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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道马场村党总支书记李华靓：

水稻田里的新把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己平 实习生 李新艳

李华靓，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奢岭
街道马场村党总支书记，晟华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一个“80 后”有为青年，
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带领马场村
村民改革农业生产，一系列“吃螃蟹”之
举让一方百姓富起来。

大做水稻文章

“李书记的想法很超前，在种植水稻
的同时，在稻田里养鸭，这类种植加养殖
的方式都是他先试验，成功了大家再跟
着干。他说宁可赔钱，也绝不让村民损
失。”村民王少林对李华靓赞不绝口。

李华靓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
10年里，他当过建筑工，蹬过三轮车，卖
过水果，做过传菜员、搓澡工，吃了不少
苦，却没赚到什么大钱。经历这些后，他
有了继续再学习的想法。2007年，他通
过吉林省委省政府实施的“一村一名大
学生”项目，李华靓如愿成为吉林省农业
科技学院的一名学生。经过3年系统学
习，他了解到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还练
就了一身过硬的致富带富本领。

马场村是水稻育种基地，全村共有
水田600公顷，占全村耕地面积90%，由
于离城区远，老百姓祖祖辈辈都是靠种
植水稻为生。以前传统的农耕方式从育
苗、插秧、收割、脱粒等各个环节都是人
工操作，费工费时，劳动强度大，春寒秋
冻，不少乡亲们患上风湿症、关节炎等疾
病，备受折磨。李华靓回到村里后，决心
一定要改变这种现状。

2008 年，国家出台“扶持农村农业
机械化”的优惠政策，他觉得这是个难得
的机遇，决定创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彻底
改变传统农耕方法。但是，他的这一想
法并没有得到广大村民认可，村民们赚
钱辛苦，谁也不敢在未知事物上“冒险”。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必然选择，要改变传统的农耕作业模式，
必须用实际行动打消村民顾虑。”李华靓
通过向银行贷款和向亲友集资凑到140

余万元，先后购置了收割机、大中型拖拉
机、插秧机、育秧设备及相关配套农机具
20多台（套），创办了全街道第一家合作
社——晟华农民专业合作社。“2008 年
华靓给我讲合作社，刚开始我不认同，觉
得华靓的想法比较超前，不确定是否可
行。”村民庄荫忠说，“当看到农业机械化
是从育苗、插秧到收割、脱粒后直接在地
里卖了钱拿回家，一套下来省时省力省
心，大家很快加入进来，和华靓一起干，
现在村民们都尝到了甜头。”

目前，马场村和吉林省农科院水稻
研究所签订了100公顷水稻育种协议，
与长春市双阳区工商联共建绿色食品基
地，与农户签订了800亩绿色水稻订单，
每斤水稻农民可增收2毛钱。

既要“靓”更要“成”

要让农民信服，必须要让他们看到
好的结果。用农业机械化改变传统的农
耕方式，表面看上去“靓”，还要最终

“成”，让农民从中得实惠。
李华靓的“打法”是在水稻种植、加

工、销售三大体系中全面实现现代化，让
农民彻底改变固有的生产方式。然而，
实施起来却不容易。

为解除社员后顾之忧，李华靓带头
成立了晟华农资经销超市，保证合作社
成员用上放心种子、放心肥，降低生产成
本，对困难农户还采取赊销垫付农用物
资的方式，确保他们及时耕种。

向生态产业种植要效益。李华靓多
次带领村民到吉林农大种子公司参观学
习，并邀请吉林省12316专家组、吉林省
农科院知名农业专家到基地培训指导，
借助晟华绿色水稻基地的自然优势，摸
索出成熟的、标准化的鸭稻共作生态米
生产技术流程，开展生态产业链种植。
2014 年 4 月份，由李华靓发起的“万亩
鸭田生态水稻定制体验农场”项目正式
启动，该项目在吉林省首届创新创业大
赛中获得了银奖，也解决了马场村 110
余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向品牌要效益。在开展生态水稻生
产同时，李华靓还打造了含有地域文化
特色的绿色水稻品牌，申请注册“晟华”

