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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岳增群
通讯员 孙启路 田青华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到目前为止，我们区已有

25家民营企业不提名、不设圈、不暗示，由员
工代表或全体员工，按照工会章程直接选举
工会主席，无记名投票产生的工会委员和工
会主席，个个成为会员满意的代言人，党组织
和企业联系会员的‘桥梁’和纽带。”9月16日
下午，峄城工会负责人告诉记者。

前不久，记者现场参加了枣庄旭升制刷
有限公司第二次工会会员暨工会主席直选大

会，当天，天空正降大雨，参会的全厂8 2名
员工除值班及特殊情况外，其余5 5人全部到
会，足见工人们对直选工会主席的关注和热
情。

第一轮是海选，全厂每个员工都是候选
人，拿到选票，所有人都没有立即填写，而
是斟酌再三。首轮计票结束，按照得票多
少，由高到低产生了3名工会委员；继而，3
名首选入选者现场每人发表5分钟“竞争工
会主席”演说。他们的演说情真意切，均赢
得了与会会员的热烈掌声。此后，全体与会

会员再次投票，从3名委员中选出自己满意
的工会主席。

“以前，选工会主席都是领导圈定、会
员投票，我们只能在圈内选举，没有自主
权；今天实现了按自愿选举，虽是民营企业
员工，民主权利也受尊重了。”一位员工
说。

目前，峄城区所有民营企业都列入了
“直选工会主席时间表”，除不到届的外，
所有到届的民营企业工会和没有工会的民营
企业，都将实行“工会主席直选”。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季秀华 张艳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及时准确掌握辖区内重点

青少年动态，泰前街道探索建立了市、区、街
道、社区四级舆情监测体系，在24个村(社区)
和大中小学以及人员密集的宾馆饭店等9个重
点监测部位，分别设立监测点。每个监测点安
排2名事业心和责任感强的报送员，负责其所
在区域的重点青少年情况报送。

据悉，“舆情监测体系”建立至今，泰前
街道共帮扶救助五类重点青少年157名。目
前，共有103名重点青少年帮扶成功，帮扶成
功率达到65 . 6%，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泰前街道近
年来建立了群众工作站、综治工作中心和社会
组织之家，努力打造服务群众工作、维护稳定
工作、社会协同工作三大平台。

在泰前群众工作站，记者发现，这一平台
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事务整合到一起，
甚至包括政策咨询解读、交通违章查询及审换
证等，实现了群众办理事务“一个窗口接待、
一个渠道解决”，真正成了干部群众的“连心
桥”、解决问题的“直通车”。据统计，工作
站自2010年底建立至今，先后受理各类矛盾纠
纷 3 4 2 起，化解 3 2 9 起，化解成功率达到
96 . 2%；协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培训就业
再就业人员428人；协调民政办救助困难群众
37人；为群众提供农业科技信息268条；协同
司法所提供法律援助64次。

街道还在14个社区组建了以“平安协会”
为统领，包含歌舞协会、太极拳协会、戏迷协
会、慈善协会、计生协会等在内的社会组织之
家，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同时，
每个社区在互联网上创新建设了“幸福e家
园”社区实名制论坛，开辟了一条联系群众的
快捷通道：社区可以随时向居民发布信息，公
开社区事务，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在论坛上实名
注册取得会员资格，对社区事务直接在论坛上
提出意见建议反馈给社区。

□李玉刚 宋庆祥 报道
本报东阿讯 9月13日上午8时，姚寨镇原

本举办的劳动就业家政服务培训班，改成了蔬
菜种植培训班，让前来听课的140多位农民兴
奋不已。王守田村48岁的农家妇女张桂兰告诉
记者：“村里常年在家的大都是妇女和老人，
大棚菜技术比家政培训更适合俺！”

9月中旬，东阿县劳动局与姚寨镇政府计
划举办家政服务培训班，并通过包村干部向55
个行政村的农民征求意见，但反馈的结果却是
农民更迫切需要蔬菜种植技术。镇政府与县劳
动局协商后，立即调整培训方案，将家政服务
培训班改成蔬菜种植培训班，结果培训班场场
爆满。

以前镇政府在制定培训计划时，按照上面
的要求进行培训，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培训
效果不明显。镇领导经过调查发现，病根在事
前没有征求群众意见，不知道他们急需要什么
技术。为此，镇政府一改过去“政府培训什
么，农民学习什么”的培训方式，实行“农民
点‘菜’，政府下‘厨’”，农民需要什么技
术，政府就举行什么培训。今年初至今，姚寨
镇通过会场培训、地头培训等方式，按照农民
意愿已举办玉米科学施肥技术、长效缓释型肥
料应用等技术培训班6期，参训农民达3200余
人次，农民科技素质得到明显提升。

