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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村贷”给
农副产品合作社雪中送炭

十年前，徐坤依托金山镇
徐旺村流转土地建起了这个农
副产品合作社，种了21亩猕猴
桃、6亩红心猕猴桃、5亩葡萄、
10亩小麦、2个蔬菜大棚以及樱

桃、苹果、脆桃500余棵。前些
年，水果市场需求量大，徐坤合
作社里的各种水果不愁销路。
然而，这两年受环境影响，水果
价格回落幅度较大。“合作社刚
成立的时候，猕猴桃的价格最
高能卖到一斤17元钱，现在价
格普遍卖5元钱左右。”徐坤说，

这几年合作社的收益连年下
降，肥料价格和人工费却年年
都在上涨。

徐坤算了一笔账：合作社
每年的肥料支出约30万元，土
地租赁费约7万元，人工费5万
多元，加上种苗、农具设备等费
用，每年合作社的经营成本近
百万元，在经营流通环节，资金
使用时常捉襟见肘。动辄几十
万元的经营费用从哪儿来呢？
这让徐坤和社员们犯了愁。

2021年3月，农业银行淄博
临淄支行了解到合作社的资金
需求后，迅速派出金融服务队
来到徐旺村对合作社进行实地
调查评定，多次走访综合评估
后，经过审批，短短几天时间，
就高效快速为徐坤农副产品专
业合作社发放“强村贷”80万
元，用于支付肥料、种苗、人工
费等，保障了合作社的正常生
产经营。

村民徐道平今年67岁，平
时负责合作社果树的修剪、施
肥、浇水等工作。临近年末，打
理好猕猴桃果树的冬季施肥、

剪枝等管护工作后，就进入了
农闲时间。“以前就是靠种地吃
饭，家里一年收入两万元左右，
来到合作社工作后，工资一天
100元钱，每年收入能达到三万
多元。”徐道平说。

金融杠杆
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农行十化建分理处主任李
雪介绍，“强村贷”着重发挥“农
行+农担”的金融杠杆作用，将
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能力和在群
众中的声誉转化为可评定的信
用等级和申请贷款依据，有着
利率低、免担保、额度期限灵活
等优点。

“‘强村贷’利息低，80万元
贷款一年，每个月利息2530元。
有了‘强村贷’的支持，合作社
发展就有了保障，等这笔贷款
到期后，我计划下一次追加到
100万，用于加强合作社标准
化、规模化生产，降低生产经营
成本，同时引进新品种、新技

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发挥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优势，
创造更多收益，带领村民共同
致富。”说起未来经营合作社的
打算，徐坤信心满满。

农业融资难是制约农业产
业发展的难题。近年来，为帮
助解决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
题，助力“三农”经济蓬勃发展，
临淄区积极创新政府、山东农
担和金融机构协同，畅通金融
微循环，全力推动临淄区村集
体增收和农民致富。截至目
前，农行淄博临淄支行累计发
放惠农贷款2656笔，合计金额
3.78亿元。

农业银行淄博临淄支行副
行长崔子良表示，将突出惠农
本质，依托品种多样的惠农产
品，加大齐鲁富民贷款、强村
贷、惠农e贷抵押、农村个人生
产经营贷款投放，积极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鸿斐 通讯员 王
继涛

银行工作人员向徐坤（中）了解猕猴桃树的管护。

凿冰下网：
今晚能吃鲤鱼喽！

锤子、铁锹、穿冰器、渔网、
水桶，董景福带上了他的“老伙
计”们，来到了他熟悉的河道。
对于像董景福这样土生土长、
地地道道的起凤人来说，看冰
结不结实、如何选择恰当的捕
鱼点，他们有着长期摸索和实

践出的独到经验。
选好点后，董景福随即开

凿，随着碎冰飞溅，很快就凿出
了一个直径50公分左右的“冰
窟窿”。随后，董景福拿出了穿
冰器，“这个我们当地人叫‘地老
鼠’，是这两年的新装备，有了它
下网的速度就快了。以前，我们
都是用竹竿或者塑料杆一点点
地将渔网线从这个窟窿顺到另

一个窟窿。”董景福说。
穿冰器如一尾游鱼，带着

一根绳“游”到了第二个冰眼，
董景福开始慢慢下网，细白的
网丝随着一拉一伸的动作，在
冰层下方缓缓展开。“下网要
慢，而且得选没有水草的地方，
避免缠住渔网。”

