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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争当寿光好人 诚信融入蔬菜产业

“四德”之花盛开“信义菜乡”

□ 见习记者 张 蓓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韩佑铭

老百姓上榜当“明星”

好媳妇国艳芝，丈夫去世后10年不改嫁，
坚持照顾80多岁的公婆；拾金不昧的杜江，捡
了10万元存折加2000块现金不动心，如数归还
失主……

在侯镇候二村，村党支部书记刘玉萍指着
村里的“四德榜”，一个个地向记者细数着本
村的“明星”。记者看到，在“四德榜”上，
除个人品德优秀典型外，还贴有家庭美德、职
业道德、社会公德的典范村民。其中家庭美德
中，村民的孝老清单上列出了子女给老人的养
老金、粮食、油料、衣服、住房和医疗等信
息，甚至还有子女是否经常回家看看、是否陪
老人参加户外活动等内容。

寿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秉桦说，“半年
前刚开始张榜的时候，很多人说，上那个干
啥，不上。”然而随着上榜的人越来越多，没
上榜的人开始坐不住了。

“原来住一间屋的，快腾出两间屋来让老
人住；人家老人住正房，咱也住正房；你给咱
娘两千我给三千，都比着孝顺。”李秉桦说，
在大家心里，“四德榜”就像一面镜子。张榜
后每个户的情况都摆在了墙面上，谁好谁差、
好在哪里、差在哪里一目了然。

有了“四德榜”后，村民们变了，一时
间，人人争着做好事，当好人。以文家街道桑
家庄村为例，该村共评榜三次，第一次近五成
村民上榜，第二次八成上榜，第三次上榜率接
近100%。

家庭和睦了，邻里和谐了，调解员却“失
业”了。侯镇候三村村委委员刘茂霞，是村里
的调解员。以前村里老人在家里受了委屈，都
来找刘茂霞诉苦。自从6月10日，村里张贴出
“四德榜”后，刘茂霞没活儿干了。

寿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莹表示，建
设“四德榜”的初衷是引导大家都去做好事，
并感受做好人好事的光荣，只要普通百姓有一
个闪光点都能上榜当“明星”。

“四德榜”还公示出了村委对村民要办的
实事的承诺，这无疑给村委戴上了“枷锁”。
古城街道野虎村党支部书记张树铭说：“原来
没有这个榜之前，有些很难办的事，拖拖就过
去了，群众也不问。现在不行了，承诺要为群
众办的事都公示出去了，办不到会影响村两委
的威信。”

截至目前，寿光市村居“四德榜”建成率
达到80%，上榜人数覆盖率达到70%以上。到
今年年底，机关、企业、学校将逐步推开，
2014年实现全覆盖。

“寿光好人”成道德品牌

今年中秋，全国上下紧抓“送礼风”。但
寿光却大兴送礼之风，不过这是为“好人”送
礼。寿光第一茶城为近百位“寿光好人”送去
了月饼和茶，中海旅行社组织“寿光好人”免
费旅游，部分开发商承诺“寿光好人”买房打
八折等等。

据了解，“寿光好人”推选是寿光实施
“四德”工程，建设“信义菜乡”的一项重要
内容。从今年2月活动启动以来，除周日外，
每天都有一位好人评出。截至10月9日，共评
选出135位“寿光好人”。寿光市区新改建的
“好人广场”上，张贴着每位好人的事迹。

“寿光好人”，已成为寿光道德文化建设的重
要品牌。

寿光市文明办主任李向明说，好人的评选
目的是引导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发现好事，推
凡人善举、化微光效应，传递社会正能量。寿
光将在3年内推选出1000名“寿光好人”，实
现各村、各行业、各领域都有学习标杆，都有
身边榜样的目标。

据了解，为关爱好人，寿光组织卫生、经
信、体育、文化等10多个部门，公开承诺为好
人办好事，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寿
光好人”后，有线电视不花钱，办公共自行车
卡不花钱，一年免费三次体检，银行贷款增加
额度、降低利率等。寿光农村商业银行现代分
理处主任李月红说：“我们跟市文明办有一个
联动机制，评上‘寿光好人’的，我们就给他
们提供全方位优质金融服务，让好人不光有荣
誉，还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洛城街
道还为好人发放2000至1万元不等的奖金，让
“好人有好报”，形成“人人做好人”“人人
争当道德模范”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截至目前，寿光已涌现出2位全
国道德模范，3位全国重大典型，5位中国好
人，53人被评为潍坊市级以上好人和道德模
范，151人被评为寿光好人和道德模范。

