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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下乡、年轻人回乡

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新新动动能能来来了了

本报特派记者 王皇 马云云

水站变成了
乡村创业平台

“我们在全国1万多个村投放
了水站，在村里选出了‘小管家’，
不仅为村民提供健康的水，还能把
当地的农产品推到城市。”9日，在
山东代表团第二组审议时，全国人
大代表，海尔集团公司总裁、董事
局副主席周云杰讲的这个“海尔和
农村”的故事打动了大家。海尔与
农村有什么联系？周云杰讲的故事
里一开始就给出了解答：“海尔在
全国有3万多个专卖店，其中有2万
多是在县城和乡镇，接触农村消费
者很多。”

“在乡村生态振兴中，我们关
注到农村的健康饮水问题。”周云
杰说，村民们对健康饮水有需求，
海尔在全国1万多个村投放了水
站，专为农村居民提供健康饮用水
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每个水站都招聘了一
位村民做‘小管家’。”周云杰说，

“‘小管家’多是村里的五保户、低
保户等贫困家庭，经过系统培训合
格后，成为水站运营‘小管家’。他
们主要负责水站的运营，可以给村
民提供购水的充值服务。除了通过
维护运营水站获得收入外，他们还
可以通过健康水站上的电商平台，
为村民提供家电、日化、农资、快消
品等一流的品牌资源。而且‘小管
家’还成了海尔联系村民的桥梁，
他们可将农民需求反馈给平台和
品牌资源方，以定制质优价廉的产
品。”

“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把当
地的农产品推到城市。”周云杰说，
目前海尔在全国的城区布设了3万
多座水站，未来两年要到10万座。
每个社区都有“小管家”，都有微信
群。这样，全国就有4万多个“小管
家”，在他们的推动下，销售农产品
就省去了中间环节，能直接从农产
品产地卖到社区。

“春节前通过这个平台卖的
赣南脐橙，比在天猫卖家卖得还

多。我们还可以做‘一县一品’，选
出了100位优秀‘小管家’与当地
政府共同推进农产品销售。”周云
杰说，水站已经成了乡村创业的
平台。

40名“理事大总”
管出全国文明村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山东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
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
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
德规范。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淄博市
淄川区双杨镇赵瓦村党委书记、村
委会主任李久存很激动，他拿出了
村里的一份村规民约给大家看。他
说，正是这部村规民约，让赵瓦村
成了“全国文明村”。

要求“杜绝低俗的‘婚闹’”、“子
女不赡养老人的，先调解教育，还不
听的就要接受处罚……”李久存说，
这份村规民约共有52条，涉及生活
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婚丧嫁娶、子女
教育、赡养老人、邻里关系等等。

以前的赵瓦村，各家经济条
件不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
比成风，并且婚礼上闹完新娘闹
新郎，让长辈们很尴尬。有钱的
会花十几万办婚礼，而穷一点的
因为结婚而负债累累，这让有些
条件差的家庭苦不堪言。此外，
他还坦言，当时婚礼上产生的垃
圾也没人管，平时的生活垃圾到
处乱扔，村里环境脏乱差。

2005年，《村规民约》正式实
施。之所以制定这份村规民约并能
顺利实施，得益于村里在2004年成
立的“家族乡贤理事大总”,全村共
40名。“村里的事务管理、家族红白
喜事、邻里纠纷等，都由乡贤理事
大总来协调、操办。”李久存说，这
是他们村里的新风尚。这40位大总
发挥带头作用，成立红白理事会，
推荐出了9个理事，并召开移风易
俗大会。“在《村规民约》的制定上，
村两委也充分听取了大总和理事
们的建议，集体协商后才定的。”他

说，这期间还经历了律师的逐条把
关，达到了“依法治村”的目的。

“鲁西小寿光”
吸引年轻人回乡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
东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提到耿店村
现在有一个好现象，种大棚的中青
年越来越多了，并分析了形成这种
现象的原因。“现在的耿店村成了

‘鲁西小寿光’，年轻人纷纷回村种
菜，乡村振兴有力量。”

回想起总书记的话，9日，全
国人大代表、聊城市茌平县贾寨
镇耿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耿遵珠说，自己没想到总书记
会提到耿店村。“我们村有200多
户人家，家家都有大棚，大棚种
菜的历史已经有20年了。”

