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0022 身边 2017年3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张莹 美编：尹婷 组版：皇甫海丽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宋银生

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乡镇林
业站工作，不久便选择了下海
经商。先后做过客运、修理厂和
农资生意，经过多年摸爬滚打，
如今涉足休闲农业的他，打造
了集种养殖、农家乐、采摘园、
游乐观光等为一体的原生态产
业园，还投资成立了创业孵化
基地和电商创业园区，吸纳入
驻企业68家，解决了周边乡村
1000余人的就业问题。今年1
月，他被授予菏泽市“市长创业
奖”，他就是曹县青年企业家周
伟。

公务人员下海创业
练就一肚子生意经

周伟，1973年生，曹县人。
1991年，他在菏泽供销职工学
院毕业后，被分配至曹县王集
镇林业站工作。几年按部就班
地工作，让年轻有想法的他产
生了创业的想法，“当时有离岗
创业，带动群众致富的风气。”
周伟说，他在跟家人沟通后，于
1988年正式下海创业，跑过客
运，开过修理厂，做过农资生
意，一路摸打滚爬，到如今做生
态休闲农业，“直到涉足农业，
算是找到了一辈子为之坚持的
事业。”

“曹县耕地多，农资市场潜
力大。”在尝试做过客运、修理
厂等生意后，2004年，经朋友引
荐，周伟通过对农资行业的透
彻分析和解剖，决定投身于此，
大干一场，当即注册成立了农
化种业公司。然而，当时农资经
销行业的市场竞争已然十分激
烈，产品同质化现象也比较严
重，不过周伟发现大家都在产
品上竞争，却没有谁主做渠道

建设，“发现这有一点后，我贷
款80多万，建立了10个分公
司，”周伟说，当时同行都在等
着看他的笑话，不过在亏损两
年后，公司在第三年终于取得
盈利。

农资生意一干就是十年。
直到2014年，跟农资、农民打了
十多年交道的周伟，通过解读
国家政策等信息，决定在继续
做农资生意的同时，搞生态休
闲农业，做乡村旅游，当年便成
立了农业生态科技发展公司。

搞起生态休闲农业
助力贫困农户脱贫

2014年，周伟在曹县郑庄
办事处承包土地1000亩，打造
集种植、养殖、农家乐、采摘园，
游乐观光为一体的原生态产业
园。“每到果树花开和结果的季
节，周边的市民都会过来赏花、
采摘。”周伟介绍，此外，还有冬
暖式大棚20多个，无土栽培的
瓜果蔬菜，可供游客自行采摘。

19日下午，齐鲁晚报记者
来到位于曹县城南不远的好滋
甜生态采摘园时，只见园外道
路两侧停了很多小轿车，不少
人提着放着草莓的篮子进进出
出。

在草莓采摘棚里，很多游
客边摘边把草莓塞进口中。“这
儿的草莓吃着放心，入口还有
奶香味。”来自河南商丘的游客
杨女士说，她听朋友说这儿的
采摘园不错，趁着周末就和先
生带着孩子开车过来了。

“生态园里种植的草莓是
绿色无公害的绿色产品，夏天
采用高温技术，把棚内的虫草
全部蒸死，到种植草莓的时候
用黄豆和香油渣做有机肥，灌
溉的时候加上牛奶，草莓一个
个香甜，摘下来就能吃。”周伟

介绍，除了采摘园一年四季对
外开放外，基地还拥有肉鸡蛋
鸡养殖场2个，以天然林地为依
托，回归原生态生长，“把坏掉
的草莓用来喂鸡，产出水果鸡
蛋，水果烧鸡等天然食品。”

据了解，2014年以来，周伟
的生态采摘园共吸引游客50多
万人次，游客覆盖曹县及周边县
市，成为曹县生态旅游的旗帜企
业，仅生态园就提供固定岗位
100多个，“季节性用工，农忙时
要用到三四百人”，还为23户贫
困户提供了就业和增收门路。

打造特色农产品基地
带动更多农民致富

不仅如此，周伟还响应政
府号召，先后成立了郑庄办事
处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电子
商务创业园区，如今已吸纳企

业68家，其中大学生电商企业
46家，并带动了创业园区内其
他产业的发展，如种植业、养殖
业、仓储物流、快递运输、餐饮
旅游业等20余家企业，解决了
周边乡村1000余人的就业问
题。

正因为产业扶贫带动作用
显著，周伟的农业生态科技发
展公司被当地政府列为产业扶
贫点。2016年12月，菏泽市人社
局在曹县召开创就业现场会，
周伟在会上作典型发言。2017
年1月，周伟被授予菏泽市“市
长创业奖”。

如今随着县域城镇化进
程，曹县城南外环将从周伟的
生态园门外穿过，“南外环即将
开建，这儿也将迎来发展机
遇。”周伟介绍，他将把生态采
摘园在目前1000亩地的基础
上，扩大到四五千亩的规模，今

