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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义 宫 梅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孙久生 王猛 报道
本报宁津讯 9月15日，中国宁津民俗文

化艺术节暨第六届家具文化节在宁津康宁湖杂
技文化主题公园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来宾、
客商600多人出席了此次盛会。

其间，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实木家具论坛、
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宁津美食酒水精品展、宁
津实木家具精品展、蟋蟀文化座谈会等一系列
活动。有投资50亿元的宁津广东家具产业园等
36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106亿元。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家具协会联合授予宁津
县“中国实木家具之乡”称号。

宁津县杂技文化、蟋蟀文化、美食文化、
家具文化、文学书画、剪纸艺术在全国有较高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早在1958年就被国务院命
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县”。近年来，宁津县高
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2007年宁津杂技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
民间艺术(杂技)之乡”，2009年被中国蟋蟀协
会命名为“中华蟋蟀第一县”。

家具产业是宁津的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
2011年全行业实现销售收入185亿元，利税10 . 9
亿元，实木餐桌椅占到江北市场份额的50%以
上。

宁津民俗文化

艺术节开幕

□彭辉 刘国贤 报道
本报乳山讯 乳山市黄海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今年好事成双：与长春工业大学签订“新型船
用锚链的研发生产”项目，有望改写我国高档锚
链依靠进口的历史；与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刘正白博士签订博士后工作站组建协议，将
使公司生产的内燃机内部高档部件与国际接
轨，大幅提升企业在国内同行业中的地位。

“我们切切实实尝到了产学研合作的甜头。
去年我们与长春工业大学签订的‘全自动悬挂
式热处理生产线设计’项目，可节省设备采购资
金60%。”9月4日，说起“科技强企”这个话题，企
业董事长李中阳格外健谈。

乳山工业经济一度处于“小步慢跑”的状
态。要想实现区域经济的跨越发展，必须把振兴
工业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企业做大做强离不
开“科技强企”。为此，乳山制定了十大工业振兴
计划，开展百企改造工程，设立1000万元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基金和1500万元科技奖励基金，提
高转贷基金额至1亿元。威海佰德信新材料有限
公司在科技奖励基金的扶持下，先后从国内外
引进30多名技术人才，新上2条新型汽车尾气净
化剂生产线，使新产品种类从7种增加到13种，

年产量提高3倍，年可增加产值达1亿元。
为创造吸引高层次、高技能和实用人才的

大环境，乳山出台了《关于加强专业技术和高技
能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政策，
安排100万元的“人才工作专项扶持资金”用于
人才的培养、引进和管理及优秀人才奖励。今年
年初，乳山还组织80名科技局技术人员和科研
单位技术骨干，开展了“科技保姆进百企”活动，
定期到企业走访，对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协
调解决，并协助企业进行科技公关，加强企业的
科技研发力量。

以建设高层次人才聚集区、产学研结合密
集区和科技成果转化汇集区为目标，乳山连续
举办了三届科技创新和资本运营大会，积极为
中小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先后联络多家
知名高校院所的110多位权威专家和十多家股
权投资机构与本土企业“相亲”，通过建立院士
工作站、产业技术联盟、国家级实验室等研发中
心建设，培育国家和省级技术研发平台，帮助企
业增加“造血功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添发
展后劲。仅今年以来，乳山就设立了1个创业联
盟，建设了4个院士和博士后工作站，签下19个
产学研项目。

设立1个创业联盟、4个院士和博士后工作站，签下19个产学研项目

乳山为工业振兴打造科技引擎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孟昭福 席真

缺乏生产发展资金，一直是阻碍农民增收、
农村经济发展的老大难。到银行贷款，时间长、
难度大且手续复杂。政府投入，有时缓不济急；
一味“输血”，也非长久之计。

如今，上述难题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有了“新
解”：经过几年摸索，东昌府区通过合作社社员
内部资金互助，自我“造血”，将生产、经营合作
与资金互助融为一体，有效缓解了资金短缺这
一“三农”难题。

借款村变成存款村

4年前，侯营镇于营村菜农杨光诚家只有一
个小拱棚，忙碌一年下来，收益寥寥；想建大拱
棚，钱不够。2008年10月，侯营供销社发起成立
富民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他成为首批个体社
员，交了500元入社互助金，借到了一万元建大
拱棚。如今，他家的两亩大拱棚蔬菜，一年下来
能带来3万多元收入。

看到杨光诚从资金互助中受益，于营村近
一半农户加入合作社。资金问题解决了，村里养
殖、种殖、生产加工搞得红红火火。村党支部书

记杨庆功说：“以前，村民都从合作社借款，是典
型的‘借款村’；这两年，存款的多了。资金互助
发挥了‘发面团’的作用。”

据悉，长期以来，东昌府一些经济较发达的
村，民间融资活跃。资金互助出现后，有效遏制
了民间高利贷行为，降低了金融风险。同时，资
金互助还增强了村民诚信意识，可谓一举多得。

资金汇成“蓄水池”