“晟华靓利”“双盛古稻”绿色水稻商标。
能种为什么不能加工？李华靓引进

先进的水稻筛选机、磨米机、检斤流水线
等完整配套设备，实现了水稻加工—包
装流水作业，日产优质稻米2万斤，年加
工销售优质大米1200多万斤。从统一
购种、统一种植到统一加工，保证了水稻
质量，在高产和提质上实现双重效益。

农民自行卖粮，往往掌握不好“火候”，
而统一销售需要农民信任。在传统营销方
式基础上，李华靓尝试推广“互联网+”营
销模式，创办了双阳区第一家以服务“三
农”为主导的农村电子商务创业园——吉
林省晟华农村电商创业园。创业园采用
O2O电商模式，以“电商+村+合作社（农
户）”的方式，在周边23个村建立惠民服务
站，形成“村村联动”的农村电商格局。

看到合作社的巨大威力，晟华农民
专业合作社从最初只有5户社员，到目
前已经吸引了300户村民入社，其中本
村有180户，周边村有120户。如今，晟
华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成为马场村农业产
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
要载体和渠道。

跳出马场看马场

生态水稻一炮打响，村民们的期望
值陡然上升。李华靓带领村干部做起了

“建设美丽乡村”战略规划，按照“三
年打基础、五年奔小康、十年新马场”
的总体思路，跳出马场看马场，坚持

“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综合整治、长
效管理”的基本原则，马场村需要改环
境、“种”文化。

“经济上去了，文化跟不上，可绝对
不行，一定要把‘文化’种在农村。”马场
村没村部，李华靓多方筹集建设资金，建
成了300平方米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室内有“一厅五室”，即一站式服务大厅，
多功能室、卫生计生室、文体活动室、图
书室和合作社办公室。同时，利用晟华
农业专业合作社现有条件，又向上级争
取到一部分资金，建设了一个集文化大
院、农家书屋和农业合作社办公于一体
的村民文化活动场所，让村民“乐”有保
障、“乐”有场所、“乐”有内容。

发展新产业，充分利用生态水稻的
产业优势搞旅游，建设休闲农业示范园、
农业生态园、生态农庄和农家乐，开展餐
饮、休闲、观赏、垂钓等系列旅游服务；整
顿村容村貌，新修水泥路8.5公里；开展
社会建设，持续抓好村屯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环境整治，结合土地增减挂钩政
策，使农民由分散居住向城市化小区居
住集中，土地由分散经营向新型合作社
集中，使村民“不离土不离村”就能过上
城市生活。

王永吉何时起床的，同宿舍的没
有人知道。记者见到王永吉时，他已
经忙活开了。按照他的作息时间，凌
晨3点手机闹铃准时震动叫醒。为啥
要震动？怕吵醒室友。王永吉多年
形成了习惯——睡觉轻。洗漱后，王
永吉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为什么这么早起床？因为高铁
动车组每天天不亮就得开行。所以，
担任中铁沈阳局集团沈阳高铁工务
段动车组确认列车添乘专职的王永
吉，要坐第一趟高铁车在线路上先

“空跑”一趟。他的工作是“探路”，检
查确认高铁线路状态，及时发现和排
除安全隐患。这一工作5年前从哈
大高铁开通运营就开始了。

凌晨 3 点 20 分，王永吉从单位
宿舍赶向车站，15 分钟后到达沈阳
北站站台。为了确保精神状态饱
满，添乘人员都是提前到达定点的
公寓保休，还要提前到达站台等候，

“宁可人等车，不能让车等人”。
高铁线路通常白天跑车，晚上

维修。经过一夜养护，高铁的状态
如何，能否确保动车组运行绝对安
全，需要检测确认。哈大这条中国

最寒冷的高铁线路每天正式运营之
前，都会从沈阳北、大连北、长春西
等不同方向开行几列这样“空跑”的
动车组。

4 点 05 分，确认车驶入沈阳北
站站台。王永吉已经在寒风中等了
半个小时。“DJ7435 次汇报……”坐
在驾驶室里的王永吉先拿起车载电
话向高铁行车调度员报告，再将随
身携带的添乘仪调试安放在车内，
把车次、车型、司机姓名等信息认真
的填记在检查手册上。

