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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钻研“玫食文化”

12

载

他用“玫瑰宴”

为家乡引来八方客

这是一个乡村美食家与玫瑰园的故事。 故事的

主人公叫王心刚，今年

52

岁，热爱厨艺、花艺、绘画

与美食，用他的话说就是“唯有鲜花与美食不可

辜负”。

初见王心刚，是在他家的老宅上。 他其貌不扬，

穿着朴素，乍一看与村内老农无异。 殊不知，谦和的

外表下，藏着一颗兼美食家、摄影家、园艺家、画家于

一体的匠心。

小院外， 绿油油的麦田在阳光下泛着光亮；小

院内，一位匠人潜心钻研“玫食文化”

12

载，年年为

家乡引来无数游客。 不远处，他的

120

亩玫瑰园正酝

酿着今年的芬芳。

王心刚是嘉祥县金屯镇赵新庄村人，中央工艺

美院环境艺术专业毕业。

30

多年前，大学刚毕业的

王心刚从北京回到家乡济宁市， 开了第一家婚纱影

楼。 那时候，他的影楼生意做得很大，雇着

100

多个

员工， 年营业收入轻松过千万， 为了找理想的外景

地，王心刚就自己种了

120

亩玫瑰。

后来，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远去，婚纱摄影

行业越来越不景气， 王心刚的影楼收入也呈断崖式

下滑。 于是，

2013

年王心刚正式进军现代农业，主攻

玫瑰产业。

2015

年领办嘉祥县拾花社玫瑰种植专业

合作社。王心刚对玫瑰产业的感情可以用“情不知所

起，一往而情深”来形容。

就这样，为了种好玫瑰、加工好玫瑰，这位曾经

手拿相机的摄影师跑遍了全国的玫瑰产区，云南、甘

肃、平阴、潍坊、菏泽等地，陆续从山东平阴县引进了

20

万株重瓣玫瑰， 从云南引进了

6

万株滇红玫瑰，

2015

年又引进了

8

万株法国墨红大玫瑰和

5

万株大

马士革粉玫瑰。

为了寻找理想中的小院味道以及小院建筑设

计， 王心刚的足迹更是遍布江南街巷， 还去了新加

坡、日本、韩国等国家。一方庭院深幽处，半卷闲书一

壶茶。 如今，王心刚在自家老宅上建起玫瑰小院，游

客来到小院可赏玫，可喝茶，可品“玫瑰宴”，还可参

观民俗博物馆。

经过王心刚

12

年的精心钻研，玫瑰菜系应运而

生。 如今的小院里，有“玫瑰宴”包括玫瑰炒鸡、玫瑰

丸子、玫瑰饼、玫瑰酱、玫瑰粥、炸玫瑰花、蒸玫瑰花、

凉拌玫瑰花、玫瑰香肠、玫瑰茶、玫瑰酒等

20

多个菜

品。而小院的公鸡也是吃着玫瑰花长大的。为了研发

玫瑰香肠， 他接连做了三年试验。 玫瑰宴推向市场

时，曾在当地轰动一时。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如今，虽然城里有

房，但王心刚更喜欢住在村里的自家老宅里，因为这

里有他的童年回忆和毕生所爱———“玫食文化”。

玫味佳肴诚待八方寻味客，瑰华满院笑迎四海

赏花人。 未来， 王心刚将继续在玫瑰小院潜心研究

“玫食文化”，为八方食客奉献更哇噻的“玫味佳肴”。

（刘真真 许明旭 王友芹）

内蒙古

1.13

万名“金融副村长”助力乡村振兴

黄河河水奔涌， 带着春的气息滚

滚而来。 毗邻黄河的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托克托县双河镇大羊场村， 迎来了

繁忙的春耕季。

“今年的‘包地款’可算是有着落

了，真是个好消息。 ”“永胜，快看看我

准备的贷款材料行不行？ ”“我申请的

贷款批下来没，咋往出转呢？ ”……

3

月

20

日一大早， 大羊场村党群服务中心

就热闹起来， 村民们围着樊永胜你一

言我一语地讨论着。

樊永胜是大羊场村的党总支副书

记， 同时他还拥有另外一个身份———

“金融副村长”。“大家别着急，一个一

个来

!

