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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骑自行车卖菜干到了农业合作社
莱芜区这兄弟俩还要继续打造精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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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亓玉飞 通讯员 崔红鹤

“今年，我们公司获得将近20
万元的奖励资金，感谢投促局的
大力支持！”近日，济南欧森智能
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房立生
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钢城
区投资促进局致力于改善外资营
商环境，建立健全外资企业投诉
受理机制，助力纾解外资企业在
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取得了
显著成效。

济南欧森智能制造科技有限
公司获得的利用外资奖励资金，
是钢城区投资促进局根据《钢城
区利用外资奖励政策》，对济南市
外资奖励政策进行了补充，在济
南市奖励政策基础上提高扶持力
度，从而有效地激发了外资招商
活力，提升了钢城区外资利用质
量和水平，进一步推动外资项目
的引进和落地。今年5月，钢城区
共申报2021年度利用外资奖励资
金项目3个，济南欧森智能制造科
技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共安排奖
励资金61 . 6848万元。

在用好用活用足政策的同时，
钢城区投促局坚持以“店小二”服
务理念为引领，设立外企服务专
班，充分发挥外企联络员作用，落
实好“帮办代办”等制度，帮助企业
办理注册、开户、立项等手续，提升
服务实效。一方面，依托“外企直通

车”和“济企通”两大平台，及时高
效处理外企反馈的问题。外企服务
大使工作体系整合了外企服务、管
理、投诉等各项工作，实现了外企
服务线上线下有机融合，提供了有
效的信息化支撑。外商投资企业通
过“外企直通车”的“有求必应”功
能进行维权、诉求、建议等问题的
反映，服务大使“一小时快速响应”

“三个工作日内办结”，提升了外企
的服务体验和满意度。今年以来，
已累计走访企业22次，解决或答复
问题企业各类问题677个，切实为
企业排忧解难。

钢城区投资促进局全方位、
多层次助企纾困，做到既有“温
度”，又有“速度”，架好政企“连心
桥”，当好外企“服务员”，打造外
企服务的“钢城样板”，为外资企
业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支撑。钢
城区投促局党组书记、局长孙晓
敏说：“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区域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对区域
发展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区域经
济发展差距的背后，往往是营商
环境的差距。服务外资企业，我们
一直在路上。‘水美则鱼肥，土沃
则稻香。’只有通过持续优化外企
服务，提高制度供给的核心竞争
力，激发出更多的溢出效应、乘数
效应，才能真正把钢城打造成要
素集聚的‘磁场’、企业发展的‘沃
土’、投资兴业的‘宝地’。”

记者 亓玉飞 通讯员 王庆勇

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莱芜区
税务局持续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将党史学习教育经常抓、抓日
常，以党史学习为立足点、以特色
活动为切入点、以办实事好事为落
脚点，深学细悟、学以致用、以用促
学，把党史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莱
芜税务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

深入学，党史学习日常化

近年来，莱芜区税务局将党
史学习纳入党委会“第一议题”、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一主
题”、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第一任
务”和党支部“三会一课”与主题
党日活动“第一要事”的重要学习
内容，深化拓展“当先”“青春向党

强税有我”党建子品牌，持续用
好莱芜红色资源、区局税徽闪耀
党旗红党建教育中心、“赓续红色
血脉 兴税强国有我”“悦读党
史”“微党课”等活动平台，开展打
卡红色教育基地、现场学习、主题
宣讲等活动。同时，把党史学习作
为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常修课，
充分利用“灯塔党建在线”“学习
强国”“学习兴税”等平台，定期组
织开展学习培训，学习内容更全
面、更系统，让每名干部都学有所
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严实抓，制度机制长效化

莱芜区税务局实施党支部评
星定级管理制度，每年开展一次
党支部星级评定，为区局31个党
支部颁发支部星级标识牌，动态
调整，激励督促支部党员在减税
降费、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中担
当尽责，争先创优。