4 点 35 分，确认车缓缓启动。
仪表盘上的灯光显示着当前列车运
行的速度，157、211、250、300……
这趟3个人的和谐号列车在夜色里
穿行于白山黑水之间，窗外的灯火
如亮线般从眼前划过，王永吉目不
转睛地观察着车外线路设备，用心
感受动车疾驶状态。

“添乘确认时要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线路上任何细微偏差，都可能
影响高铁安全运行。”王永吉介绍
说。在每天添乘中，王永吉和他的
伙伴要对哈大、盘营和沈丹高铁
2100多公里线路、265组正线道岔、
300 座桥梁、527 座涵洞和 66 座隧
道的状态予以确认，还要检查高铁
两侧保护区内非法施工、外部侵害
等，为随后即将开行的高铁动车提

供安全保障。
每过一个车站，王永吉都要利

用微信“添乘群”向该段安全生产管
控中心汇报，在添乘过程中平均每8
分钟发送一条确认信息，通过整理
分析后对轨道状态作出判断，给次
日高铁线路维修提供参考数据。

“以前我用过清凉油、风油精，
还试过添乘前喝一瓶提神饮料，但
效果最好的就是站着添乘。”王永吉
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持精力集中。

5 点 46 分，DJ7435 次列车停靠
在长春站，完成了所有检查确认工
作。王永吉带着满脸倦意走出驾驶
室。站台上，王永吉与旅客相向擦
肩而过。7 点 24 分，王永吉再次添
乘D24次列车返回沈阳北站。王永
吉告诉记者，添乘专职最怕的就是
遇到大风、大雪等极端恶劣天气，那
就要全天候往返添乘。一天下来脚
站肿了，嗓子也喊哑了。如果恶劣
天气持续，需要连续添乘，他脚肿得
更是连鞋都穿不进去。可是，他最
担心的还是突发紧急情况。

添乘确认车是有一定危险性
的。王永吉总说：“大轱辘一转，瞬
息万变，高铁动车每秒运行速度高
达80多米，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
生什么事情。”他在添乘中大脑要高
速运转，还要竭力克制着让自己不
眨眼睛。

9 点 24 分，D24 次列车顺利到
达沈阳北站，王永吉当日的添乘工
作告一段落，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单
位，及时将自己和其他添乘人员检
查数据汇总分析上报。完成这一系
列工作后已接近下午2点，顾不上吃
午饭的王永吉立即赶往车站。已经
接连几天没有回家了，他要乘坐最
近的一趟高铁动车赶回去。

王永吉老家在铁岭新区，每次添
乘他都在车上看到那熟悉的楼群。

“我父亲走得早，母亲又患有脑血栓、
老年痴呆等病，身体状况不稳定，好
几次母亲病发时我都在确认车上，幸
好邻居及时打了急救电话……”与家
人聚少离多，是王永吉心中的痛。

沈阳高铁工务段动车组确认列车添乘专职王永吉：

“探路者”的一天
本报记者 孙潜彤

工作中的李华靓。 李己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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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吉随时将检测信息发给后方信息平台。 孙潜彤摄

2 月 27 日，记者走进位于湖
北武汉友谊南路上的“壹钮扣网”
办公室，看见大厅里陈列着数不
清的小格子，里面装满了各色各
样的钮扣。“这有上万种钮扣吧，
怎么分辨？”十几年前，刚在汉正
街开店时，“壹钮扣”创始人、武汉
鸿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黄
丽娟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难题。

2002年，黄丽娟辞去银行稳
定的工作，跟随丈夫在汉正街开
始做钮扣生意。黄丽娟每天跟着
丈夫进货、上架、销售，她需要记
住这些钮扣的颜色、数量、尺寸、
材质、进货地、进货价……很多时
候，看上去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
扣子，来自不同的生产厂，进价也
不同，“弄错了就会亏本”。

据中国市场学会调查，当时
的汉正街综合排名位居全国小商
品市场第 8 位，人气很旺。黄丽
娟的生意很好，但电算化会计专
业毕业的她，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银行那么海量的数据都能轻松
搞定，为什么做生意每天几十笔
订单，就要花好长时间统计？”“与
客户沟通时，我需要一一记住钮
扣的颜色、尺寸、材质、进货地、进
货价，很繁琐，要是有一套专门统
计系统就好了。”