“四德”建设向产业延伸

9月24日下午，记者走进文家街道桑家庄
村菜农桑宗范的大棚。正在给已经结满小黄瓜
的瓜藤整枝的桑宗范告诉记者，他用的农药和
化肥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农药残留不会超
标。

保证蔬菜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投入品安全、
可靠，坚决杜绝国家明令禁止的甲胺磷、磷铵

等5种高毒、高残留农药及其它明令

禁止的化学物品；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农
药；对一次性收获的叶菜类蔬菜，保证在收获
前20天禁止施用化学氨肥……在桑宗范的大棚
门口，张贴着红纸黑字的“建设信义菜乡责任
状”。

桑家庄村主任桑庆德介绍说，该村共有360
个蔬菜大棚，所有种植户都跟村两委签订了责
任状，用的都是桑家庄蔬菜专业合作社统一提
供的安全的化肥和农药。

在寿光，80%的农民种菜。寿光把诚信道德
建设，融入到蔬菜产业的每一个环节，实现了从

“田间”到“餐桌”，蔬菜生产、流通及消费的全过
程监控，最大程度上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

产前，针对化肥、农药、种苗等农资经营
业户，寿光开展“一诺千金大型惠农”行动，
每户农资经营业户均与责任部门、菜农代表签
订质量安全责任状，公开承诺不销售违禁农
药、化肥等。产中，组织蔬菜种植户与所在村
两委签订责任状，并在大棚上公开张贴，让全
社会监督生产过程。产后，在市镇村三级，建
立健全了网络化蔬菜质量检测网络，大力推行
市场准入制度、质量追溯制度。拿起寿光产的
无公害蔬菜，只需用手机扫码，即可查询蔬菜
的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等信息。

“菜农都是一家一户分散式生产，原来很
难监督。现在从蔬菜的育苗、施肥、采摘、包
装、加工、运输，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
发现问题，立即处理。”李向明举例说，9月
17日，化龙镇农业执法人员巡查时，发现有一
个胡萝卜种植户使用违禁农药甲拌磷，当天执
法人员便用旋耕机，将6亩地全部推平。

在寿光，“做诚信人、种放心菜”，正在
成为广大菜农的自觉行为。在农业部对全国37
个大中城市的蔬菜质量抽检中，寿光菜的质量
始终名列前茅。

义务看大棚 一干八年多
——— 记“寿光好人”燕法周

□ 见习记者 吴庆辉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德华 王艺霖

今年62岁的燕法周，是一位有着39年党龄
的老党员。他身材瘦削，精神矍铄。

提起老邻居燕法周，寿光市古城街道临泽
二村的村民刘会香由衷地竖起大拇指，“燕法周
是个热心肠，不说他平时跑前跑后为大家忙这
忙那的，光是义务为村里看了8年大棚这一件
事，我们想起来，心里都暖暖的。”

村里的义务巡逻员

事情追溯到2005年春节前。为了让村民过
一个安乐祥和的节日，临泽二村村委会招募了
包括燕法周在内的一批巡逻员，负责节日期间
村里大棚安全。春节过后，巡逻队解散了，但燕
法周却自告奋勇地当起了义务巡逻员。这一干，
就是8年多。

“前些年，村里大棚发生了好几起夜晚失火
事件。大家伙儿辛辛苦苦地种个棚，起早贪黑，
太不容易了，一场大火就毁了全部收成。我看着
心疼，也着急。另外，中午或晚上大棚里没人的
时候，经常丢东西。老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
燕法周说。

为避免大棚遭受无谓的损失，燕法周每天
下午1点、晚上12点都要围着村子走一圈，全程
下来需2个多小时。时间长了，燕法周能清楚地
说出村头有几根电线杆，分辨出田地里的大棚
依次属于哪家。

201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场大风把村民
燕荣光家里大棚上的浮纸刮破了。这时燕法周
正好巡夜经过，他做了一些紧急处理后，迅速跑
到燕荣光家中，通知他去救灾。因为抢救及时，
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每当提起燕法周，燕荣光心
里都满怀感激。

在谈到自己的党员身份时，燕法周说：“作
为党员，做好事得发乎于心，好话不能停留在表

面上，得落实到行动中。我眼瞅着上年纪了，能
为身边的人，能为村里做的贡献越来越少，能做
好眼前的这点事儿我就很满足了。”