选树在减税降费、脱贫攻坚、
疫情防控等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

典型，评选出一批“党员先锋岗”，
以先锋带冲锋，发挥党员干部模范
带头作用，激发全局干部职工共同
提升、比学赶超的内生动力。积极
开展“严真细实快”作风建设活动，
改进干部作风，规范“两权”运行，
树立“让吃苦者吃香、有为者有位、
出力者出彩”的鲜明选人用人导
向，让愿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青
年党员干部脱颖而出，激发干事创
业的正能量，更好服务和促进莱芜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用心办，实事好事常态化

学党史最终要落脚到办实事
上。莱芜区税务局深入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组建退税减
税政策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不折
不扣落实2022年新的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使政策红利以最快速
度精准直达市场主体，切实为企
业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在落实好税收优惠政策的同
时，莱芜区税务局持续深化智慧办
税，全面提升纳税服务质效。升级
改造纳税人之家，打造“七彩之家”
纳税服务品牌，进一步拓展“三台联
动”新模式，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安
全高效的智慧办税体验。在各自助
办税网点设置可与工作人员实时连
线的智能微厅，在办税服务厅配备
两个服务云端办税的“云中心”、６个
专业工作室和１个税务云课堂直播
间，及时响应纳税人涉税诉求。

莱芜区税务局将继续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不断加强党员干部党性
修养、党风党纪教育，激发干部队
伍活力，积极投身落实新的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疫情防控、优化
营商环境等工作中，用心用情用
力解决好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
问题，不断提升纳税人缴费人获
得感和满意度。

记者 丁群

从二轮车
到合作社

6月，正赶上番薯插秧的时
候，20多个农民在露天的田地里
忙着，手法娴熟。赵来说，芒种时
节插秧，接下来就等着秋天的丰
收了。正说着，他又忍不住透露：

“这里明年要建一座新的番薯大
棚，到时候欢迎你们来！”

茄子、豆角、番茄、西瓜、甜
瓜……在赵来的合作社中，种着
各式各样的蔬果，一个菜种就是
一座大棚，现在，兄弟俩又打算
开辟新的“疆土”。而在把合作社
生意做得又大又好之前，赵来和
哥哥赵青先做了20多年的蔬菜
批发买卖：18岁的赵来跟着20岁
的赵青到集上卖菜，那时候家里
穷，两人手头唯一贵重的资产是
辆自行车。

“第一次卖菜挣了三百块，
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巨款。”赵来
回忆说，那时候的三百块，可比
现在的三千还要值钱，两兄弟一
合计，互相鼓劲说一定要坚持干
下去。后面二人习惯了从沂南进
货，再运送到莱芜的蔬菜批发市
场去卖，常常是白天干到晚上、
晚上干到天明。“那时候一天也
就睡两三个小时，但浑身上下都
是劲儿。”

积蓄是伴随着辛苦，一点又
一点攒起来的。事业稍有起色
后，兄弟二人换上了三轮车，再
之后是四轮车。寒来暑往，无数
个忙碌的日子过去，也经历过大
大小小的挫折，但最终赵青和赵
来的生意还是越做越红火，日子
一天天宽裕起来。

“在与南来北往的客户打交
道中，我们的见识越来越多，眼界
越来越高。有一天我们看着满车
水嫩的黄瓜，圆滚滚的大茄子，突
然意识到，来回贩菜赚差价不是
长法，我们的家乡土好、水好，种
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更好。”

为什么不种自己的菜、卖自
己的菜呢？这个想法一旦在兄弟
俩的脑海里生根，就再也挥之不
去。

从30多亩地
到20个大棚

2011年，经多方筹资，兄弟
俩成立了鲁赢粮蔬种植专业合
作社，正式踏上现代农业发展之
路，最开始属于他们的，只有30
多亩地。“我们拿这些地用来种

芹菜，两个人干劲十足。”赵来
说，到了丰收的时候，他们本以
为自己会看到一大片绿油油、脆
生生的芹菜地，没想到等着他们
的，却是一地烂菜。

“因为缺乏经验，我们的肥
料没有发酵，导致芹菜全部烂
在了地里。求助过相关技术专
家后我们才知道，夏季芹菜需
要加施钙肥，否则很容易得烂
心病。这次不成熟的尝试，让我
们亏了20多万元。”赵来说，贩
卖蔬菜他和哥哥是老手，跑过
来种地，两人却又成了妥妥的
新人。没有技术、没有经验，最
开始他们种植的蔬菜产量、质
量总是上不去，蔬菜卖不上价，
合作社开始的头几年几乎没有
盈利，兄弟俩甚至为此还搭进
去不少钱。

