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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梅 武宗义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孙维华 报道
本报临清讯 深秋时节，在唐园镇李官寨

村梨交易市场，唐园镇黄金梨产业党支部书记
徐玉生捧着冰糖味的黄金梨，喜上眉梢：今年村
党支部联系河北、温州、深圳的大客商来采购，
每公斤黄金梨价格比去年高出8毛钱左右，1000
多户果农受益。

李官寨村、唐园村、瑶坡村等4个村庄有梨
4200余亩，以前果农各自为战。去年10月份，唐
园镇黄金梨产业党支部成立，种梨能手徐玉生

任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将果农联合起来，统一管
理、打药、套袋、剪枝、疏果，统一销售。在省环保
专家的指导下，党支部组织挖了400米深的井，
用高质量的深井水灌溉果树；用豆子、麻糁等自
制农家肥，取代化肥；注册了“康苑牌”商标，经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A级食品。
今年梨子上市，外地客商盯着采购。

目前，临清涌现出像徐玉生这样的区域性
产业带富“能人”57人，依托产业型党组织这
个服务平台，发挥辐射引领作用。临清市本着
“经济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

里”的工作思路，打破乡与乡、村与村的行政
区划界限，依托农村各类产业集群，合理设置
党组织。逐步形成以行政村党组织为纵向框
架，以产业型党支部、党小组为横向纽带的村
级党建新格局。

该市依托产业协会（专业合作社）、专业市
场和产业集群（基地），已组建起各类产业型党
组织45个。党组织以经济产业为纽带，横向覆盖
涉及全市16个镇、街道的311个村（居），占全市
村（居）总数的51 . 8%。各类产业型党组织发挥自
身优势，引领群众提高致富技能，扩大产业规

模，拓宽销售渠道，增加农民和集体收入，发挥
产业党组织的“集聚”效应。在现有党组织所涉
及到的311个村（居）中，集体经营性收入均有明
显增加。年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5万元的村达到
288个，另外有16个村摘掉了集体经济“空壳村”
的帽子。

依托产业建立党组织，在规范产业管理服
务的同时，有效地推进了产业规模的扩大，提升
了产业的档次。目前，已经形成了轴承加工、农
机件制造、棉纺织、特色蔬菜等32个大型产业集
群，成为带富一方的产业龙头。

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

临清建起45个产业型党组织

□本报通讯员 李辉 陈树滨

胡敬烈今年66岁，东营市河口区六合街
道西崔村人，从1974年开始，他独自一人在贫
瘠的盐碱地里搞绿化，育植各种苗木。37年
来，虽然遇到过许多困难，但他从来没有叫过
苦，从来没有放弃过。近日，笔者来到六合街
道西崔村，采访了这位痴情绿化的花甲老人。

“以前的西崔村放眼望去白茫茫的一
片，就像下了一场小雪，整个村子几乎看不
到几棵树。”胡敬烈老人回忆起原先这里的
场景时说。

为改变盐碱地不长树的面貌，他当年毅
然考入了一所林校，刻苦学习、研究适宜东营
盐碱地种植的树种，为以后东营地区大面积
种植抗盐碱苗木留下了第一手资料。1968年
毕业后，胡敬烈放弃到机关单位工作的机会，
选择了河口区六合南林场，一干就是十几年。
他说：“我就想实实在在培育点树苗，给雪白

的盐碱地增添点绿色，让家乡也变绿。”
1984年，他克服了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政

策限制和社会压力，承包下了6亩土地，育上
了香椿苗，看着嫩绿的香椿苗一天天长大，他
欣喜不已。但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晚上大风骤
起，几个月辛勤汗水毁于一旦。望着满地残枝
败叶，胡敬烈不仅热泪潸然。但擦干眼泪后，
他重新栽种香椿，直到绿树成荫。期间，在外
出学习以及订购树苗时，他还多次受到别人
的蒙骗，总计损失达4万多元……但再苦再
难，胡敬烈从没有想到过放弃。

走过坎坷是坦途。1988年底，在政府的帮
助下，胡敬烈成立了盐碱地苗圃基地，基地就
设在西崔村，当时苗木品种达到20多种，皂
角、槭树、白蜡、苦楝、枸杞均出现在苗圃基地
中。在胡敬烈的带动下，西崔村村民也开始大
面积种植苗圃，全村苗圃一度达到200多亩。

