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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以苗木基地原有苗
木为依托，启动乡村植物园建设。
同时，再投入50余万元，引进观赏性
树种，供游客旅游观赏。”牛宜栋说，
园区建设完工后非常适宜春秋休闲
旅游和夏季避暑，为紧张忙碌的现
代人提供了一个放松身心、享受自
然的舒适地点。此外，村集体再投
入30万元，规划建设全区第一家乡
村动物园，目前，已引进羊驼、鸵鸟、

孔雀、火鸡、珍珠鸡、波尔山羊等十
余种珍稀动物，供游客观赏，打造乡
村旅游的一大亮点。

“村里不仅有二层小楼让村民
们居住，村集体还有自己的美食街、
农贸市场，不仅满足了村民日常所
需，村民也可以在美食街里做生意，
收入不比外出打工差。”牛宜栋说，
物质上有了保证，精神上也要跟
上。在去年春节期间，村里投资110

余万元，举办首个民俗灯展，并引进
套圈、小吃、捏糖人等节日娱乐项
目，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

“现在不出村就能赚钱，而且
村里还有动物园、游乐园，清闲的
时候带着家人可以去放松一下。
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在小马
青村美食街做餐饮的村民告诉记
者，现在在村里生活，成本低、质
量高，一点不比城里差。

物质精神双丰收，村民生活很满意

近日，记者从经开区了解到，该区把拓
宽群众致富渠道、增加经济收入作为扶贫
开发的关键，并围绕贫困农户“想做什么”、

“能做什么”及包保干部能帮他们“做什么”
来确定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脱贫的产业项
目，探索形成了“市场+合作社+农户”和

“市场+龙头企业+农户”的生产经营格局。
“按照龙头带农户、协会搞服务、科技

作先导、综合搞开发的发展模式，不断提高
产业化发展水平，确保扶贫产业项目开发
一处、成功一处、受益一处，增加产业扶贫
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经开区扶贫
办工作人员说，在实施嘉合塑胶、神力索
具、华宇金属、嘉兴包装四个资产收益项目
基础上，计划依托疃里镇和马集镇美丽乡
村示范片区和党群服务中心分别建设1处

“扶贫车间”，由嘉合塑胶制品公司将基础
性生产线延伸至“扶贫车间”，通过吸纳附
近贫困户家庭成员务工实现就业增收，稳
定脱贫。

（本报记者 满广宇 通讯员 刘祥鹏）

经开区开展产业扶贫

为贫困家庭致富造血

为了更好地帮扶贫困户，经开区强化
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对已脱贫的贫困户加
强跟踪服务。对返贫和因病、因灾等原因
致贫的应纳尽纳、应扶尽扶。加强贫困人
口数据比对，提高数据精准度，让帮扶政策
覆盖惠及每一个困难群众。

“没有国家好政策，我都不知道怎么
办，在国家、经开区的帮扶下，日子一天天
的好起来。”疃里镇腰刘村村民闫爱菊告诉
记者，老伴2016年因车祸死亡，儿子患脑
瘤4年，花费30多万元后，于2016年因病
去世，家里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孙子。此外，
她2008年做了胃癌手术，2009年又做了结
肠癌手术，全家仅靠儿媳妇打工维持生计，
单一且又微薄的收入使这个家庭入不敷
出。正当她万般无奈时，经开区党工委管
委会送来了春风，为其孙子提供营养餐、进
行教育救助，为一家人购买特惠保险，并于
每个月发放生活补助，还享受产业分红。

（本报记者 满广宇 通讯员 甄文英）

没有国家的好政策

我都不知道该咋办

羊驼、鸵鸟、孔雀……这个村的珍稀动物真不少

村民足不出村就能逛动物园
本报记者 满广宇
通讯员 张美荣 赵庆丽

兖州区新兖镇小马
青村以苗木种植专业合
作社为主要经营形式，
实现了集体自我发展、
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同时，村集体投资建设
了游乐园、动物园、采摘
园等游玩场所，2017
年，小马青村集体经济
总收入达到600万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达3万
余元。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保持村
级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保
证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基础。”小马
青村村委会主任牛宜栋说，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靠近企业咱们就

“吃”企业，华勤集团就在村附近，
每天有8000多名员工需要解决
吃喝问题，这就是村里的“贵
客”。据介绍，2009年以来，小马
青村相继建设了苗木基地、商业
街等发展项目，走上了以苗木种
植、旅游服务为主的转型发展之
路，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持续增
收。借助临近华勤集团的优势，

积极依托企业搞配套、上项目，发
展产业，提供就业。

“我们采用农户以土地承包
经营权自愿入股，‘股份＋合作’
的土地流转模式、主要从事苗木
花卉的种植与销售，组织社员采
购农业生产资料及相关信息咨询
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牛宜
栋告诉记者，合作社现有苗圃280
亩，种植苗木50余万株，涵盖百
年皂角、楸树、石榴等古老名贵树
种，以及金叶榆、大叶榆、高杆女
贞、黄玉兰、红玉兰、红叶石楠等
苗木新品种，产品主要销往省市

各地，2017年总收入达到500万
元。

合作社成立后，又建立理事
会和监事会，并采取“种植+经营”
的经营模式，使全体社员共同受
益。遵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的原则，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和
盈余返还方案。通过统一的管理
购买生产资料化肥、农药，统一防
护病虫害，统一技术农业知识培
训，减少了农化的生产成本，节省
苗木种植管理成本费用，大大增
加了农户销售额，提高了农户的
经济收入。

靠企业“吃”企业，多样化发展村集体经济

村民在观赏性树种前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