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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我建设R

许多没有对当年的决定后悔。

“俺要回家种菜！”2020 年春节，距离大

学毕业还剩最后几个月时，许多决定回到家

乡山东省潍坊市种植彩椒。

省会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学的又是金融

专业，放弃在大城市找一份白领工作，偏要回

乡种大棚，许多身边的人疑惑不解。

“潍坊寿光的蔬菜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我

小时候就对各种各样的蔬菜很感兴趣。加上

这几年家乡对返乡大学生出台了很多好政

策，在寿光种菜准没错！”1998 年出生的许多

说，“不闯闯试试，咋知道我不行？！”

“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
还能投身家乡建设，种菜
也有新光景”

大四寒假，面临求职选择，许多萌生了创

业的想法。创业做什么？许多想在寿光尝试

种蔬菜。利用假期时间，他走进寿光多个蔬

菜种植村了解情况。

在大棚里，许多见到了不少 90 后“农创

客”。他们在自己创业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渠

道帮助菜农增收，助推家乡发展，这让许多深

受触动。

“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还能投身家乡建

设 ，种 菜 也 有 新 光 景 ！”许 多 坚 定 了 自 己 的

选择。

经过深入了解，许多发现寿光市洛城街

道东斟灌村彩椒种植产业成熟，彩椒又易于

成活，村内可流转的大棚资源也丰富，便决

定从彩椒开始入手。“进棚第一天，咱从摘彩

椒学起。”种植户冯化文拍拍许多的肩，把空

麻袋系在他的腰间，“走，开干。”

此后，许多经常到东斟灌村向冯化文请

教，一来二去，两人相熟。冯化文欣赏许多的

锐气，许多又想系统学习彩椒种植，就拜冯化

文为师。就这样，许多一头扎进大棚两个多

月，从采摘到播种，从施肥到田间管理，逐渐

掌握了彩椒种植方法。

2020 年 6 月，许多“出师”了。他从父亲手

中借来 64.5万元，在东斟灌村流转了一个种植

面积 9亩的大棚。深松土地、闷棚杀菌，经过两

个多月的充分准备，许多播种下彩椒幼苗。

自己种下的第一茬彩椒，他格外用心，时

常一整天都待在大棚里。许多反复核对各种

农药的比例，背起药桶，顺着田垄均匀打药。

深秋时，天色渐凉，为了能一早拉起保温棉

被，他索性睡在大棚中。

当年 11 月底，第一茬彩椒成熟，每斤卖

上了 3 块多的好价钱。种植第一年，彩椒亩

产超过 1.4 万斤，利润可观。许多赚到了创业

的第一笔收入。

“扎根家乡，建设家乡，
要 实 打 实 帮 助 到 菜 农
才行”

“去俺大棚看看，可智能了。”冯化文说。

从许多的大棚走出来，没多远便来到冯

化文的大棚。棚内有去年新安装的自动放风

机、植物补光灯。

“有这补光灯打光，果实饱满，亩产提高，

还节省了人工。”冯化文掏出手机，打开田间

管理应用软件，触碰屏幕，大棚里的补光灯瞬

间亮起来。

“过去，是我手把手带他种菜；现在，可是

他教俺种菜嘞。”冯化文骄傲地介绍，前年，许

多建立智能化示范大棚，带领乡亲们走上高

效智能化的种植道路，“这些现代化的农业设

施，都是小许教我们怎么用。”