□王吉祥 黄修军 报道
本报曲阜讯 8月29日，记者在曲阜市书院街道丰

家村看到，农户家中几乎都有一根从屋檐下穿过的塑
料管送气做饭。村头不远处的丰力养猪场内，3个大型
沼气池已经建好，可供240户用气。曲阜市的沼气建设
正在由过去的单户建池向多户联合建大池供气发展。

曲阜市是全国农村沼气建设先进县，全市“一气三
改”沼气户已达15818户。今年这个市安排新增沼气用
户1万户，他们因地制宜，创新发展路径，让沼气进社
区、进园区、进养殖区，在农村社区、畜禽养殖区、农业
园区建设大型联户沼气工程，大力发展“畜——— 沼———
菜、畜——— 沼——— 果”等生态循环农业，推进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

据介绍，曲阜市今年计划发展沼气用户10000家。
在建的联户沼气池多数单体容积在150立方米，建成配
套一个这样的沼气池，总投资需要12万元，上级给予的
扶持资金是5万元，村民自筹8万元，可解决40户农家用
气，户均投入2000元，可连续使用30年以上。

□杨丽丽 朱桂林 丁来刚 报道
本报高唐讯 “真没想到，一个县城书画氛围这么

浓厚，我这次的书画展选在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的家
乡举办，看重的就是这座书画名城的魅力。”9月29日，
台湾知名收藏家、书画家张建富个人书画及收藏展在
高唐举办，他对画展的效果挺满意。

高唐县是文化部首批命名的“中国书画艺术之
乡”。近年来，高唐县始终围绕书画这一特色文化做文
章，先后投入10亿多元规划建设了李苦禅艺术馆、孙大
石美术馆、书画研究院、书画一条街、书画古玩城等书
画设施，为开展各类书画活动搭建了平台。自去年以
来，该县又在双海湖风景区规划建设了总投资30多亿
元，以海峡两岸书画交流中心、李奇茂美术馆、书画名
家艺术馆群为主要内容的水上生态书画公园，用展馆、
论坛、基地、公园为高唐书画艺术名城建设铺路。

该县还将各种书画资源组合，通过举办书画博览
会等方式，宣传推介“苦禅故里、书画高唐、海峡情缘”
文化品牌。自2006年以来，该县已连续成功举办六届中
国(高唐)书画博览会，每年举办较大规模的书画展览
上百次。其中，李苦禅艺术馆、孙大石美术馆等各类书
画场馆接待参观游客数万人次。浓厚的书画氛围更是
造就了众多的书画创作才人。目前，高唐籍的中国美
协、中国书协会员达到27人，全县喜爱研究书画、收藏
名人字画的群众超过两万人，书画作者多达5000人，达
到地市级以上展出水平的书画作者有600多人。

独具魅力的书画城，吸引了国际书画大师的目光。
国际知名水墨画大师、中国国家画院院委李奇茂连续3
届参加高唐书画博览会，并将其亲自设计的个人美术
馆建于高唐双海湖畔。据了解，10月12日，李奇茂艺术
馆将开馆迎客，届时第七届中国(高唐)书画博览会也
将同日举行。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郑兆雷 樊建群 报道
本报茌平讯 日前闭幕的“茌平县首届圆

铃大枣采摘节”，接待游客是以往全年的十多
倍，人们都说这节跟县里的“支农资金整合”
有关。“县里连续3年每年集中投向肖庄镇、
博平镇2个圆铃大枣主产区400多万元‘大枣基
金’，对枣乡游产生了重大影响。”采访中，
县里的同志告诉记者。

据介绍，1200余万元“大枣基金”，主要
花在两个镇所属的田庄、前王等七村，建成
4000余亩优质枣园，新修20公里的柏油路、开
辟26个景点，实现了大枣生产、旅游观光、科

技推广、休闲购物等功能的集成。举办“采摘
节”自然水到渠成。

“水淹马杜”是茌平整合支农资金的直接
动因。2008年初，该县决定对韩屯镇3 . 2万亩
盐碱涝洼地进行改造。但因资金要向4个乡镇
“撒胡椒面”，2400多万元资金分到韩屯镇手
上仅600万元，勉强够1万亩的费用。秋天，改
造好的1万亩玉米地获得每亩1000斤的收成，
而没改造的马杜村1000多亩玉米却被雨水泡成
泽国、颗粒无收。由此县里决策者认识到，支
农资金不整合，农业板块难壮大，农民增收是
空话。