村头的垃圾堆无人清理了，燕法周推着手
推车去处理；蔬菜大棚区里的道路上堆满积雪，
燕法周提一个铁锨过去；出村公路年久失修，路
面破损了，燕法周拉了石子填上。

困难户心中的“至亲”

在菜农眼里，燕法周是安全“守护神”。在困
难户眼中，燕法周则是他们的“至亲”。

几十年如一日，燕法周定期去村里几位孤
寡老人家里，陪他们聊天，给他们理发，帮他们
打扫卫生，甚至帮他们修葺房屋。

村里曾经有一位五保老人徐光英，一个人
生活。燕法周和妻子徐玉芹隔几天都会过去，看
看老人缺什么，自己家里做了好吃的也从不忘
给老人送一份过去。老人生病了，燕法周自掏腰
包给老人拿药。夏天时，天气炎热，燕法周给老
人送去电扇。老人家里房屋漏水，燕法周得知
后，多次出钱给老人修房子。后来一场大雨几乎
将房屋击垮，燕法周找到村两委成员，一起给老
人修缮了房子。

“在照顾徐光英老人这事上，一般人真做不
到，我们都很佩服燕法周两口子。”村民温秀华
感叹道。

村民燕祥烈、燕景烈兄弟父母双亡，并且都
有一定程度的精神障碍。燕祥烈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燕景烈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隔
三差五，燕法周和妻子就会去看看两个人。兄弟
二人都不认识钱，燕法周十几年来几乎每个集
市都会义务帮他们买菜、买面。

“燕法周对村里的事尽心尽力，他的善良和
真诚也带动了村里很多人一起做好事。”临泽二
村党支部书记燕泉陆这样评价。

“只要在能力范围之内，我们都会尽力而
为。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善良的品格不
能丢。”徐玉芹对老伴儿做的事非常支持。

致富路上的带头人

生活中乐于助人，在致富路上，燕法周同样
没有落下，他走上富裕路，同样不忘带动他人共
同致富。

燕法周和妻子种着一个80米长的蔬菜大
棚，因为经营得法，年年收成都不错。

在燕法周的家里，记者看到，一大摞报纸堆
放在书桌旁，这是燕法周种植大棚的“得力助
手”，也是燕法周帮助身边人致富的“法宝”。

“不管做什么，都要不断学习，只有不断进
步，才能跟得上时代。”燕法周说。

在燕法周看来，种菜是个技术活，他将学来
的农业知识用在了自家大棚里，在检验确实有
效后，无偿传授给村民。

燕法周的邻居燕正烈有一块空地，有一段
时间一直荒着，杂草丛生，燕法周不止一次鼓励
他建起大棚。“不怕没经验，就怕不去干，只要踏
实去做，一定会有个好收成。”燕法周向燕正烈
承诺，大棚建起来后，他义务帮着一起管理，甚
至可以出钱出力一起把大棚种好。在燕法周的
鼓励下，燕正烈的大棚已于今年6月竣工。

“燕法周多年来甘于奉献，他是我们村的骄
傲。”临泽二村村委会文书燕明庆说。

2012年7月，热心人燕法周被评为“寿光市
古城街道优秀党员”，2012年10月被评为“古城
街道道德模范先进个人”。今年9月，燕法周光荣
入选“寿光好人”。

已到花甲之年的燕法周，每天晚上都会看
报学习。看到深夜，巡逻时间到了，他就拿起手
电筒，轻轻带上房门，踱步走到田间地头。

自全省“四
德”工程建设活
动启动以来，寿
光市结合自身实
际，把“四德”
建设和蔬菜产业
发展相结合，以
建 设 “ 信 义 菜
乡”为目标，把
“诚信”融入到
蔬菜产业的每一
个环节。“做诚
信 人 、 种 放 心
菜”，在寿光蔚
然成风。

寿北试种秋葵成功

盐碱地上长出

“蔬菜新贵”
□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王朋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23日，在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

济园区的一处农业种植园内，一排排状似棉花的植
株整齐排列，枝杈之间挂着一个个绿色的“小号香
蕉”。种植户郭宝玉介绍，“这是一种名叫秋葵的经济
作物，是今年5月初在这里试种的，从6月份开始采
摘，将一直持续到11月。”

据了解，秋葵又名羊角豆、毛茄，原产非洲，目前
在欧洲、非洲、中东及东南亚等地区广泛栽培，是一
种药膳两用农作物。秋葵对土壤、气候的生长条件要
求低，但产量却很高。秋葵的可食用部分是果荚，对
人的胃、肾大有益处；秋葵的果皮是一种药材，有滋
补作用；果实可以榨油，秋葵油市场价约180元/公
斤；秋葵茎叶打碎后掺进饲料，可以喂羊、喂牛；秋葵
坐果后，花可以晒干当茶饮，滋补身体。