“扎根家乡，建设家乡，要实打实帮助到

菜农才行。”许多在自己种植有了收获后开始

了新的思考。

当时，许多正在筹建自己的种植大棚。

他决定引入智能化农业设施，试用过后再向

村里推广，与乡亲们一起实现高效便捷的田

间管理。

说干就干，许多在村里流转一块闲置土

地，建起两个 9.5 米高、实际种植面积 7 亩的

高温土墙蔬菜种植大棚。

大棚建好后，他又在棚里安装水肥一体

机、滴灌设备、自动喷药机等智能化农业设

施。铺设滴灌管道时，在地里他一蹲一整天，

一米一米捋顺管道。新大棚的第一茬彩椒结

出果实，亩产就达到 1.7 万斤，相比之前提高

3000 斤。亩产高了，人工省了，村里的种植

户纷纷前来取经。

种植户冯建义对棚里的自动打药机很感

兴趣。第二年春天，许多就为冯建义联系自

动打药机的供货商上门安装。安装完成，许

多又教冯建义如何使用，直到机器正常运行

后才离开。“这下好了，咱在家动动手机，大棚

里就能喷药。”冯建义高兴地说。

做菜农的贴心人，许多还尝试推介优质

种苗。他拉来会计算机编程的同学，又找到

寿光当地种苗资源，搭建起网络交易平台。

今年初，许多带领团队创办的种苗交易平台

“找种苗”正式上线。平台收集了 20 余种蔬

菜种苗，农户可以通过手机下单，遇到问题也

可以第一时间线上咨询。

“对每一株种苗，平台都严格筛选鉴定，

确定质量没有问题后上架推广。”许多介绍，

截至目前，平台已售出 30 万元的优质种苗。

“今年地里结出的小黄瓜可脆啦！种植

时遇到问题，客服第一时间为我们解答疑问，

心里踏实多了。”今年春天，寿光市洛城街道

东高湛村村民刘永江从平台购买了 6000 多

株小黄瓜幼苗。前不久，小黄瓜成熟，果实甜

美，卖出了好价钱。

“借着蔬果产业蓬勃
发展的势头，要和乡亲们
一起把日子越过越好”

“你看，咱这山东大桃，个个饱满，好吃得

很。”潍坊安丘市金冢子镇的千亩桃园内，许

多邀请果农李小玲来到镜头前，向网友热情

推介自家种植的水蜜桃。

视 频 拍 摄 结 束 ，许 多 又 忙 活 起 来 。“ 得

抓 紧 把 桃 子 打 包 ，帮 农 户 卖 出 去 。”他 马 不

停 蹄 地 将 一 筐 筐 水 蜜 桃 运 往 镇 里 的 销 售

基地。

去年，许多开通视频账号，拍摄日常种菜

经历，也向网友推介自己的家乡。随着观众

越来越多，许多开始通过线上平台帮助农户

拓宽销路。如今，视频账号关注人数已经超

过 100 万，吸引到寿光市多家合作社和线上

平台。截至目前，通过网络平台，许多已帮助

潍坊市内农户销售 100 余万斤农产品。

今年 6 月底的一天傍晚，视频账号后台

里，许多收到一条留言：安丘市金冢子镇的

桃子滞销，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于是，

许多来到金冢子镇的桃园，给果农打气，“这

么甜的桃，不愁销路。咱们一起想办法。”许

多说。

当天晚上，许多连夜策划销售方案。第

二天一早，他提着拍摄装备回到桃园，先为水

蜜桃拍摄图片，制作宣传手册，又邀请果农们

一同出镜，向网民推介。

许多一忙活，效果立竿见影。水蜜桃在

线上销售平台上架后，网友们纷纷下单，3 天

就卖出了 10 多万斤。

借着帮果农卖桃的契机，许多还为想在

农业方面创业的年轻人搭建舞台。来到镇里

的销售基地，记者见到了来自潍坊工程职业

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赵健博，他正在梳

理订单，核对产品。

对果实的品质，赵健博格外注意，“桃子

打包前，再挨个看一遍，把受损的挑出来，确

保 最 好 的 桃 子 呈 现 在 顾 客 的 面 前 。”赵 健

博说。

不久前，许多与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共同

开展校企实训项目。他走进校园，为电子商

务专业的学生讲授创立农产品品牌与打开销

售渠道的课程。讲台下，赵健博被许多的经

历深深吸引。

这次金冢子镇的水蜜桃集中销售，许多

选出 18 名学生参与进来，其中就有赵健博。

“我负责订单梳理与售后工作。”赵健博是潍

坊本地人，打算毕业后也尝试农业创业，“我

想成为一名‘农创客’，像许多哥哥一样建设

自己的家乡！”

今 年 5 月 ，寿 光 市 为 帮 助 更 多 返 乡 青

年、大学生创业，成立新农人联盟，许多被选

为联盟理事。他将在这个平台上，以实际行

动 带 动 更 多 年 轻 人 从 事 农 业 、为 家 乡 发 展

助力。

“借着蔬果产业蓬勃发展的势头，要和乡

亲们一起把日子越过越好。”对于未来，许多

充满期待。

山东潍坊山东潍坊9595后青年许多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来到农村后青年许多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来到农村——

