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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楼里信用超市，记者
的第一印象是它不太像一家农
村超市。

超市占地400平方米，窗明
几净，地板锃亮，黑色货架整齐
地摆放了从生活用品到鲜蔬水
果、零食饮料等3000多种商品，
可谓琳琅满目。无论从设计装
修风格还是商品的丰富性等方
面来讲，它丝毫没有“土味”，甚
至可以符合一般人对城区“大
超市”的印象。

但是从商品的内容来讲，
它又是“土味”十足。在“桓台
好品 果里之窗”的货架上，能

看到来自桓台本地以及周边地
区的特色产品，像陈斜村的黄
瓜、徐斜村的西红柿、姬桥村的
芹菜、起南村的有机粮等等。
这些原本只能在赶集日，或者
去城区大超市才能买得到的农
产品，如今出个家门，在村里就
能买到。

“原先孩子晚上放学想吃
个零嘴，还得等吃完晚饭以后
去城区的超市买。自打村里开
了超市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给
咱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村民
李娟提着刚买的水果蔬菜
说道。

除了购物便捷，超市里的
3000多种商品，全都可以用信
用积分兑换。也就是说，村民
能用信用积分兑换的物资，从
原来的洗衣粉、洗洁精、肥皂等
少量基本的生活用品，一下子
丰富拓展到了生活的各个品
类。这就大大提升了村民的

“购买欲”。
除了商品多，“性价比”同

样刺激着村民的“消费欲”。就
拿这次卖笨猪肉来说，这种高
品质的猪肉并不是天天都有，
大概一个月卖一次。同品质的
猪肉在城区的超市价格大约在

每斤46元，但在楼里村价格为
每斤25元。猪肉送到的前一
天，超市工作人员在微信群里
发了预告，因为物美价廉，不少
村民纷纷接龙预订，于是就有
了一个小时几乎抢购一空的

“盛况”。
有了需求就会产生动力，

信用超市成了村民们“赚”积
分、兑“奖品”的新场景。目前
全村A+级信用个人超过93%，
信用积分兑换总价值每年超过
10万元，连续2年村集体用工实
现了“零支出”。如今，楼里村
一个季度的信用积分兑换，可

以达到1.7至1.9万分。可以说
楼里村的志愿服务开展得好，
积分兑换乐趣多，“村超”是不
可或缺的一环。

“村超”虽然开业了才一年
多，却已经“出圈”，实现了“走
出去”。周边20余个村、２万余
人的积分兑换都可以在楼里信
用超市兑现。这不但让信用积
分有效地流动起来，让积分成
为了更具吸引力的“信用货
币”，同时也为楼里村村集体增
加了收入。

楼楼里里信信用用超超市市
在在超超市市可可使使用用信信用用积积分分现现金金抵抵用用券券兑兑换换商商品品。。

村村民民在在超超市市购购物物。。

“笨猪肉来啦，想买的快来！”
近日一大早，一头新宰杀的笨猪，从鸿基农业被运到了桓台县果里镇楼里村的楼里信用超市。微信顾客群里一“吆

喝”，村民们迫不及待地赶来，不到一个小时，猪肉便抢购一空。
用信用积分兑换商品、享受补贴，在桓台很常见，“积分兑换超市”在各镇村比比皆是，但楼里信用超市却是其中“特立

独行”的一家。它没有走小小“爱心超市”里兑换生活用品的老路子，而是让农村超市变得“高端”起来，它也没有局限于本
村的积分兑换，而是让信用积分在村内外“流通”，将“村超”打造成了“积分流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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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夜晚，徐徐晚风；远处
是麦浪翻滚，身边是饭菜香气。
超市灯火通明，大排档的灶台
烟火不断，美味的菜肴不断上
桌，大家说说笑笑，身后的舞台
上歌声阵阵——— 这就是楼里村
第一届“炒市”的景象。

所谓“炒市”，其实就是“大
排档”。“炒市”开在楼里信用超

市门前的广场上。灶台上火一
打，菜在锅里一翻滚，三五好友
小马扎一坐，小酒一开，生活的
松弛感便来了。“炒市”每天可
同时容纳一百多人就餐，所用
蔬菜全部来源于楼里信用超
市，既保证了品质，又可以减免
超市蔬菜的损耗，还能增加村
集体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除了吃饭、纳凉，广场上的
百姓大舞台也向群众开放，变
身为露天KTV，兴致来了谁都
可以上台一展歌喉，不但休闲
纳凉的氛围感拉满，村民的精
神生活也得以滋养。