冰面气温很低，湖水冰冷，
但董景福却是赤着两只手，因为
怕手套影响了自己放网的“手
感”。大约20分钟，下网结束，

“不是每次都有好收获，我们老
话常说‘阴天不下网’，天气一冷
呀，鱼都在深水里待着休息。”董
景福抬头看看耀眼的日头，阳光
让他眯起了眼睛，“今天天好，看
看咱们运气咋样。”

当天下午3点，再次来到捕
鱼点的董景福收了网，一共收
获了一条鲤鱼，九条鲫鱼。董
景福举着三四斤重的鲤鱼乐呵
呵地说：“今天运气不错，今晚
能吃鲤鱼喽！”

技艺传承：小时候捕鱼是
孩子们最开心的事情

马踏湖湖区鱼类种类丰

富，而捕鱼，就像是湖区人民与
生俱来的技巧，成为了他们在
他人眼里的独特标签。作为一
名“老捕头”，董景福从小耳濡
目染，跟着老一辈人学会了捕
鱼。在湖区的捕鱼和冰上记
忆，贯穿了他的成长岁月。

“我们这里的老老少少几
乎都会捕鱼，因为大家都是从
小在水边长起来的，小时候老
一辈人捕鱼，我们就站在岸边
看，看着看着，我们也开始照葫
芦画瓢了……”董景福再次强
调，“这个不用教，就是看着学，
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

很多像董景福一样的湖区
人民，对于捕鱼和冰上的乐趣
都有着一种很浪漫的回忆，芦
苇高大而茂盛，河道众多，夏天
的时候人们三三两两地组队捕
鱼。“那个时候捕鱼的方法特别
多，比如下地笼、拉网、迷魂
阵……夏天的时候，最少3个人
组队，两个人在前拉着绑定渔
网的竹竿走，一个人在后面紧
跟着抓。有时候，甚至在岸边
拿着鱼叉一捕一个准……”想
起小时候捕鱼，董景福打开了
他的话匣子。

而在冬天的时候，踩藕人
会拉着自制的大滑板去河道深
处踩藕，孩子们或者穿上大人
给做的小木板“滑冰鞋”，或者
自制木头滑雪板，在冰上嬉戏。

“冬天白天凿冰捕鱼，有月
亮的晚上，我们就会在河面上
滑冰。”董景福说现在想想，也
觉得那个时候很好玩，“我们小
时候玩具少，捕鱼滑冰就是最
开心的事情。”

如今时过境迁，湖区的面
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路
平整，四通八达，河道不再是大
家的主要交通路径。无论是捕
鱼还是滑冰，孩子们都在城市
里有了更安全的去处。但湖区
人民的老手艺还没丢，凿冰捕
鱼的传统仍然有迹可循。

现在，董景福捕鱼也只是
图个退休后的乐趣，“这些年湖
区环境好了，鱼也多了，以前那
些对鱼类伤害大的捕鱼方法我
们也不用了，捕上来的小鱼也
会放掉。我们会在保护生态的
情况下，让捕鱼手艺延续下
去。”董景福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晓宁 黄文姣

穿冰 下网 今晚能吃鲤鱼喽

湖区“老捕头”凿冰捕鱼秀手艺

董景福准备放穿冰器。

有钱购置新农具、引进新品种了

“强村贷”助老徐迈过资金短缺坎儿

1月9日，腊月里的桓台县起凤镇马踏湖湖区散发着冬日清冷的安静，阳光洒在冰封的湖面上，湛蓝的天空和青蓝色的冰面中间，是
黄澄澄的还未收割完的芦苇地。几只飞鸟落在了苇地里，而苇地旁边冰面上，桓台县起凤镇鱼四村的村民董景福正在将冰洞中的网缓
缓收起，一条鲫鱼、两条鲫鱼……随着渔网的收尾，一条三四斤重的鲤鱼，被拉出水面，在冰面上扑腾起来……

凿冰捕鱼是湖区人民的传统手艺，这项老手艺带着祖祖辈辈的记忆，从金黄的芦苇地和岁月的欢声笑语中，传承至今。

“从农行申请的80万元‘强村贷’帮我解决了资金周转难题，有了‘强村贷’的助力，春节后，我准备购置几台新型农具提高生产效
率，引进新品种改善合作社的种植结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有奔头！”1月11日，在临淄区金山镇徐旺村徐坤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坤一边和工人们清理猕猴桃园里的枯枝落叶，一边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