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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义 宫 梅

□记 者 张誉耀
通讯员 褚 新 陈 雷 报道

本报微山讯 “真没想到程书记一家人
会提着大包小包来看俺老两口，还一起包饺
子过元旦！”1月9日，虽时隔数日，但昭阳
街道三孔桥东村的拆迁户冯兰石仍然忍不住
向周围人说起县委书记程大志在元旦那天的
突然“造访”。今年70多岁的冯兰石和老伴
儿是留守的空巢老人，现租住在夏镇街道鼓
楼村的平房里等待回迁。

其实，因领导干部亲自到家走访慰问而
心生欢喜的，不止冯兰石一家。据介绍，截
至目前，微山县在建设“一城四区”过程
中，共拆迁安置群众8774户，他们在拆迁过
程中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无一例上
访。为感谢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情
怀，1月1日至10日，该县组织县直单位634
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联系1户从夏镇、
昭阳和开发区三个镇街1 5个村中筛选出来

的、在经济生活上较为困难的拆迁户家庭，
并由干部和家属一起带着大米、粮油、被褥
等自行准备的实用礼品以及慰问金登门看
望。其他镇街的拆迁困难家庭则由各相关乡
镇自行安排走访。

在走访中，干部们不使用单位车辆，不
安排镇街干部陪同，以平民化的方式与百姓
交心。让干部走访经济、生活困难的拆迁家
庭，旨在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并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让他们安心过冬、愉快
过节。

记者了解到，家属或亲属一起陪同机关
干部走访，让不少拆迁困难家庭感受到浓浓
的“亲情味”，不知不觉中拉近了干群间关
系。“以前和上级机关干部交往时总感觉隔
着一层，不亲切，现在两家人像亲戚一样聚
在一块，都很高兴。”昭阳街道十村村民靳
宪美说，“也更愿意和他们讲真心话，拉家
常，心里很踏实。”

□记 者 孙巍
通讯员 刘伟 丰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新年伊始，日照东港区传来
喜讯：日照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成功晋级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日照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是该市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的重要
平台，始建于2007年，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规
划建筑面积21 . 7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4亿元，
主要为入孵企业提供研发、中试生产、经营场地
和办公方面的共享设施，以及政策、管理、法律、
融资、市场推广和培训等方面的服务。该中心创
建以来，已完成投资1 . 4亿元，建立和完善了创
业创新人才和项目的引进、管理、服务和退出
(毕业)制度，形成了完善的创业创新服务体系
和服务流程，为科技企业成长搭建起四大平台。

一流的载体平台。创业孵化中心在规划设
计和载体建设上，紧扣“高”和“新”两大主题，目

前，该中心已建成研发、中试厂房6 . 6万平方米，
培训和会议中心0 . 5万平方米、生活服务设施
0 . 6万平方米，相应办公生活配套设施齐全，
2009年被省科技厅认定为省级创业服务中心。

一流的服务平台。市、区、管委会高度重
视孵化器的建设和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
政策扶持举措，目前已累计扶持企业资金达
1200万元。把创业培训、辅导、企业管理、市
场推广等方面的服务内容通过服务外包的方
式，让专业的团队为在孵企业提供专业的服
务。

一流的投融资平台。设立科技创业投资资
金，积极引进各大商行在高新区设立分支机
构，引导和鼓励银行创新金融产品，高新区与
省高新投、市科技局、华和投资公司合作设立
投资公司，引进小额贷款公司2家。与四大国
有银行、日照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
系，有效解决了企业融资难题。

一流的技术创新平台。通过引进技术、聘
请专家，为在孵企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加快
争创博士后工作站步伐，与山东大学、山东省
科学院、山东建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立
了日照高新区软件工程实验室、山东省监测分
析中心日照分中心、日照高新区生物医药检测
分析中心等3个公共技术平台。2012年，中国
蓝色经济引智试验区管委办公室进驻高新区创
业服务中心，为该中心人才智力支撑带来了更
大机遇。

当前，创业服务中心累计孵化企业115
家，其中在孵企业83家，毕业企业27家，退出
5家。孵化期满毕业率84%。孵化企业累计申报
专利287件，授权176件。形成了医药、太阳能
光伏、服务外包三个特色产业，推动了日照高
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高新技术产值比重从
2007年的16%提高到2012年的36%；园区经济和
各项指标均实现年30%以上增长。

