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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5月7日讯（记者
梁敏） 近日，省委组织部、

省农业厅、省教育厅等6部门联
合印发《山东省基层农技推广
人 才 定 向 培 养 工 作 实 施 办
法》，自2018年起，依托省内
农业高等院校实施基层农技
推广人才定向培养，重点为
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培养急需
专业的本科生。

办法规定，定向培养生在
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住宿
费，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所

需经费由省财政按每生每年
10000元的标准拨付高校。其中
生活补助经费标准为每生每年
4000元，学校按每人每月（共10
个月，寒暑假除外）400元标准
足额发放给定向培养生。优秀
基层农技推广人才定向培养生
可参加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
学金评选。

凡热爱“三农”事业，毕
业后志愿到乡镇农技推广机
构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
作，具备普通高考报考条件

的高中阶段毕业生，均可报
考基层农技推广人才定向培
养生。

定向培养生在本科提前批
次录取，考生成绩须达到山东
省首次划定的本科录取控制
分数线。报考定向培养生须
承诺，毕业后到乡镇农技推
广机构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时
间不少于５年。

已录取的基层农技推广人
才定向培养生报到入学前，要
与招生高校和定向就业县级组

织、机构编制、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农业部门签订培养协议，
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未按规
定签订培养协议者，取消入学
资格。

定向培养生最后一个学
期，按照就业协议到定向就业
县（市、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
实习。具体工作单位，要结合基
层农技推广人才定向培养生需
求和培养计划，由县级机构编
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部
门，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

度的要求，组织定向培养生与
定向县域内乡镇农技推广机构
在需求岗位范围内进行双向选
择，签订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
同，纳入事业编制实名制管理，
合同期为5年。

合同期满，严格实施聘期
考核，聘期考核不合格的，不再
续签聘用合同。如毕业后未按
协议到定向就业县（市、区）乡
镇农技推广机构工作，要按规
定退还免费教育经费，并交纳
该费用50%的违约金。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全村第一个本科生
刚创业就亏了十多万

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庞
家庄村，沿着笔架山蜿蜒的山
间公路，在大山深处一个敞亮
的坡上，就是万邦食品有限公
司。办公室所在的院落就是亓
宪瑞1977年出生的地方。1997
年，20岁的他考入上海师范大

学电子工程系，成为村里的第
一个本科生。

毕业后，亓宪瑞留在上海
工作。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上
海等地对优质山楂干的需求
量挺大，而山楂正是家乡祖祖
辈辈种植的林果作物。可由于
找不到销路，一斤只卖一两
毛，甚至几分钱，很多村民不
得不狠心把山楂树砍掉。

亓宪瑞想着做点什么，最终
决定返乡创业。父亲没有明确反
对，只是说了句：“农业是我们这
一代人做的事，不是你们。”

在上海打拼了六年后，亓宪
瑞于2007年回到家乡。最初，他
用东拼西借的两万块钱从老乡
那里收购山楂，雇人加工。但是
当时的山楂全靠日晒，很容易发
生霉变，一下子让他赔了十多万
元。自此，亓宪瑞开始研究山楂
干的加工工艺，尝试用烘干技术
代替日晒。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技术
揣摩和市场开拓，亓宪瑞越发
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山
楂产业并非不可为，而是大有
可为。2009年，他联合本地6人
发起创办了莱芜市凯瑞山楂
种植专业合作社，研发培育小
红星山楂新品种，打开了山楂
作为水果食用的新局面。2016
年小红星山楂农户卖到每斤
8 . 5元，超市卖到每斤16-20元
不等，亩产达到1万斤。

不光带村民致富
还留住50多名大学生

65岁的村民亓玉海是公司
的技术骨干，不但自家种植的山
楂不愁出路，每个月还能在公司
领到3000多元的工资。“公司每
斤比市面要高一两毛。”为此，他
特地多承包了三四亩山楂地。这
些年，亓宪瑞带动当地剩余妇女
劳动力1万余人就业，累计发放
工资过亿元。

不光带村民致富，亓宪瑞
还想着招聘大学生。2012年，
为企业注入力量，首批招了20
个人。可由于各项配套不完
善，2013年底，第一批20个人
走得只剩下1人。