建大棚种彩椒建大棚种彩椒，，回乡当起回乡当起““农创客农创客””
本报记者 王 者

核心阅读

大学毕业后，95后青年许
多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
到家乡山东潍坊当上了“农创
客”。他向有经验的种植户学
习技术，自己的大棚迎来丰
收；他帮助乡亲们走高效智能
化种植道路，还搭建种苗网络
交易平台；他开设视频账号，
帮助农户拓宽销路。在他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
回到乡村，成为新农人。

走进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的雪郎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生产线上，伴着阵

阵机器轰鸣，一个个“生物基”快递袋有序下

线。“历经造粒、吹膜、印刷等多个流程，我们

生产出的全降解快递袋会在堆肥条件下，被

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企业负责人谢忠宁感

慨，新产品研发、新技术攻关，背后离不开金

融“活水”助力。

买设备、购原料，样样都得花钱。缺乏资

金支持，那段日子，谢忠宁很是着急。邮储银

行蚌埠市分行主动联系，送服务上门。

了解客户需求，助企纾困解难。得知企

业研发投入较多、面临周转资金紧张的情况

后，邮储银行蚌埠市分行立马成立专项服务

小 组 ，开 发 最 适 配 产 品 ，开 展 多 维 度 评 估 。

前阵子，企业收到了 4000 万元纯信用科创贷

授 信 ，谢 忠 宁 说 ，他 悬 着 的 一 颗 心 这 才 落

了地。

“就高新技术企业而言，产业技术认知

壁垒高，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尚未成熟，

造 成 银 行 信 贷 支 持 难 以 实 现 批 量 化 、规 模

化。”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普惠金融部总经

理 陆 伟 忠 表 示 ，针 对 科 技 企 业“ 融 资 难 ”问

题，省分行在内部跨部门组建了新材料、汽

车制造、科技科创等六大团队，聚焦并深入

行 业 开 展 基 础 研 究 ，推 动 产 品 、信 审 、风 险

等 协 同 作 业 ，为 企 业 提 供 综 合 金 融 解 决

方案。

聚焦卡点堵点，为科技创新注入金融动

能。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还建立了行业专家

智库，从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中邀请专家学者

加入其中，形成开发名单和金融服务方案。

从前期对接，到资金到位，只花了不到 3
天时间。今年年初，一笔来自邮储银行合肥

市分行的 1000 万元“科创 E 贷”到账，让安徽

云森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森喜上眉

梢，“有了资金支持，承接区域安防系统升级

等大项目时，我们底气更足。”万森说。

作为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缺少

流动资金曾困扰企业发展。“按照传统贷款审

批模式，科创企业重技术、轻资产，很难获得

纯信用贷款。”陆伟忠坦言。

围 绕 科 创 企 业 ，创 新 服 务 模 式 势 在 必

行。于是，除考虑企业流水、税收、固定抵押

物等因素外，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针对性运

用信贷技术，开发出了“专精特新”“科创企

业”客户评级专属模型和科技金融产品。对

科创中小微企业推出服务，设定专属“战新

创 业 评 分 卡 ”，综 合 考 虑 基 本 情 况 、股 权 结

构、企业管理水平、企业经营情况、银行合作

情况等五方面，将科技人才作为重要授信依

据之一。在担保方式上，基于知识产权质押

创新开发“专利权质押贷”，助力企业“知产”

变现。

在陆伟忠看来，创新服务产品，可以为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开辟一条新的融资渠道。不

仅深化银企合作，更能减轻企业财务负担，加

大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今年以来，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专精

特新及科创企业综合金融服务覆盖客户数已

超 5400 户，其中，本年新增户数、贷款年净增、

贷款结余分别居系统内全国第一位、第三位、

第五位。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助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为科技创新注入金融动能
本报记者 吴 姗