服装业迅速发展也对辅料行业形成了压力。“服装企
业一个新款只有3天至5天保鲜期，一件衣服涉及辅料
超过50种，一种没到位，衣服就制不出来，多耽搁几天，
市场就被抢走。”黄丽娟形容，服装已成为网上高速飞奔
的“汽车”，但辅料还是辆“板车”，跟着跑相当吃力。

2006年，黄丽娟在阿里巴巴上开了网店，希望平台
能提供专业的系统解决方案，包括行业标准、销售数据反
馈等，但最终没能实现这一愿望。

2008年，黄丽娟决定自己干，建立了一个辅料行业
交易平台“壹钮扣”。但是，全国有辅料生产、销售企业约
30万家，如何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统一标准？

黄丽娟决定出国学习。她首站去了意大利，一周后
回国，又陆续到温州、深圳、广州、宁波、上海等城市，拜访
逾百家生产企业，寻找标准参数。整整3年时间，黄丽娟
终于搭好了钮扣新标准的基本框架，并根据市场变化随
时完善补充。现在，这个平台的标准已涉及钮扣、花边、
拉链、织带、饰品、衣架、商标、模特、工具等17大服装辅
料品类的415个分类。

标准定好后，如何嫁接到互联网平台？黄丽娟决定
找专人设计。目前，经营者、厂家、消费者均可在“壹钮
扣”平台上完成订货、发货、结算。黄丽娟搭建的平台已
成为中部最大服装辅料交易平台，吸引了2900位设计师
关注，订单成交额达3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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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四年来，从顶

层设计到产业转移升级、大气污染治理、交

通疏堵、疏解整治等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成

效日益显现。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顺利推进

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四年来，邮储

银行北京分行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积

极对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产业、项目金

融服务需求，为重大民生项目“输血补

气”，为三地百姓谋福祉，交出了一份亮眼

的成绩单。

协同创新 助推京津冀产业升级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结合三地对基础设

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产业迁移升级、

投融资体系构建等方面的迫切需求，加快

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重点推出 PPP 融

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等同业投资类创

新产品，用于对接重大项目建设的前期资

本金问题。此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还推

出了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产品，作为盘活企

业存量资产和政府存量债务的另一手段。

同时，对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客户或项

目，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在业务前台部门与

审查部门建立了平行作业和绿色通道机制。

率先发挥资金优势，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联系中关村发展集团、中冶集团等，相继成

立了“中关村协同创新投资基金”“千亿级

城市综合管廊产业基金”，助推京津冀地区

产业升级、城镇化建设。率先发挥首都优

势，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为中国首钢集团提供

授信支持80亿元，用于企业建设及外迁。

围绕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规

划，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

理委员及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全面战略合作，提供全面金融服务和资金支

持。围绕首都绿色农业发展，邮储银行北京

分行与首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支持北

京首农集团有限公司在津冀地区生态旅游观

光项目建设及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及销售

项目。

聚焦重点项目 惠及三地百姓福祉

在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进程

加速大背景下，交通协同发展已作为京津

冀协同发展骨骼系统中的先行领域。邮储

银行积极参与首都机场集团北京新机场项

目、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京

石二通道高速公路等项目贷款。同时，积

极与北京新航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展开业

务合作，为临空经济区的配套工程提供全

面的金融服务。

面对北京市相关部门将棚改项目纳入公

共服务类建设项目投资审批改革试点的新举

措，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深入走访调研辖内各

区棚改项目情况，积极响应政府“一会三

函”的模式，择优支持非政府购买服务类棚

户区改造项目，参与涉及丰台、石景山、顺

义、延庆、密云 5 个行政区域的棚改项目，

2017 年新增贷款 28 亿元；棚改项目贷款余

额累计达62亿元。

绿色发展，是三地推进协同发展的根本

命脉，更是广受瞩目的民生工程。邮储银行

北京分行积极对接环保企业需求，与中国节

能环保集团公司、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等行业内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公司合

作，支持其参与京津冀地区的节能减排项

目，切实为构建京津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体

系贡献一份力量。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交出亮眼成绩单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