为了进一步提高盐碱地苗木的成活率，
胡敬烈先后多次到青岛、临沂等地考察学习

先进种植技术，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如今的
胡敬烈老人已经研究出一套适合盐碱地苗木
种植的技术。在近几年林木市场并不景气的
情况下，他的苗木基地非但没有受到冲击，反
而因为他另辟蹊径，增加林木品种，提升树木
规格，实现年均收入10余万元。

胡敬烈老人指着眼前的苗圃基地开心地
说：“就是从这些苗圃地里，我先后培育了
近千万株苗木，它们销往祖国各地，北京、
天津都能见到我培育的苗木，东营更是数不
胜数！”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
胡敬烈老人始终将这句话挂在嘴上。当笔者
问及老人年龄时，老人说：“我已经66岁
了，但是我从不担心，因为我的后代会一代
一代种下去，我有三儿一女，现在他们都有
自己的苗圃地，每年的育苗量也会达到好几
十万株，植树绿化肯定会世世代代传下
去。”

37年植绿盐碱地近60亩

河口有个绿化老人
脏阅读提示 都说“盐碱地里无良树”，但是在东营

市河口区有一位叫胡敬烈的老人却偏偏不信这个邪，37

年来，他起早贪黑，饥餐渴饮，在盐碱地上植树造林，

建造苗圃，近60亩昔日白茫茫的盐碱地一点点变成了一

片绿色的世界。

■民生故事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李方伦 报道
本报枣庄讯 10月26日，在薛城区人民医

院，护士袁英蓉正娴熟地给一名来自西巨山村
的2岁幼童作静脉穿刺。孩子的母亲告诉记
者：因为这里打针技术好，才舍近求远过来
的。

作为全区“三亮三比三创”活动的明星单
位，薛城区人民医院护理部成为枣庄市卫生系
统响亮的品牌。他们在全省第一个公开承诺：
静脉穿刺一次成功，不成功当场退给患者5元
钱。在收费处、取药处等20多个窗口安装了服
务质量网络评价系统，70多人次因为患者评价
低而受到处罚。

今年8月份以来，薛城区委组织部深化创
先争优活动，在全区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开展
了“三亮三比三创”活动：亮身份，比形象，
创优质服务标兵；亮承诺，比业绩，创群众满
意窗口；亮标准，比创新，创一流服务品牌。
提升了基层党织和党员为民服务水平。

结合各自实际，区公安、工商系统推行了
网上受理、一站式服务，规范权力运行，提高
了办事效能；区地税系统开展了推动窗口单位
“服务标准化、流程规范化、效能提速化、窗
口集成化”的体系建设，提升了服务水平。目
前，全区创建优质服务标兵岗3100个、群众满
意窗口567个，打造一流服务品牌227个。

“三亮三比三创”

照亮薛城

服务窗口

□刘国贤 王伟华
报道

10月27日，乳山市“学
唱地方吕剧、弘扬传统文
化”主题活动启动，市吕剧
团12名专业演员走进学
校、企业、农村、社区，表演
吕剧的同时，向人们讲解
吕剧的相关知识和表演动
作。图为乳山市育黎镇育
黎学校的学生跟随市吕剧
团的演员学唱吕剧。

10月26日，东营市利津县利津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该馆通过实景还原、雕塑、沙盘、图片、实物、影像等方
式，展现了利津县“铁门雄关、东津古渡、凤凰名城”的
千年沧桑。图为以利津古代“铁门雄关、东津古渡”为主
题的巨幅金属壁画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利津博物馆开馆

□卢鹏 李东乾 报道

□记者 王吉祥
通讯员 王世友 段瑞青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27日，由北京吉康集团等注资、

总投资8000万元的济宁市精准农业试验示范基地项目
进入规划实施，成为济宁市任城区引入外资建设休闲
农业园区的又一个实例。

从今年春天起，任城区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吸引了
外资的涌入。6月份开建的世纪童话生态观光园，由北京
哈佛摇篮幼教集团投资兴建，项目规划占地1500亩，其中
水面面积200亩，总投资1 . 5亿元。正在建设的济宁市颐和
生态农业高科园，位于任城区李营街道贾庄村，由园林工
程企业家投资创办。园区的500亩土地都从村民手中流转
而来。原来这些农田每年一亩地带给农民的纯利润只有
600元，流转给园区后，农民对该土地的承包期不变，最让
农民高兴的是，他们每亩地的年收入增加到1300元，翻了
一番多。农民除了每亩稳拿1300元外，他们来园区打工每
天还可挣到50元的工资，取得了双份的收入。