国家政策好，金融支农的力度更

大了，贷款方便多了。 你们看，这个‘兴

农快贷’可以随借随还 、按月付息 ，还

清了还能再贷。 ”樊永胜一边操作手机

一边向村民们解释。

2024

年， 托克托县农牧局围绕金

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 联合中国

工商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托克托支行开

展“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活动，按照“全

县覆盖、逐村配备”的原则，选拔

121

名

综合协调能力较强、 熟悉村情村民的

人员担任“金融副村长 ”，覆盖全县所

有行政村。

村里有了“金融副村长”，村民拍手

叫好：贷款流程方便简洁，放款快、少跑

腿。 村里的种植大户张补乐告诉记者：

“以前咱们种地，经常为春天买化肥、种

子的钱发愁。 也想过贷款，但是自己弄

不清楚贷款流程，又慢又不方便，农时

不等人呀。 自从有了‘金融副村长’，贷

款到账的速度快了，省心省时。 ”

在“金融副村长”的协助下，村民

足不出村即可完成金融咨询和贷款办

理， 在手机上自行进行贷款申请 、审

批、签约 、支用以及还款等金融业务 ，

有效解决了农民融资难、融资贵、融资

慢的问题。截至

3

月

15

日，中国工商银

行呼和浩特分行托克托支行今年累计

发放“兴农快贷”

116

笔，投放贷款

9200

万元， 有效满足了农民春耕备耕的资

金需求。

在内蒙古，像樊永胜这样的“金融

副村长”已有

1.13

万名 ，覆盖

12

个盟

市

103

个旗县的全部行政村

(

含涉农街

道、社区

)

，这意味着每一个行政村都有

了一位专属的金融“联络员”。

2023

年，

“内蒙古自治区推广‘金融副村长’服

务模式工作案例” 入选农业农村部金

融支农十大典型案例。 目前，全区“金融

副村长” 协助金融机构对接授信各类农

牧业经营主体

9.5

万户， 授信额度达到

134.9

亿元。

“

2023

年开始，我们在全区推广‘金

融副村长’服务模式，按照‘一村一名’的

标准在嘎查村‘两委’成员、致富带头人、

返乡创业能人等人员中选聘‘金融副村

长’，实行服务期制度管理。 该模式以建

机制 、搭平台 、强队伍为核心，通过‘政

银’协同形成合力，在普及金融知识 、优

化信用环境、 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等方面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自治区农牧厅计划

财务处工作人员杨雅丽说。

早在

1

个多月前， 在呼伦贝尔市莫

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塔温敖宝镇新肯

西拉金村，“金融副村长” 王二龙就已经

开始在微信群里组织村民统计备耕期间

的贷款需求。

“平时，我要宣传金融支农支牧政策，

了解村民在贷款、 还款上是否存在困难，

为乡亲们讲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提醒大

伙儿注意防范金融风险。 ”王二龙说。

目前，呼伦贝尔市已选聘

800

多名懂

政策、懂金融、懂农民的乡村振兴“生力

军”担任“金融副村长”。通过推行“金融副

村长”模式，有效破解金融信息不对称、服

务下沉难等问题，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贷款、汇款、社保缴纳等金融服务。

“金融副村长”既熟悉农情民情，又

掌握金融政策， 不仅架起了银行与农牧

民之间沟通的桥梁， 还将金融知识播撒

到了田间地头，让金融政策宣传有了“新

窗口”。

“‘金融副村长’服务模式为改善城乡

金融资源配置提供了人才支撑，有利于完

善农村牧区金融服务体系，优先将金融资

源配置到‘三农三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 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现代化的

金融服务和低利率的普惠贷款，切实降低

了融资成本，形成了农牧民受益、企业获

利、乡村发展的共赢局面。 ”自治区农牧厅

计划财务处一级调研员杨晓龙说。

据悉，下一步，自治区农牧厅还将继

续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 金融机构的沟

通协调，充分发挥“金融副村长 ”连接金

融机构与农牧民的纽带作用。 同时，会同

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金融副村长”的

培育指导力度，拓宽培训内容 ，推动“金

融副村长”做好惠农政策宣传、金融知识

普及等工作，形成共建、共育 、共享的发

展格局。 （韩雪茹）

80

后夫妻种

30

多个大棚，买卖太火，忙不过来

一个家庭农场，招了五名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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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地农事忙， 乡村振兴

