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孔媛媛 组版：曾彦红 校对：孔茜

C04 2023年4月11日 星期二新区·家园

在石桥镇刘营村，西红柿种植户近400户

大棚西红柿，“映红”好日子

政银党建结对共建，高效联动合作共赢
太白湖新区“创贷之家”服务驿站揭牌

本报济宁4月10日讯(记者
丁安顺 通讯员 万众) 服务
企业纾困解难，推动经济社会稳
定发展，为企业引入更多资金

“活水”。4月8日，太白湖新区举
行太白湖新区“创贷之家”服务
驿站揭牌仪式。仪式上，济宁市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党委
委员、副主任马怀勇与太白湖新
区党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刘宝
成共同为太白湖新区“创贷之
家”服务驿站揭牌。

“创贷之家”服务驿站是由
太白湖新区社保就业服务部、济
宁吾悦广场管理有限公司和济
宁农商银行太白湖支行三方共
同建设，实现了驻广场商户及附
近商户不出商圈就能申请办理
创业担保贷款业务，进一步推动
基层组织资源、金融资源、人才
资源的有机融合。

“该服务驿站的成立，能够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基
层党建和金融服务有机融合，凝
聚政银共建合力。”马怀勇说，通
过开展“党建惠企、政银联动”专
项活动，建立联动工作机制，以

“党建搭桥”促进“政银企”三线
联动，助力小微企业破解资金难

题，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服务。
作为一家服务当地的银行

机构，济宁农商银行太白湖支行
时刻牢记服务自己的责任与使
命，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

扎根、深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不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
水平。济宁农商银行党委副书
记、监事长孙登利表示，“将推行
不断完善‘一站式’金融服务平

台功能，推行‘创贷+’服务新模
式，为创业者提供‘就近办、提速
办、简便办’的优质金融服务。”

“‘创贷之家’的设立对吾悦
商业综合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

用，通过‘创贷之家’可以让商户
更加便利地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从申请到批复真正实现了‘一站
式’服务，让商户切实享受到就
业创业政策。”刘宝成说，接下来
将充分发挥吾悦广场“创贷之
家”服务驿站作用，凝聚合力做
出成效，不断增强集聚辐射能
力，扩大就业创业政策惠企覆盖
范围，推动新区就业创业服务提
质增效，助力新区经济高质量发
展。

目前，吾悦广场作为太白湖
新区最大的商业综合体，商铺数
量达到1000家，此次将创贷之家
设在吾悦广场运河印巷步行街，
可以更好地吸引各方优质个人、
企业前来投资开店，为新区创
业、就业提供更加便利的贷款业
务，助力新区高质量发展。

扫码看视频。

太白湖新区“创贷之家”服务驿站揭牌仪式现场。

收获季延续至5月初
4个大棚能挣十余万

当日上午，石桥镇刘营村西
头的种植大棚里开始了一天的
忙碌。种植户刘磊在自家百十米
长的大棚里来回穿梭，摘摘旧
叶、取下新果，一气呵成的动作
不次于流水线作业上的工人。从
早晨7点干到中午12点，5个小
时，刘磊和妻子就能摘出上千斤
的西红柿。

在大棚旁边，堆砌如小山高
的塑料筐前，满是西红柿。刘磊和
妻子李文利手脚麻利地把个头差
不多大的西红柿挑拣进筐里，再
一个挨一个摆放整齐，待装满一
筐后，抽出一张身旁叠放的铜版
纸盖在上面，打包完成后，等着收
购商前来搬货。

刘磊种了4个大棚的西红柿，
由于采用早春棚种植，光照时间
成为西红柿成熟的重要因素，前
几日因为连续阴雨天气一直没成
熟，最近两天气温回升后才开始
摘果，预计收获期将持续到5月
初，4个大棚能结出近5万斤的西
红柿。“刘营村的西红柿营养价值
很高，口感比普通的西红柿好，市
面上每斤能卖到6元。”刘磊说，自

己从1999年开始利用大棚种植西
红柿，平日里都是他和妻子一起
打理，收获的季节再雇人来帮忙，

“一年下来西红柿能卖将近20万，
纯利润也有十来万。”刘磊对这个
收入很满意。聊起种植大棚西红
柿之前的年收入时，刘磊摇摇头
说：“那时候就是种农作物，一年
下来顶多挣个两三千元。”农闲时
出远门打工，如此一对比，刘磊对
现在的日子很知足。

在刘营村南头的村道上，三
五辆货车在不宽敞的村道上一
字排开，已装筐的西红柿陆续被
抬上车，上午11点，收购商蔡发
兵的货车已装完，多达5吨的西
红柿即将发往市区。蔡发兵告诉
记者，他连续多年来收购刘营村
的西红柿了，后续计划每天都会
过来采购。

成立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特色路”越走越宽敞

每年的3月至4月，是刘营村
西红柿丰收的季节，每到这个时
期，来自各地的西红柿收购商都
会把大卡车开过来，一枚枚鲜红
透亮的西红柿装筐后，被售往全
市各地，在刘营村，像刘磊一样
从事西红柿种植的有近400户。

记者了解到，刘营村种植西红柿
历史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到
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特色的种植
方式，加上天然的土壤优势，刘
营村的西红柿口感好、品质佳，
引得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西
红柿种植的行列中。顶峰时期，
全村曾有近八成村民户种植西
红柿，大棚数量高达200余个。刘
营村也给予了政策、技术、销售
等方面的支持。“全村西红柿种
植面积300多亩，村里有60%的村
民在市区买了房。”刘营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发强自豪
地讲述着村民们生活条件的改

善。
随着西红柿种植规模的扩

大，刘营村紧抓契机，充分利用
本村种植技术、农业资源，成立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经营蔬菜、
水果，以及进行农产品加工，线
上线下共同销售。“这几年我们
引进新品种，种出来的西红柿品
质也比以前好了，影响力也大
了，老百姓收入更是翻了一番。”
黄发强告诉记者，按照今年的行
情，西红柿上市能卖到6块多一
斤，今后刘营村党支部将合作社
发展方向定位在“西红柿种植+
合作社运营+线上线下销售”的

新发展模式。村民用原产品和劳
动力入股，赚取一定的加工费，
增加家庭收入。

用“菜篮子”鼓起村民的“钱
袋子”，用大棚的“金钥匙”打开百
姓的“致富门”。“目前，合作社已
经吸引了20余家种植户，去年村
集体经济也有了明显增长。这些
年来，刘营村大力发展西红柿特
色产业，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特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
了重要作用。”黄发强说，他希望
依托“刘营村西红柿”这张金名
片，把西红柿产业做大做强，进一
步提升产品品质，增加产业效益。

记者 邓超 通讯员 刘敏

4月8日，沿着太白湖新区石桥镇的接石路，记者来到了刘营村
的西红柿种植基地，眼前一排排大棚在阳光的反射下，闪耀着银光。
大棚内，红彤彤的西红柿挂满藤蔓，个个圆润饱满，菜农们忙着采
摘，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石桥镇刘营村西头的种植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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