不用单位车辆 自备实用礼品

微山机关干部“低调”走访拆迁困难户

搭起四大平台 引导产业升级
日照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跻身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朱 朋 柳 岩

2012年12月20日，宁阳县伏山镇泽丰高科技农业
示范种植基地内，十几名农业工人正忙着在蔬菜大棚
内采摘有机甜瓜，不远处的农田里收获的菠菜正装箱
外运。负责人张宗斌在陪同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偶然
间讲起了邻居菜农前来“偷学”种菜的事。

离泽丰基地项目一路之隔的对面，是一片300多
亩的蔬菜种植园，名叫绿丰园，是由当地的几名种植
大户合伙搞起来的。从2002年起开始进行大规模蔬菜
种植，在当地小有名气。

去年6月，两处基地同时种上了西兰花。同是西
兰花，一路之隔却两种景象。路南泽丰基地西兰花长
势良好，最多能长三茬，收获时亩均产量达2000斤；
绿丰园蔬菜种植园却还是困扰好几年的老毛病———
“烂根”，产量要比邻居的少三分之一。“路两旁的
地都是一样的，按说我们更加熟悉啊。”绿丰园的
“资深”菜农卢西良满脑子疑惑。无奈之下，卢西良
带着几个合伙人鼓起勇气“偷偷摸摸”地来到泽丰基
地一探究竟。在技术人员的介绍下，一种叫“灌根”
的蔬菜种植技术让他们豁然开朗。“灌根”类似于作
物的种子包衣技术，在种入土壤前对西兰花苗根部进
行一种药物处理或者种入土壤后对弱苗根部进行保
护，能有效杜绝西兰花的烂根问题。对于蔬菜的品质
安全问题，泽丰技术员也打了保票：“药物处理保护
不用高毒农药，而是生物制剂，不影响西兰花的有机
品质。”

对于附近菜民前来“偷经”，泽丰高科技农业项
目经理张宗斌显得非常大度：“我们这里有很多中科
院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这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一
方面在增加附近村民收入的同时，能够给他们一些技
术指导，让他们能够掌握一流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
带动更多的农民增收。我们的大门时刻为菜农们敞开
着，他们随时都可以来学。”

菜农“偷学”种菜经

□记者 申红 通讯员 李建 报道
本报招远讯 1月8日，记者了解到，到目前

为止，招远市没有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失学。2012年，招远累计发放各类贫困生助学金
898 . 0145万元，受益学生达10831人次。这主要得
益于招远注重抓落实，将国家的“政府助学金”、

“国家助学金”、“免学费”、“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等一系列学生资助政策落实到了实处。

□宋学宝 李洪帅 报道
本报昌邑讯 “俺怎么也没想到，在昌邑

有这么多好心人关心俺，还请俺吃‘大餐’,真
是太受感动了！”在昌邑打工的河南农民工周
飞激动地说。

为感谢农民工对昌邑城市建设的辛勤付
出，1月12日晚上，在潍坊众诚汽修厂、昌邑
众鑫化工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资助下,昌邑市
慈善义工协会在昌邑渝香村大酒店举办了“请
农民工兄弟吃顿饭”活动，40多名江西、安
徽、河南等省份农民工代表受到邀请。

昌邑请农民工

到酒店吃“大餐”

招远不让一个学生
因经济困难失学

□张环泽 李宗宪 报道
1月27日，枣庄市山亭区实验小学邀请

消防队员和交通民警为学生上安全教育课，向
学生讲解安全燃放烟花爆竹、防火、防触电及
交通安全等知识，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
自救能力，让他们快乐安全地过寒假。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吴云富 报道
本报费县讯 为加强中小学、幼儿园车辆交通安

全管理，近日费县交警部门对全县136辆学生接送车
实行包车到人的户籍化管理责任制，加大县乡道路巡
逻管控力度，开通学生接送车辆违法举报电话，取缔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等非客运车辆接送
学生。

针对《校车管理条例》及公安部123号令、124号令
的有关要求，费县交警部门首先对辖区内中小学、幼儿
园学生接送车辆外观形态、动力系统、制动系统、安全
设施及轮胎磨损情况进行了逐车检查登记，健全了接
送学生车辆管理档案。据费县交警大队交管科长孙士
伟介绍，今后将加大县乡道路的巡逻管控力度，严厉打
击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等非客运车辆接送
学生违法行为，坚决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费县136辆校车

有了“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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