2009年初，茌平县按照“渠道不乱、用途

不变、优势互补、形成合力”的原则，开始将农
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资金等10多个部门分头
管、用的支农资金“捆绑”，累计整合11亿多元，
撬动社会资本200亿元，实施起100余个支农项
目，直接受益群众突破30万人。

该县还强化资金使用的全程监督：实施
前，由财政部门进行规划、把关；实施中，
成立联合检查组，对实施进度、质量等进行
“巡视”；竣工后，由审计部门或社会中介
对项目进行决算审查。对项目实施质量和效
益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全县通报。肖庄、博
平的3次“大枣基金”，都是这样运作的。

整合支农资金就是为了集中力量办大

事。韩屯镇充分利用县里整合拨发的1828万
元资金，连续2年开挖沟渠、架线通电、安装
泵站……硬是将剩下的2 . 2万亩盐碱涝洼地彻
底改造好。去年秋，马杜村玉米亩产“破天
荒”达到1200斤。而一直“地摊价”的圆铃
大枣，得益今年“采摘节”，鲜枣价格跃升
到8元/斤，是市场上普通枣的4倍。

目前，茌平县已涌现出圆铃大枣、大棚
蔬菜等14大特色农业板块，培育出2个国家级
绿色农产品、20个省级绿色农产品，催生出3
个“年人均纯收入过万元乡镇”，全县年人
均纯收入达到7 6 8 6元，连续3年递增14%以
上。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翟 强 李洪帅

2012中国(昌邑)北方绿化苗木博览会自9
月21日开幕，国庆节期间更是人流如织，热
闹非凡。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本届盛会切
切实实为参展参会客商及当地群众奉上了一
道“绿色盛宴”，让人回味无穷。

交易火爆，客商喜不自禁

“我是来给自己的花木找‘婆家’
的……”9月21日，来自辽宁的参展商王庆
东喜滋滋地对记者说，“我是第3次来这里
参展，发现今年的绿博会比往年规模大了许
多，展厅布置的风格和展出的花木品种也升
级了，向更高端发展。”

修整一新的昌邑绿博园展厅装扮一新，
荟萃名优苗木品种，喜迎八方来客。除了新
式园林机械设备和高科技育苗技术在现场进
行交易和推广外，今年很多展台打出了绿
色、健康、环保牌，各种水陆“两栖”植
物、生态植物和多功效苗木良品琳琅满目，
众人观后无不称赞。

第一次来绿博会参展的武汉客商孙玉雯
向记者表达了她的惊喜和满意：“今年主办
方将许多花木信息交流的资讯及时在展板上
公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与高端交流会的
机会，不但能洽谈贸易，还能通过学习提升

自己的育苗水准，想得真是太周到了！”据
了解，此次绿博会到会客商800多家，交易
额5亿多元。

没展位照样谈成生意

在绿博园会展中心大门口，数百名苗木
经销商组成“迎宾长廊”夹道欢迎参会客
商。他们沿过道排成两列，每人胳膊上托着
一摞厚厚的宣传材料，频频向人们递送着。

满头大汗的辽宁万村农业专业合作社果
苗基地的孙凤利感慨地说：“没想到今年绿
博会这么火爆，6月初接到邀请函后，由于
有点急事，耽搁了几天，不料就订不上展位
了，只好在这里将就一下了。不过，俺在这
里收获也不小，仅一个上午就达成销售意向
30多万元！”据了解，像孙凤利这样，没有
展位谈成生意的还有很多。

今年绿博会的规格、档次均为历年之
最，随着昌邑国家级花木大市场的开建和中
国绿色交易网的开通，昌邑这个国家级苗木
交易市场逐渐完善，绿博会的吸引力也越来
越大。

展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绿博会，
绝大多数老客户都提前进行了预订，新客户
也都及早行动，700个展位在6月底便预订一
空，比往年提前了1个多月完成。一些行动
慢的客户订不到展位，就只能“夹道迎宾”
了。