“但我们没想过放弃，在之
前20多年的经历里，什么大风大
浪都经历过了，我们知道唯有坚
持才能出成效。”村里像他们一
样打算经营合作社生意的人不
少，但许多人坚持了两三年后就
不干了，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
很少一部分人，赵青和赵来便是
其中二人。

聘请专家、主动参与镇上组
织 的 培 训 班 、一 次 又 一 次 实
践……兄弟俩的成功并非一蹴
而就，而是实打实一个又一个脚
印走出来的。

如今，在鲁赢粮蔬种植专业
合作社，一年不仅能生产400万
斤的蔬菜、杂粮，销售收入高达
1815万元，园区内还随处可见
现代化农业的种植方式和设
备。“我只需要打开手机软件，
在屏幕上点一点，就能完成相
应的温度调节、灌溉和施肥。”

在大棚中，赵来演示着如何让
棚内接近四十度的高温“一秒
入秋”。

从“啥都种”
到“造精品”

经过兄弟俩的多年努力，现在
的鲁赢粮蔬种植合作社，已是苗山
地区最大的蔬菜生产集散地。

蔬菜品种好、产量大、种类
全，再加上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有越来越多的合作商找上门来，
直接将货车开进基地，一车又一
车地拉走。

在一间专种小西红柿的大
棚中，有一半种的都是草莓西红
柿，这些草莓西红柿一经成熟，
便会被送到电商手中，再被贩卖
至消费者家中。合作社的发展逐
渐驶上快车道，赵来表示，这些
都离不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越来
越大，合作社也得以不断发展壮
大”。

在两兄弟的带领下，近年来，
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
经营，统一技术信息、统一农资配
送、统一市场销售，产品品牌力逐
步增强。目前，合作社已与多家大
型超市、学校及企业建立了蔬菜供
应关系，同时，积极探索线上销售，
实现了农超对接、农企对接、农校
对接和线上线下对接。

如今，兄弟俩又有了自己的
新盘算：依托合作社，进一步提
升园区的发展水平和示范带动
作用，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发展精品农业。“我们不仅要发
展现代农业，更要发展‘精品农
业’，发展自己的拳头产品，让我
们的产品走出济南，走出山东，
走向全国。”赵来说，在与其他地
区优秀合作社的交流中，让他们
意识到打造品牌和发展精品农
业的重要性。

“目前我们注册的‘鲁赢’商
标，已取得马铃薯、西红柿、黄
瓜、辣椒、西葫芦等8个无公害食
品产品质量认证和6个绿色认
证，我们新上的几个品种香瓜白
肉流星，高端礼品西瓜冰糖小王
子和圆梦，甜瓜坤研507供不应
求。”下一步，赵来兄弟俩将继续
为打造苗山特色品牌而努力，让

“绿满苗山、鲁赢味道”为大众所
熟知，共助乡村振兴。

莱芜区税务局“深入学、严实抓、用心办”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长效化

当好“店小二”优化外资营商环境
钢城区投资促进局服务外企取得显著成效

合作社的大棚蔬菜长势喜人。

放眼望去，在济南市莱
芜区苗山镇鲁赢粮蔬种植合
作社，仅大棚就有20多个。无
公害蔬菜种植基地280亩、春
秋蔬菜大棚60亩、冬暖大棚
100亩，露天蔬菜120亩……
这些都是负责人赵来和哥哥
赵青努力了11年的成果。为
周边村民提供40多个固定就
业岗位、60多个季节工就业
岗位，辐射带动周边900多农
户发展种植基地2000多亩，
老赵兄弟俩的合作社，对苗
山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说起兄弟二人这些
年来的奋斗史，赵来有一肚
子的话要说：“绝不轻言放
弃，我们要一鼓作气、乘势而
上，为乡村振兴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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