
开始运营，“半年的时间销售
额达到160万，生意旺的时候
一天发货3000多件，价值6万
多元。”李小刚说，他们在电
商平台的产品深受消费者的
喜欢和认可。

公司发展起来后，李小
刚按照自己的“五步走”发展
思路，开始为周围农民提供
工作岗位，直接为附近村民
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间接
带动农民致富数万人。王庙
镇朱庙村唐瑞芳被鹤来香聘
为客服工作人员，尽管因车
祸造成身体高位截瘫，但是
做电商客服却很优秀，获得
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李小刚回乡创业的成
功，也吸引了很多持相同理
念的回乡大学生，菏泽曹县
回乡创业大学生韦亚洲说：

“我到这里学习，是想按小刚
模式，让咱们老百姓不走出
农村也能把最优质的农产品
推向全国，把咱家门口的东
西推向全国，让每个农民都
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李小刚的“五步走”改革
理念和“互联网+三农实践”
的 做 法 被 概 括 为“ 小 刚 模
式”，他以自己发起成立的全
国大学生回乡创业联盟和北
京玖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
平台，宣传推广自己的理念
和创业经历。在全民创业的
浪潮下，李小刚创业模式得
到全国各地大学生的积极响
应，有不少大学生专门来到
公司，学习小刚三农实践经
验，投入到回乡创业大潮中，
带领农民致富，建设美丽家
园，像李小刚一样，共同带领
家乡的农民，让农民不出农
村过上城里生活，实现心中
的那份田园城市梦。

鱼台回乡创业大学毕业生李小刚和他的“小刚模式”

农农民民不不出出村村也也过过上上城城里里生生活活
本报记者 晋森 通讯员 赵磊 乔志宇

把涉农企业建到农村，整合土地规模化种植绿色农产品，
企业招聘农民成为新型农民工人，规划新农村社区让农民不出
村就过上城里人生活，成立大学生创业联盟让更多回乡大学生
带动更多农民复制这种模式过上城里人生活……这是济宁鱼
台回乡大学生李小刚提出的“五步走”理念，并已经脚踏实地进
行实践中。

李小刚(中)的公司吸引了众多创业青年。

本报济宁2月23日讯(记者
黄广华 晋森) 2月14日，

全市酒业工作会暨表彰大会，
提出振兴济宁酒业，加快构建
文化名酒新格局，充分发挥孔
孟之乡，运河之都的文化优
势，建设“中国文化名酒之
都”。会议表彰了2016年度做
出突出贡献的白酒企业。

“当前酒业市场仍处于
艰难的调整期，竞争日趋激
烈，但大众消费旺盛，文化
酒、功能酒层出不穷，方兴未
艾，理性消费渐成趋势，全行
业呈现回暖复苏迹象。”专家
认为，济宁市酒业在调整中
逐步站稳了脚根，市场竞争
能力增强，但总量偏小、个体
不强、品牌知名度不高等问
题依然突出，与济宁市经济
文化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和
消费能力不相称，提高本地
市场占有率，走出济宁，布局
全省、全国任重道远。

目前孔孟之乡、运河之
都、文化济宁的城市品牌越
来越靓，为打造文化品牌名
酒奠定了基础、铺开了路子，
作为文化与产业融合最好的
济宁白酒产业迎来了机遇，

应当借势发力，争取事半功
倍的效果。

会议提出以建设“中国
文化名酒之都”为引领，充分
发挥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的
文化优势，倾力打造中国文
化名酒体验基地和八大酿造
基地，“十三五”末培育1-2个
国内外知名一线品牌，3个省
内外知名二线品牌，实现酒
业与文化、信息技术的高度
融合。

“在不断深化改革和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

下，我们应看到国家宏观经
济总体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酒类产品作为大众日常快速
消费品会随着经济的复苏持
续提高。”济宁市酒业协会会
长王宪军在发言中表示，济
宁市酒类行业的现状既是压
力，又是动力，要屏弃行业发
展的不合理因素，打破急功
近利的惯性思维，立足行业
实际，转变思路，创新发展，
驾起营销和技术双引擎，济
宁市酒类行业必将迎来属于
自己的春天。

济宁酒业工作会提出发挥酒文化优势

济济宁宁将将建建““中中国国文文化化名名酒酒之之都都””

济宁酒业功勋企业受到表彰。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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