文化盛宴醉游人

本届绿博会还充满浓郁地方文化特色。
展会期间，除了举办“唱响昌邑走进绿博会”
大型文艺演出外，还有众多民间艺人身带绝
活，“上阵”表演拿手好戏，游人流连忘返。

记者现场看到，绿博园内民俗文化博物
馆、民俗文化园、状元楼、文昌塔等景点，
观众摩肩接踵。在一处仿古建筑内，一位60
多岁的老人戴着一副厚厚的老花镜，手里的
剪刀上下翻飞，一会儿功夫，一幅“四季
花”作品就诞生了，观众啧啧称奇。这位老
人是昌邑民间剪纸艺人李增芬，她的作品栩
栩如生，大多是喜庆图案，游客爱不释手，
本届绿博会期间，她卖出了40多幅作品。李
增芬告诉记者，为庆祝今年绿博会，她还专
门创作了一幅名为“龙飞凤舞庆盛会，鸟语
花香贺升平”的剪纸作品。

近几年，以“传播绿色文化、构建和谐
社会”为主题的绿博会，先后成功举办了山
东省生态摄影展、“生态文化、绿色家园”
全国摄影展、“绿色和谐”中国画名家邀请
展等多项文化活动。今年绿博会期间，继续
在绿博园艺术馆举办了中国画名家作品展，
100多幅精品画作让观众大饱眼福。同时，
“相约绿博”昌邑市第三届农民文化艺术节
群众文艺汇演，也为绿博会增添了更加浓厚
的文化氛围。

茌平整合支农资金办大事
十几个部门11亿多元资金捆绑使用，撬动社会资本200亿元

金秋时节的“绿色盛宴”
——— 昌邑绿博会见闻

不提名 不设圈 不暗示

峄城25家民企直选工会主席
紧紧握住关爱的手
泰前街道打造三个平台

创新社会管理

姚寨镇按需培训

农民3200余人次

高唐打造

中国书画名城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张彪 光莹 其宁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原来要跑

到区工商局，现在只要到镇上的工商所就能完成，真是
方便多了。”9月17日，博山区博山镇有机韭菜种植户刘
之杰乐哈哈地说。

今年8月，博山区和淄博市工商局签订《关于推动
博山有机农业区建设的战略合作协议》，工商部门简政
放权,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的登记管理权下放到工商
所，并建立品牌指导站，以此推动农产品品牌培育。

博山区不断加大农业名牌产品的培育，发展农民
专业合作社288家，形成了“公司+农户+商标”、“农民专
业合作社+农户+商标”的运营模式和“商标拓市场、市
场带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有机链条，88个
农产品通过国家有机认证。该区还注重特色农产品的
商标注册，对涉农商标进行了摸底筛选，安排专人帮助
申报注册。桔梗、金银花、猕猴桃、茶叶等10个特色产业
基地注册商标达到47个，全区各类涉农注册商标达173
个。“博山草莓”、“博山韭菜”等7个商标被认定为中国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数量和影响力居全国各区县前列。
颜山牌有机农产品集体商标涵盖了3大类65个品种，成
为山东省第一个农产品集体商标。

博山区针对品牌名目繁多、生产厂家各自为战的
状况，加大了品牌整合，先后注册了“鲁山情”、“池上
绿”注册商标和“池上桔梗”、“博山金银花”等地理标志
商标，促进了农产品市场的规范有序发展。“池上桔梗”
在注册前，1公斤优质桔梗仅卖到2 . 4元，注册后，产品
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加工、统一品牌和统一包装，同样
质量的桔梗价格提高到每公斤6 . 6元，销路也由原先的
农贸市场零散销售转向外贸出口，年出口创汇超过
2000万美元。

有机认证88个 注册商标173个

博山特色农产品
个个都有“身份证”

由“一气三改”到联户供气

曲阜沼气建设大型化

□刘国贤 路红 报道

9月26日，乳山市育黎镇南西屋村的种植
户在高兴地采摘“订单葡萄”。连日来，乳山
1 . 2万亩鲜食葡萄进入大规模盛摘期，每公斤
的收购价高达5 . 8元—6元，较往年增长了20%
左右，其中8成为“订单葡萄”。

□贾传龙 刘明才 报道

9月14日，苍山县南桥镇界坊村几位村民正在欣
赏新24孝图。南桥镇把新24孝标准作为乡村文明行动
的切入点，引领社会新风尚，受到群众好评。

□汤序民 蒋惠庆 报道

9月20日，刘汉民(左一)向居民讲解各种弦乐器的历史及使用方法。今年57岁的刘汉民是无棣人，从小酷爱戏剧乐器。几十年来，刘汉民不仅收藏而
且还自己制作了大量乐器，家中近30平方米的储藏室里摆满了京胡、二胡、板胡等各式各样的民族弦乐器500余件，成为名副其实的“弦乐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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