年要新增蔬菜高温大棚10个，
新建儿童水上游乐场及水上乐
园一个，“待国庆节道路通车，
来这儿的游客会更多。”

而这只是周伟实施计划中
的一部分，他的最终目标是建
成山东省最大的农业休闲观光
+特色农产品加工为一体的基
地。周伟告诉记者，下一步将打
造曹县特色农产品加工中心，

“将曹县韩集麻糖、曹县五香花
生米、曹县芦笋、曹县烧牛肉等
特色食品，都集中在这儿加工，
让游客在这里一站式买到特色
绿色食品。”如今，石磨香油、石
磨麻汁、水果烧鸡等产品已经
开始生产。周伟还打算把周边
更多农户纳入合作社，让农民
按照公司的要求来生产无公害
的花生、芝麻、芦笋等初级农产
品，他们统一采购加工，“以带
动更多的农民共同致富。”

菏泽市“市长创业奖”获得者周伟：

掘掘金金农农业业，，带带动动村村民民实实现现致致富富梦梦

遗遗失失声声明明

★由单县建设局开具给山东丽天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的单县中心医院全科医生综合楼

工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收款收据丢失，收据号

6802735，声明遗失。

★山东巨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财务章(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0233464966XL)丢失，

声明作废。

小小游游客客边边采采摘摘草草莓莓边边吃吃了了起起来来。。小游客边采摘草莓边吃了起来。

本报菏泽3月22日讯(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李珍) 白天治
理店外经营，晚上拆除违章建筑；
白天到工地监督开发企业对工地
裸露地面覆盖情况，晚上街头检
查露天烧烤的排烟装置……牡丹
区南城办事处多部门联合在辖区
内开展“市容环境大治理”活动。

据悉，即日起，菏泽发起城市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月活动，南城
办事处迅速行动，多部门联合在
辖区内开展“市容环境大治理”活
动。

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市容环境大治理”活动期间，
南城城建委与行政执法的工作
组，白天治理店外经营，晚上城建
委的工作人员拆除违章建筑；安

全生产办公室与行政执法工作
组，白天到工地监督开发企业对
工地裸露地面覆盖情况，晚上联
合行政执法到街头检查露天烧烤
的排烟装置。

此外，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大
排查”，治理店外经营、占道经营，
排查卫生死角、裸露土地，各项工
作紧紧抓在手中不放松。

牡丹区南城办事处开展“市容环境大治理”活动

““白白加加黑黑””集集中中整整治治 打打造造干干净净市市容容

本报菏泽3月22日
讯(记者 李德领) 22
日，记者从菏泽学院获
悉，近日，教育部发布了

《关于公布2016年度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
(教高[2017]2号)，菏泽学
院申报的物联网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书法学三个本科专业获
批招生。

截至目前，学院本
科专业升至60个，专业
设置涉及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等 1 0大学科门
类，其中师范类专业15
个，非师范类专业45个，
应用型办学特色更加凸
显。

菏菏泽泽学学院院新新增增
三三个个本本科科专专业业

本报鄄城3月22日讯(记者
赵念东)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从
鄄城县农机局获悉，近年来，随着
农机补贴力度的加大，鄄城县农
机装备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农
机化作业水平大幅度提高，一些
高科技、环保、低碳农机具得到广
泛推广。在今年的春耕备播工作
中，该局积极引进和推广低碳、环
保、作业效率高、安全性能有保证
的农机具，倡导农民实施集约化
经营、规范化作业，着力打造“低
碳”、“环保”农业。

据了解，在今年的春耕备播
工作中，鄄城县农机局在做好农
机新机具、新技术推广工作的同

时，紧紧围绕“低碳”农机做文章，
积极倡导农民选用质优价低、性
能优良的名优农机产品及高科技
农机装备。逐步引进节水灌溉机
械、深松整地机械、保护性耕作机
械等。目前，全县累计投入“春耕
备播”的先进适用农机具达4500
余台套，这些低碳、优质农机具为
打造“环保”农业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保障。

此外，在春耕备播工作开展
前夕，县农机局积极组织农机化
教师、科技推广人员开展低碳农
机培训活动，把发展低碳环保农
机作为培训工作不可缺少的内容
和环节，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大力

使用免耕播种、保护性耕作技术
和深松技术，使农民充分认识到
使用低碳农机的重要作用，在操
作使用过程中让机具发挥良好技
术性能，减少油耗，提高效率，极
大地调动农民购买低碳农机的积
极性，为推广使用低碳农机开拓
市场。

在监管方面，县农机局安排
监理站在做好春季农机安全监管
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农机报废
更新工作，根据农机具使用状况
严格落实农机报废制度，坚决从
源头上杜绝农机事故的发生，促
进农机更新换代频率，促使大量
低碳农机走向市场。

春春耕耕备备播播，，““低低碳碳””农农机机成成主主角角


	P02-PDF ۅ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