8月11日，连庄村生猪养殖合作社发起人李
佩伟来到富民合作社，1个多小时办妥了5万元
借款。去年9月，李佩伟联合18户村民团体加入
合作社，发展势头良好。8月10日，他从网上看到
潍坊一家养殖场处理230头大洛克种猪，价格划
算。他和社员连夜合计，决定借款购进。他说：

“有了资金互助，我们就像有了‘小金库’，不用
愁流动资金，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侯营镇东泓村的徐式富，盖房子、添孩子用
尽了积蓄。6月12日，他从东昌府区富民农业科
技专业合作社借款2500元买了台播种机。8月11
日，徐士富按期还款，他高兴地说：“播这季玉米
纯挣2600元，播小麦估计能挣4000多元。资金互
助帮了俺大忙！”

像这样受益于资金互助的种殖户、养殖户

不胜枚举。社员将闲置资金放到合作社，积少成
多，资金汇成“蓄水池”，成了农民脱贫致富的

“源头活水”。据统计，去年富民合作社为社员带
来直接经济收益达630余万元。

“互助金”成为致富杠杆

截至目前，富民合作社共有2218名个体社
员、15户团体社员，资金规模达2300万元。社员
存借资金参考农信社同期利率。社员借款无需
抵押，有2名社员担保，即可申请最高5万元的互
助金，使用期限最长不超6个月。入股社员每年
还能分红。富民合作社社员李家文入股5万元，
去年的分红高达4000元。

据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及中央有关
文件都提到，允许鼓励在农民合作社中开展信
用合作。近年来，东昌府农业产业化步伐很快，
种殖、养殖等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现在，全
区开展资金互助的合作社有12家。

经过数年发展，资金互助在东昌府农村已
站稳脚跟，发展成熟，在农民脱贫致富过程中
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也表明了其
存在、发展的必要性。富民合作社理事长王茂
亮说：“资金互助像一根‘杠杆’，撬开了农
业发展、农民致富的大门。”

用活农民的钱 办成农民的事
——— 东昌府区农村合作社资金互助实践

□汤序民
姜乾相 报道

9月12日，淄
博市博山区博山
镇西沙井村赵霞
种植的桂花以2
万 元 的 价 格 出
售。西沙井村是
桂花专业村，种
植桂花已有300
多年的历史，仅
此一项，农民年
均增收 2 0 0 0多
元。

□孙巍 王秀洁 姜莉莉 报道
本报五莲讯 成立仅两年的世丰彩色苗木基地，

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北美海棠苗木基地、全国
“十佳苗圃”。山东世丰农业公司董事长钟飞告诉记
者：“转了不少地方、两年没能落地的项目，在这里
一期项目所需1000亩土地27天就完成了流转，二期
1200亩地仅用了10天，为公司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
间。”

土地流转是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前提。着眼破解因
决策不公开、群众不知情导致“流转难”的问题，汪
湖镇探索实施以“票询、票决、票评”为主要内容的
“三票制”工作法流转土地，得到了群众的认可支
持。

在土地流转之前，镇里事前“票询”征求村民意
见，将土地流转的建设项目、流转方式、流转费用、
使用年限等内容形成初步方案，由村干部分组入户征
求村民意见，村里汇集整理后再集中解答或调整方
案，并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只有“票决”获半
数以上，项目才可组织实施；达不到半数的，立即停
止或暂缓实施。“票决”通过后，项目实施过程中各
村定期以书面形式向群众通报事项的进度和落实情
况，让群众票评进行全程监督。

目前，该镇用“三票”制办法，流转土地1万多亩，签
订土地流转规范性合同文本2068份，引进了世丰农业、
紫阳科技、绿洲苗木等13家现代农业企业落户，没有引
发一例上访案件。通过土地流转，汪湖镇就地转化劳动
力2000余人，增加农民收入5200万元。目前，尝到甜头
的汪湖镇，已经将“三票”制办法延伸到财务收支、资产
资源管理等村级重大事务决策中。

汪湖镇“三票制”
流转万余亩土地

“转”出全国最大北美海棠苗木基地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谢美慈 报道
本报枣庄讯 9月10日，山花皮影《西游记》、

鲁绣《天下第一庄》等14件非遗作品拿到了版权证
书。这些作品曾经在第二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上参展。

据负责版权登记工作的台儿庄区文化产业园筹建
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成功办理版权登记的作品，可通
过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开设的全国作品登记信息数据库
管理平台，查询到登记作品的版权信息，从而将非遗
参展作品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经验和知识转变成有标
识、可识别、产权化的无形资产，维护了非遗传承人
的合法权益，对促进非遗保护与传承、提高全社会的
版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8月13日，台儿庄国家版权贸易基地正式揭
牌，台儿庄古城成为全国第四个、山东省唯一的综合
性版权交易服务平台。台儿庄古城文化产业园筹建办
公室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版权为重点，积极探索和丰
富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版权保护形式，截至目前，该区
已经收集整理版权登记材料的作品近100件。登记完
成后将上报国家版权局，批复后，版权所有人可获得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颁发的版权登记证书。

14件非遗作品

有了“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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