号角响。 一批批有知识、 有技术、

有情怀的新农人正在乡村绽放光

彩，展现时代活力。 聚焦山东各地

新农人新风貌， 记录他们的奋斗，

展现他们的创新，通过分享他们的

故事，一同感受新时代农民的精气

神，共同感受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的奋进脉搏。

从“

95

后”硕士进山，到

85

后

建大棚； 从无人机成为新农具、数

据化作新农资， 到直播变身新农

事，这些案例告诉我们，新农人的

新，无关年龄，而是在于开放的心

态、创新的意识、昂扬的精神。

“

5

名大学生即将来我们农场

上班啦！ ”

3

月

12

日，山东省嘉祥

县鸣菲家庭农场创始人付海霞说。

这家地处偏僻乡间的农场缘何能

引来

5

名大学生上班？

走进农场，一座座大棚鳞比栉

次，“山东金坷垃农业” 几个大字

在春日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 大棚

外， 写有“金坷垃电商直播站”几

个大字的办公室把带货气氛拉满。

大学生来了都干啥？ 付海霞说，就

干一个活：电商。

付海霞和丈夫段燕伟是嘉祥

县金屯镇沙土集村人 ， 都是

80

后，以前在外干实业。

2018

年，两

人决定入行农业。 他们创办了鸣

菲家庭农场，一种就是

30

多个大

棚， 主打产品是草莓西红柿和甜

瓜 ，副产品有西瓜 、贝贝南瓜 、辣

椒 、苦瓜 、菠菜等 。 后来，他们又

创办了山东金坷垃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2024

年初，他们首次“触网”。

没想到， 在互联网的澎湃流量下，

农场的销售额越来越高。起初他们

只卖自家货，慢慢地开始为周边上

百家小农户带货。 同时，他们还会

根据市场需求，帮助小农户调整种

植计划。

“你往远处看，那个棚里全是

辣椒。 我家辣椒卖得太火了，现在

只能预售。 等辣椒收获，再给大家

发货。 ”付海霞指着远处的一座大

棚说。

目前， 在农场的销售版图里，

电商占

60%

，线下占

40%

。 他们在

多个平台卖货，一天卖出几千单是

常有之事。

2024

年，农场销售额突

破

900

万元。

“我管生产，孩子他爸管销售。

起初，他自己当主播，白天在棚里

播，晚上在家播。 拍照片、修图、定

价、搞活动……一个人干全活儿。 ”

付海霞说。 段燕伟在一旁补充说：

“最多时， 我们日发

8000

件快递，

快递公司派出快递员给我们现场

打单。 即便如此 ， 我依旧忙不过

来。”他骄傲地告诉我们，自从脚下

这片土地被探明是富硒土地，农场

的农产品比以往更畅销不说，价格

还普遍提高了

30%

左右，个别单品

甚至提高了

50%

。

有了高销售额 、 高品质农产

品， 农场就有了聘请大学生的底

气。 段燕伟坦言，农场雇有多名技

术员，种植方面不用担心，所以，大

学生来了只需要协助他做电商。据

了解， 这

5

名大学生本地人居多，

专业多样，各有所长。 记者联系到

了即将来上班的大学生付宽，问到

他选择到农场上班的缘由， 他说：

“我感觉，农业和互联网的碰撞，一

定能迸发出灿烂的火花。作为金屯

镇本土长大的孩子，我想把自己火

热的青春以及大学四年所学，全部

奉献给我的家乡。 ”

谈起给大学生的待遇，段燕伟

笑着说，干主播岗位的大学生底薪

是每小时

30

元， 根据销售额再拿

一定比例的提成。干售后岗位的大

学生，月薪

4500

元左右。“大学生

有想法，有创意，只要好好干，在我

这儿上班拿个上万元甚至几万元

月薪很正常。 ”他打算聘请专业主

播来带货 ， 让 大 学 生 现 场 观 摩

学习。

时下， 棚里的甜瓜正陆续成

熟， 早已通过电商平台预售完毕。

“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很大，各

个平台对生鲜的扶持力度也很大。

我们会一边学，一边干，尽量为家

乡发展多做贡献。 ”付海霞说。

（刘真真 许明旭 周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