记者 王金满 通讯员 崔德文 杜在健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0月28日，记者在潍坊俊清蔬果合

作社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潍县萝卜的有机种植和
精细管理程序搬到基地大田内，让游客了解有机肥料、
日光温室、罩网防虫等管养措施的实施过程。

一个萝卜卖到5元钱，这就是“潍县萝卜”如今的身
价。为让“潍县萝卜”发挥更大效益和优势,该区以潍县萝
卜产业作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抓手,
确立了走科技、营养、文化、旅游综合开发的战略。从2000
年至今，潍县萝卜已具有响当当的口碑，成为该区农业产
业化的领头羊。今年2月份，区里又在国家工商总局成功
申报了“潍县萝卜”地理标志商标。目前，寒亭区潍县萝卜
种植面积达6 .1万亩，销售额近10亿元。

任城引资投向农业休闲园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林永波 周明辉 报道
本报荣成讯 日前，荣成市人和镇西黄埠岭村刘

增军家失火。接到报警后，位于西里山村农村社区消防
站的消防车3分钟就抵达火场，仅用10分钟便将火彻底
扑灭。对此，刘增军感慨万千。

荣成市陆地面积1526平方公里，分布着900多处村
庄和农村社区。由于大多数村庄距离设在市区的消防
大队较远，火灾发生后，“远水”难救“近火”，往往是小
灾变大灾。为此，他们将建立农村消防机构列入2011年
度十大民生工程。下发了《关于加强镇街专职消防队建
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镇街建设1到2支专职消防队，
并明确了经费、机制、监督保障措施。

目前，荣成市已有75%的社区和40%的村庄达到了
至少有一支义务消防队、一名专（兼）职消防安全员、一
处消防水源、一套灭火设备器材、一块消防宣传阵地及
制定一份《村（居）民防火公约》的要求，农村、社区消防
安全条件明显改善，火灾防控水平明显提升。

荣成农村筑起消防“防火墙”

“潍县萝卜”品牌效应凸显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肖根法 杨振国 报道
本报新泰讯 10月28日，“十二五”重大技改工程

特变电工华东输变电科技产业园在新汶落成，我国首
批500kV*3500mm2超高压交联电缆及电缆附件、清洁
能源用特种电缆同时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线缆制造
业高压、超高压电缆生产水平和自主研制能力已处于
世界先进水平。

据介绍，此次投运的产业园厂房建筑面积20万平
方米，包括我国当前最高的180米超高压立塔，采取一
塔六线，全套引进进口设备，千级净化，全部自动化控
制，是当前世界装备水平最高、检测手段最完善，生产
能力最大的高压、超高压生产基地。

特变电工

华东输变电产业园落成

□通讯员 李 政 徐文峰
记 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无棣讯 10月8日上午，走进无棣县
棣丰街道办事处杨白杨村，看到10辆运送冬枣
的货车整装待发。忙得满头大汗的杨白杨村党
支部书记杨宝俊对记者说：“今年的冬枣销路
格外好，这些冬枣是运往广州、深圳的……”

杨宝俊1986年退伍后，承包了村里150亩
的盐碱地，搞起了金丝小枣二级育苗苗圃。
1993年，他发现冬枣市场开始走俏,便立刻将目
标转向冬枣。在县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嫁
接了350棵冬枣苗，建立了冬枣园，对冬枣进
行标准化管理。由于杨宝俊打的是“绿色冬
枣”招牌，所产冬枣备受青睐。他不忘村党支
部书记的职责，无偿地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村
民，让大家共同致富。八年来，他带领本村90
户群众一同发了冬枣财，今年人均收入可达
8000元，全村总收入270万元。村里的贫困户
杨希志，过去十分困难，温饱都不能保证。杨
宝俊无偿给他提供冬枣树苗，帮他进行管理，
靠冬枣树，他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今年，他
家冬枣收入可达1 . 7万元。

全村靠冬枣富裕了，可杨宝俊还不满足。
2009年，他从网上了解到养殖金蝉风险小，市
场前景大，便投入了1 . 2万元，从济南进了一
批种子，开始养殖 ,今年已收回了成本。现
在，他又将视线转向了白蜡育苗市场，培育成
的白蜡树每株都在200元以上。因他创新意识
强，点子多，人们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杨能
人”。他说：“这些项目都成功了，下一步我
要教会本村的乡亲们种植、管理、经营，让大
家再多一条致富门路！”

村支书种枣养蝉

为乡亲探索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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