据郭宝玉介绍，引进种植秋葵源于几年前他在
青岛出差时的一次无意发现。听说它生命力很强，便
有了引入寿北盐碱地种植的想法。引种之后，郭宝玉
发现，其实秋葵的管理比较简单，关键在育苗期和结
果高峰期注意控制好虫害，并适当使用一些肥料。

“没想到试种这么成功，我这100亩地，一天最少也能
采摘1000多公斤。也许是天气适合的缘故，今年秋葵
的亩产能达1500公斤，每亩能卖近万元。”郭宝玉说。

据了解，目前秋葵的市场价约为10元/公斤，基
地采购价约6元/公斤。但因秋葵目前对北方市民来
说比较陌生，所以普通老百姓购买的并不多，主要出
现在一些酒店餐桌和市区的部分大型超市。为了扩
大认知度，郭宝玉决定先将秋葵做成高档礼盒，包装
销售，以扩大市场认可度。

“从秋葵的生长特性来看，完全可以作为经济作
物进行规模种植。我计划明年将种植面积扩大到500
亩，并吸引更多的农户加入种植，形成盐碱地上独特
的生态农业。”郭宝玉说，“下一步我们将考虑秋葵的
深加工，打通销路，生产更多有价值的‘衍生品’，真
正将其发展成一种特色高效产业。”

六大景点黄金周

接待游客39万人次
□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王朋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0月8日，记者从寿光市旅游局获

悉，“十一黄金周”期间，各景区相继推出众多精彩活
动和优惠措施，加上天气晴好等原因，寿光旅游市场
异常火爆。林海生态博览园、蔬菜高科技示范园、生
态农业观光园、洰淀湖等六大旅游景点共接待游客
39万人次，门票收入683万元。其中，蔬菜高科技示范
园景区的接待人数和门票收入增幅均超过200%。

据了解，为迎接黄金周旅游旺季的到来，寿光旅
游部门联合各景区推出一系列活动。吸引了各类层
次游客的参与热情，也让寿光旅游在黄金周期间收
益颇丰。

寿光农民专业合作社

突破1200家
□通讯员 王鸿儒 刘瑞全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来自寿光市经管局的消息称，该

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日前已达1225家，合作社示范社
110家，联合社12家，土地合作社12家，会员总数达8 . 5
万人，农民出资总额达8亿元，带动周边农户12万。

近年来，寿光重点围绕主导产业和具有地方特
色的名特优农产品，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政策
引导、金融扶持等手段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
展，并创新推出了蔬菜大棚抵押贷款模式，为农民、
合作社和农业园区办理贷款共计6 . 5亿元。农民专业
合作社范围涵盖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服务业等各
个产业，加快提高了优势产业的经营水平和农户的
组织化程度。

洰淀湖升格为省级

湿地公园
□通讯员 王兵 汤秀英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洰淀湖日前顺利通过省林业

厅专家评审，升格为省级湿地公园。
洰淀湖湿地公园地处寿光西北部的双王城生态

经济区内，总面积2 . 3万亩。洰淀湖是寿光唯一的
天然湖泊，也是寿光自然面貌保持最原始的地方。
湿地类型以天然生态湿地为主，是江北面积较大的
天然生态湿地典型代表。湿地景观优美，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保护和利用价值
高。洰淀湖湿地公园的建设，对保护生物多样性、
维护当地湿地生态系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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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好人
事迹上榜，
群众津津乐
道。

燕法周在义务巡视大棚。

潍坊科技学院获

蓝黄重大课题研究立项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联合

下发了《关于下达2013年蓝黄“两区”重大课题研究
项目的通知》，潍坊科技学院发展规划处申报的《服
务蓝黄“两区”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
究》获2013年蓝黄“两区”重大课题研究项目立项，标
志着潍坊科技学院在现代职业教育改革试点和主动
服务蓝黄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据了解，本课题立足蓝黄“两区”发展对专业技
术人才的需求，系统总结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成功
经验，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积极探索建立适
应蓝黄“两区”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以弥补我省、我国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方
面的不足，解决蓝黄“两区”发展适应性海洋人才短
缺、专业技术人才和一线技能型人才不足的重大瓶
颈问题，从而为实施蓝黄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的
人才和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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