四五年前开始，20来个在外
打工的中青年人陆续回到村里，
每个人差不多都建了五至八个大
棚，那时候，一个大棚的投资大
约5万元。如今这些大棚除去成
本，一年能给一家人带来十几二
十万的收入。“这些中青年人以
前多在外做经营或打工，回村建
大棚不仅收入有保障，一家人还
能在一起生活。”

回乡的年轻人也给村里带来
了新气象。“他们回村之前，村里多
数是老式大棚，主要是靠人工。这
群年轻人回来建的大棚，用上了从
潍坊寿光学来的卷帘机、滴灌等自
动化设备。”耿遵珠说，新大棚建起
后，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种植，一个
人能管好几个大棚。

很快，其他村民也升级了大
棚，都装了自动化设备。“像滴灌设
备，以前也有人来村里推广，但村
民们怕麻烦不接受。年轻人装了之
后，大棚里的蔬菜产量高，其他人
看着眼热，自然也就学回去了。”

耿遵珠说，乡村振兴离不开人
才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团提
到了耿店村，他感到了动力，更感
受到了责任。“我们要继续发挥产
业带动就业、吸引人才的模式，吸
引大量在外打工的青年回乡创业，
真正实现总书记说的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尚磊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
的打工青年选择了回乡发展？现在村民们的
生活咋样？9日，本报记者来到了耿店村进行
实地探访。

9日下午，在村里的一个蔬菜大棚里，62
岁的村民耿文林和老伴正在摘菜，新鲜的辣
椒、豆角摆放整齐，老两口的脸上满是笑容。
耿文林介绍说，他们村因种蔬菜大棚富裕起
来，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楼房，自来水、暖气都
有了。耿文林说，他经营着0 . 6亩大棚，如果市
场行情好，一年下来有两万元左右的收入。

69岁的村民耿庆文说，外出打工没有在
家赚钱安稳，现在，他俩儿子都在家种植大
棚。村里自从成立了合作社，菜价行情一直比
较稳定。耿店村公示栏上显示，村里有人口
760人，党员36人，耕地1600亩，蔬菜大棚有
600多个，人均年纯收入2 . 7万元。

“当初耿书记带领我们十来个人去各地
考察，还请来了农业专家。”耿文林说，为了摸
索更好的种植模式，耿遵珠自费带领大家去
寿光考察，确定发展棚菜生产的思路，耿遵珠
带头发起，联系社员集资32万元，成立了绿冠
蔬菜合作社。合作社投资建设了育苗场、蔬菜
精包装加工厂、蔬菜低温冷藏库，先后购进了
农药残留检测、化验设备、包装生产线、运输
设备等，经营服务涵盖了育苗、药检、运输、包
装、冷藏等多个环节。目前，耿店村已经成为
了蔬菜生产专业村，还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子
种植大棚。

“我们村种大棚菜的中青年越来越多，留
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很少。”村民耿庆文说，除
了考上大学的外出工作外，其余的中青年都
愿意留在家里，现在种植大棚都是高科技，电
动机械化种植更省心省力。

“还是在村里发展好，谁愿意背井离乡去
打工?”43岁的村民任传华说，他一度在天津、
河北等地打工十来年，干过电气焊、当过车床
工、搞过装修……几年前，他回家从1个“钢
架大棚”起步，如今发展到20个了，成了村里
种大棚的“状元户”。村里多了“棚二代”，乡村
开始“年轻”起来，乡村振兴也有了依靠力量。

“以前卖菜不知道行情，菜贩子来收菜给
多少钱也得卖，不卖怕没人来收，现在村里人
用上了电脑、智能手机，建起微信群、微信公
众号，村支部书记还联系来省内外的购买商，
菜贩子都抢着买我们的菜。”任传华说。

如今走进耿店村，就像走进了县城，沿街
路面整洁，村子里铺设了公路、安了路灯、修
了下水道，有文化大院、养老院。村里家家通
暖通气，户户都住上了自带车库的楼房。另
外，村子里的健身广场、婚宴大厅等公共基础
设施也一应俱全，村民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
有奔头。

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并作重要讲话，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提出了
新时代山东工作的总要求，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规划，科学推进。总书记的
讲话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反响。在9日山东代表团的分组审议中，来自不同行业的三个代表从自身经
历和体会出发，讲述了三个有关山东乡村振兴的故事。

葛记者探访

““大大棚棚村村””里里
多多起起了了““棚棚二二代代””

尽管上了岁数，但得益于现代化的种植模式，耿文林老两口的半亩大棚一年收入两万元左右。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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