这让亓宪瑞觉得很失落。他
开始反思，如何能让大学生扎根
农村。他花了四十多万元购置班
车，每天晚上定时把他们送回城
里，第二天早上再拉回来。此外
还提供免费食宿、六险一金、娱
乐设施，让他们的工资比在市里
的企业还高一些。为培养企业管
理人才，他自己摸索考核晋升方
法，提出共同创业，共同分红机
制，每年定期加薪，组织员工参
加各种各样的聚餐、文艺活动，
到外地旅游。

如今，公司已经有一支稳定
50多人的大学毕业生队伍，他们
的加入，不仅为公司，也为村庄

注入了活力。

山楂“触网”上线
还要挖掘文化

作为电子工程系的毕业
生，亓宪瑞将电子商务引入山
楂产业在意料之中。2012年他
开始发展农村电商，成立农村
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依托阿里
巴巴、淘宝、天猫、京东等平台
开展线上线下销售工作，依托

“互联网+”现代农业营销模
式，通过“B2B”和“B2C”发展
线上线下客户，以山楂系列产
品和花草茶为主，建成“电子
商务特色村”，网店产品种类
由原来的20种增加到近50种。

现在线上的销售额可以
达到每年两三千万元。“每年
双十一期间，加大产能，应对
措施已经很熟练了”。

亓宪瑞并没有将眼光局
限于此，他要把山楂产业与生
态旅游结合起来，挖掘山楂文
化。比如正在筹划山楂博览
园、“山楂之恋田园综合体”，
让山楂“活”起来。

今年1月，亓宪瑞刚当选
为庞家庄村支部书记，这意味
着他要更多地考虑让更多人
过上好日子，让村庄得到整体
提升。“要富大家都要富”，这
是亓宪瑞给亓玉海留下印象
最深的一句话。

山山东东农农业业高高校校招招收收定定向向培培养养生生
免学费住宿费，一年还发四千元生活费

上上海海打打拼拼六六年年，，他他回回山山沟沟卖卖山山楂楂
小果子做出大产业，仅线上销售额一年就有两三千万元

本报菏泽5月7日讯（记
者 牟张涛 通讯员 傅
子栋 万广田） 近日，菏
泽单县首届乡村旅游节暨
玫瑰风情节在时楼镇常李
庄村举行。作为省级贫困
镇，时楼镇抓住“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契机，通过打造
玫瑰小镇，发展乡村旅游
业，将美丽乡村全面铺开，
实现“造血式”扶贫。

“我们要让更多人了
解时楼镇的玫瑰产业，让
更 多 人 来 时 楼 镇 观 光 旅
游，发展乡村旅游业，让村
民增收脱贫。”在单县首届
乡村旅游节暨玫瑰风情节
上，时楼镇党委书记刘文
博告诉记者。

为改变常李庄村土地
贫瘠人多地少、经济基础薄
弱的现状，时楼镇将常李庄
村纳入新农村计划改造村
落，将常李庄村打造成时楼
镇新农村改造的模板。2018
年常李庄村新农村改造基
本完成，为了抓住乡村振兴
的机遇，时楼镇决定将常李
庄村打造成“单县独有”的
美丽乡村，即“玫瑰爱情小
镇”。

时楼镇党委、政府和流
转土地的村民都签订土地
流转协议，总共流转360亩
土地。返乡创业的丰兴源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在时楼镇
党委政府的帮助下投入资
金200余万元，以乡村旅游
与现代农业发展为契机，打
造玫瑰爱情基地。

“时楼镇党委、政府争
取 2 0 0万元扶贫资金准备
建设高标准的玫瑰大棚一
座，玫瑰大棚项目可以扶持
收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1 8 2
户，3 0 5人。”刘文博说，玫
瑰 小 镇 的 打 造 共 带 动 了
500人的就业，并且可以吸
纳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进
入玫瑰小镇中务工，实现

“造血式”扶贫。

单县时楼镇“造血”扶贫

小小镇镇玫玫瑰瑰香香

催催醒醒脱脱贫贫梦梦

亓宪瑞的山楂产业带动当地就业。 （受访者供图）

新农人

在莱芜市莱城区笔架山深
处，有个叫万邦食品的公司。在
山东乃至全国从事山楂生产和
加工的企业，几乎都知道这里。
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作为村
里走出去的第一个本科生，公
司董事长亓宪瑞放弃上海工
作，毅然返乡创业，经过数年的
耕耘，他终于把家乡的山楂做
成了响当当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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