近 日 ，重 庆 迎 来 持 续 高 温 天

气。为满足群众避暑纳凉的需求，

重庆轨道集团在各车站设置了 140
个纳凉区。区域内摆放凳子等设

施，并准备了防暑降温用品，以备不

时之需。

地铁站区域宽敞，空调开放，在

内部设立纳凉区，是值得点赞的便

民之举。不论是在户外工作的建筑

工人、快递小哥，还是周边的老人、

孩子，都能在这里享受“清凉”。群

众在暑热中有了休憩场所，公共空

间得到充分利用，一座城市需要多

一些这样暖心的举措。

推行更多暖心举措，要从老百姓

需求出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少不了对民

生小事的关注。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往往就隐藏在生活的细节里。比如，

公交车的站点设置更合理；医院、景

区停车问题得到更好解决；残疾人出

行更便利……只有深入基层的边边

角角，才能了解群众的热切呼声，把

实事办到老百姓心坎里。

推行更多暖心举措，要从实际

情况出发，巧妙设计解决方案。为

满足需求，增建便民场所固然必要，但如何充分有效利

用现有空间资源也值得深思。比如，注重城市“微空

间”改造，在学校旁边、社区门口、街角空间等处，设计

不同大小、不同功能的口袋公园；规划“桥下空间”“站

内空间”，设置停车场、运动场或休息区……盘活公共

资源，既可以提升空间利用率，也可以降低成本，在改

善群众体验的同时，让城市运行更加合理。

地铁站里设置纳凉区只是第一步。如何同时保障

地铁正常运行、维护好公共秩序，杜绝大声喧哗、设施

损坏等，考验着管理者的工作能力。城市治理要强化

精准思维，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实、做到位。公共场所

一旦集成多种功能，必然会增加管理事项。这就要求

相关部门考虑周全，扎实推进每一步工作，保障便民举

措见实效有长效。

如何利用公共资源，体现着城市的管理思路与人

文关怀。只有与城市发展相协调，与公众需求相匹配，

才能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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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R

与公众需求相匹配，
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4 日电 （记者高蕾）记者 14 日从

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服务类社

会救助试点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试

点，推动实现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服务”综

合救助模式转变。

方案要求，试点工作要聚焦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

有需要的低收入人口提供有针对性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

关爱服务；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引

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坚持需求导向、精准施策，准确评估

低收入人口救助服务需求，精准对接各类政策和资源；坚持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立足各地实际，聚焦基本服务需求，合

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项目。

方案明确，试点任务包括建立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

估体系，常态化开展需求摸底排查；编制服务类社会救助清

单，统筹兼顾已有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和制度，合理确定服务

项目和基本内容；构建救助服务网络，协同各方资源，丰富

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建设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阵地，为组

织实施救助服务提供平台支撑；建立资金多渠道保障机制，

推动服务类救助工作持续有序开展；健全监管机制，加强项

目前期立项、中期实施、后期验收评估等全过程监管。

方案提出，试点地区要用一年左右时间建立“动态监

测、需求评估、资源匹配、精准服务、监管有力”的服务类社

会救助运行机制，健全覆盖城乡、多元供给、平台支撑、运行

高效的救助服务网络，形成资源有效整合、供需精准匹配、

流程标准规范、成效可感可及的服务类社会救助格局。

两部门印发方案—

开展全国服务类社会救助试点
由单一物质救助转向“物质+服务”综合救助

本报北京 8月 14日电 （记者潘俊强）13 日，北京首批

社保服务合作网点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北京市丰台区举行。

市区两级社保经办机构与 5 家合作银行现场签署协议，开

展“社银合作”试点工作。5 家银行的丰台区网点挂牌设立

“社保服务合作网点”，将 41 项高频次、低风险的社保业务

纳入“社银合作”服务范围。

为满足群众“就近办”“多点办”的服务需求，北京市社

保中心综合研判参保对象办事频次、经办类别、风险级别等

因素，充分利用银行基层网点多而广的特点，在网点内开辟

社保服务专区，在试点银行设置了专门的服务窗口。此次

“社银合作”的社保业务主要涵盖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查

询打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资格认证、退休人员转移、

社会保障卡申领等六类 41 项常见的社保经办业务。企业

和群众可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支行、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丰台区方庄支行、北京农商银行长辛店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丰台支行 5 个网点就近办理社保业务。

开展“社银合作”试点—

北京41项社保业务可在银行办理

图 ① ：许 多

（左）在山东安丘金冢

子镇的桃园里进行

助农宣传拍摄活动，

推广安丘水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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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许多在

大棚里给蔬菜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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