5月1日前后，楼里村第二
届炒市又将“开市”了。段立刚
希望借着“炒市”，为楼里村聚

集人气，为村里下一步开办民
宿等文旅产业打下基础。与此
同时，村民也能参与志愿服务，
赚取积分的同时，汇聚民心。

“2023年被评为第三批‘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这些荣誉
的获得源于我们真正把桓台县
推行的‘党建引领 一网三联
全员共治’乡村治理模式落实

到了实处，信用超市就是我们
的典型做法。让村民能把信用
积分真正当钱花，提高了村民
参与村内事务的积极性，让乡
村治理真正有了抓手。”段立
刚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晓宁 田新艺 通讯
员 李城城

像许多村一样，楼里村的
积分兑换，最初也是在“爱心超
市”里面。但后来慢慢的，楼里
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段立刚
发现，村内群众参与村里事务
的积极性不如原来高涨了，搞
积分兑换的时候，人也不多了。
以前商品一天就能兑换完，现
在拖拖拉拉好几天。段立刚找
了村里人一问，才发现是商品
对村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了，
大家挣积分也就不那么积
极了。

“一网三联推行得好不好、
效果怎么样，一个关键点就是
积分对群众的吸引力。”段立刚
说，一开始想增加商品品种，让

村民的“选品”更有余地，但是
“爱心超市”地方小，品种多了
占用太多资金。再加上积分兑
换一个季度一次，不适合存放
短期物品，品类就非常受限。

“我就想到，不然就在‘爱
心超市’的基础上建个信用超
市。”

想法有了，但钱从哪来？
段立刚联系了驻地的2家企业
拉来了投资，再加上村里通过
合同清理、土地流转攒了一部
分钱，凑够了超市的启动资金，
建成了桓台县首家信用超市。

钱的问题解决了，超市的
运营问题紧接着到了眼前。刚
开始，楼里村计划请大型商超

来运营，但考察人员认为楼里
村的超市地理位置、人流量不
占优势，盈利空间小，都不愿意
接手。最后实在没办法，楼里
村村“两委”开始尝试着自己运
营超市，经历过对账目、储存、
数据等一系列事务的摸索后，
慢慢地也理清了思路和做法。

尤其是积分兑换系统，务
必要做到账目和记录的细节
化。所有信用积分的现金抵用
券，都标注有编号，该编号抵用
券的兑换人、兑换日期等都有
十分详细的记录。抵用券只能
使用一次，使用后立马回收，保
证权责明确、账目清晰。

段立刚还主动“出击”，让

楼里村的信用积分现金抵用券
走出楼里。周边村可以通过购
买现金抵用券的方式，向村民
发放抵用券，实现信用积分兑
换。这样一来，周边村的村民
同样可以享受便捷且多样的积
分兑换。“信用积分”真正实现
了“信用货币”的流通，楼里信
用超市也逐步成为了积分兑换
的流通中心，承担起了积分镇
级统筹任务，成了桓台县积分
应用的重要场景。

开业第一年，楼里信用超
市营业额就达到了330万元，为
楼里村村集体增收了19万元。
而今年仅过年期间一个月，营
业额就达到了近200万元，其中

村集体发放福利、企业采购占
到了收入的四分之三。这也意
味着，楼里信用超市的口碑得
到了社会的认可，成为了楼里
村的一块金字招牌。不少村的
村书记甚至亲自上门推销本村
的农产品，希望能够进驻超市
销售。除此之外，楼里信用超
市也带动了村里的就业。

“没想到你们真能干起
来！”这是当初不愿接手超市的
运营方，后来发出的感慨。

“今年，我们又有了新的突
破，开始为周边村长者食堂、幸
福院供应食材，经营范围进一
步拓展。”段立刚说。

楼里村的信用积分为啥有这么大吸引力

农村小小“爱心超市”如何变成了“高端”大超市

超市外面开起了“炒市”

没有走积分只能换基本生活用品的老路子 没有局限于一村的积分兑换

这里的信用超市有啥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