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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各具特色
乡村振兴有奔头

在高青县常家镇天鹅湖村，白
莲藕已经开始采收，村里的种植大
户毛文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
节。截至9月中旬，莲藕的收购价仍
稳定在每斤2.6元至2.7元，这个价格
让村民很安心。

毛文星是天鹅湖村最早一批种
植莲藕的村民之一，目前他种植的
120亩莲藕已经采收了十多亩。虽
然采收的任务很重，但与往年相比，
今年的毛文星显得从容了不少。一
来莲藕的销售有合作社兜底，二来
家里的地已经流转给了村集体，也
不用他操心了。

过去的天鹅湖村，虽然也有一
些村民从事莲藕种植，但经营分散、
产量不高，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2019年9月，天鹅湖村成立了由村党
总支领办的锦宏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把村里废弃的水塘重新启用，
流转来部分村民自用的藕塘，连片
打造了1300亩的莲藕种植基地，一
部分由村集体经营，另一部分交由
种植大户经营。合作社不但给大户
的种植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还负责
莲藕的兜底销售，解除了大户的后
顾之忧。

规模化种植给莲藕带来了相对
稳定的客源，合作社还与天津的客
商建立了长期销售关系，莲藕从此
不愁卖。合作社从大户手里收购来
莲藕，再加价卖给客商，中间的差价
就成了村集体的收入。由合作社负
责经营的一百多亩藕池，其销售收
入全部成了村集体收入。莲藕给村
集体带来的收入每年能达到近80
万元。

在莲藕种植的基础上，今年天
鹅湖村又开展了“藕虾立体种养”试
验，并取得了成功。

2020年，毛文星单靠种植莲藕
就有20万元的纯利润进账，今年套
养小龙虾后，预计能多收入八九万
元。2020年，毛文星给儿子在县城
买了一套140多平方米的新房。丰
厚的利润进一步激发了毛文星的创
收热情，他打算近期在藕池里试验
套养泥鳅。

有了合作社这只“领头羊”，天
鹅湖村开始了千方百计为村集体增
收的尝试。天鹅湖村是一个由多个

自然村合并组成的行政村，其中部
分村民在旧村改造中搬迁上楼，原
来的老村进行了复垦。为了让这些
复垦的土地开出“增收致富花”，常
家镇多次组织村“两委”负责人赴外
地考察学习。

在一次外出考察的过程中，天
鹅湖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毛
新乐看准了秋葵这种作物。他联系
相关机构，对村里复垦的土地进行
了化验。在确认土地适合种植秋葵
后，今年上半年，天鹅湖村试着种植
了30亩秋葵。到今年9月中旬，天鹅
湖村已经采摘了2茬秋葵，在实现亩
均收入1万元的同时，还解决了30多
名村民的就业问题。

此外，天鹅湖村还利用村里的
近600亩耕地，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
与鲁供农科合作，按照“保底每亩
800元+分红”的模式，发展小麦、玉
米的规模化种植，2020年实现每亩
分红350元。土地的流转不但给村
民带来了稳定的保底和分红收益，
还把大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
来，让他们有精力从事其他工作。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工作开展以
来，常家镇出现了遍地开花的景
象——— 蓑衣樊村将村民新购入的
120辆观光自行车折价入社，新建1
处精品驿站，统一运营管理，实现增
收8.5万元；吸引15名村民入股、总
投资20万元的精品餐厅预计10月对
外营业。说约李村通过土地流转发
展水稻种植，以旧村搬迁上楼为契
机签约光伏项目，集体实现分红收
入10万元。郑庙南村因地制宜发展
大球盖菇（赤松茸）等林下特色经
济，通过“党组织+合作社+基地+农
户”模式，让大球盖菇“撑”起村民

“致富伞”。庆丰村流转50余亩土
地，打造“开心农场”，村民以土地入
股参与项目分红……

有了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这个强
劲的“火车头”，常家镇乡村振兴的
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变得越来越
厚实。

讲述人：刘海超（淄博市高青县
常家镇组织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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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淄博市投资促进局的二
级主任科员，今年我又多了一个
新的身份——— 护商专员，这个新
身份有什么作用呢？简单来说就
是让我成为了企业的“知心人”，
要全方位地服务企业。简单概括
的背后是淄博市持续优化提升营
商环境和招商护商富商的决心。

那么，像我一样的护商专员
是怎样服务企业的呢？

首先，我们的护商对象是纳
入全市招商引资重点调度和统计
的过10亿元重大招商引资项目
及淄博市跨越发展计划企业，像
山东振齐汽车有限公司、山东齐
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新华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其次，我
们护商专员对护商对象实行“一
对一”定制化服务，对所有护商对
象，护商专员跟踪靠上，全方位服
务项目洽谈、签约、开工、建设、运
营各环节，及时掌握项目手续办
理、开工建设、生产经营等进展情
况，针对项目方和企业诉求问题
提供“店小二”式贴心服务。

当上护商专员以来，最直接
的变化就是办公地点从办公室

“搬”到了企业生产车间和项目建
设工地，再就是腿变细了，人变黑
了。因变化而变化，随之而来的
是招引的企业手续办理加快了，
项目建设加快了，政企关系更
近了。

我服务的企业项目，其中就
有位于桓台县的中南高科·创智
未来产业小镇。工作期间，我积
极深入产业小镇项目现场，实地
考察项目进展情况，并与中南高
科山东区域淄博城市公司总经理
翟超等深入交流，了解项目诉求，
重点围绕入园企业的上下游配套
企业及智能制造、高端装配、新材
料大健康等产业积极开展联络对
接，为企业做好服务。目前，该项
目进展顺利，项目一期已完成，招
商情况良好，二期正在建设中。

9月14日，按照工作安排，我

又去中南高科·创智未来产业小
镇“上门服务”，和翟超总经理在
产业小镇边走边看边聊了好久，
进一步了解了产业小镇近期的建
设情况，也详细询问了一部分入
驻企业的需求。像这样的“上门
服务”，我们护商专员几乎每天都
在进行，进厂区、下工地、深入到
企业一线，才能全方位深入了解
企业需求，更好地做好跟踪服务。

我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既
是政府和企业之间上情下达的

“联络员”，又是企业发展升级的
“指导员”，还是配套产业以商招
商的“招商员”。企业在淄博落地
的过程中，负责人不用再带着一
堆材料到处奔走，有啥问题、有啥
困难我们跑过去积极帮他们协商
协调，全力保障企业项目的建设。

让企业在淄博发展犹如回家
般踏实舒心，无后顾之忧，那就说
明我们的工作真做到位了。护商
专员制度就像催化剂，有力促进
了淄博市的招商引资工作，有力
提振了企业投资和发展信心，我
们更希望看到淄博的优质企业遍
地繁花。

据我了解，今年1至8月份，
淄博全市省外到位资金373.1亿
元，完成年度任务93.3%，其中产
业项目到位资金267.7亿元，同比
增长73.1%；新引进过亿元产业
项目218个，同比增长39.7%，完
成年度任务109%。

讲述人：刘绍强（护商专员、
淄博市投资促进局二级主任
科员）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孙良栋 整理

护商“店小二”
成了企业“知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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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家镇天鹅湖村，白莲藕
已经开始采收。

护商专员刘绍强（右一）在了解产业小
镇的建设进度、后续需求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