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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书伟 报道
本报烟台讯 随着招远市4个村庄被确定

为第三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招远古村落的
文化价值日益为人重视，尤其是在印刷出版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孟格庄村。“孟格庄村
是胶东印刷出版业鼻祖成文堂书局创始人刘
金桂和印书出版业巨头成文信书局创始人刘
作信的故乡，堪称中国近代江北出版业摇
篮”。11月22日，招远市旅游局局长郝增宝
告诉记者。

孟格庄村的建村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初
年。当时，孟氏族人东徙路过此地，看到这
里东高西低北平，一条小河由南向北流入渤
海，河西又是丘陵，恰似一本大书放在那

里，心想这里风水好，将来一定能出书家，
传播孔孟之道。于是便在河东岸定居下来，
以姓氏命名孟格庄。洪武年间，刘氏始祖刘
锡由四川迁来，在该村定居，到了明朝中叶
孟氏徙绝，村名沿用至今。

“从历史文化内涵来讲，孟格庄是清中
叶以来堪与潍坊杨家埠、天津杨柳青等年画
制作民俗文化中心村落相媲美的华北书籍出
版雅文化中心，具有非常深厚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内涵，对于研究中国近代雕版印刷向现
代印刷业转变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郝增
宝说。

孟格庄村在印刷业上的起步，应追溯于
刘金桂的父亲刘盛元，道光年间，他是一位
货郎，农闲季节，挑着货郎担儿，走乡串
村，叫卖日用、文化货品。

道光晚年，刘金桂接过了父亲刘盛元的
货郎担子。当时，正值青年的刘金桂以挑担
卖书、笔为业，足迹遍布胶东各县。后来，
刘金桂在胶州开设成文堂书局，出版出售图

书，生意非常兴隆。“刘金桂的二儿子刘寿
楠跟随父亲经营成文堂，在同治后期至光绪
初年，书局从刻书、印书到卖书，实现了一
条龙经营。书局自己选购木料，从加工木
版，刻字、印刷、装订、销售都由书局一手
完成。成文堂的产品精雕细刻，校样仔细，
装帧精美。到光绪元年(1875)前后，书局已具
备相当规模。”黄金文化旅游协会副秘书长
张丕基介绍。

光绪年间，胶东地区的雕版印刷业有了
一定的发展，成文堂书局历史久，规模大，
成为这一地区私人书肆的中心。光绪元年前
后，在胶州成文堂书局学徒当店伙计的刘作
信，在潍县创办了成文信书局。由于成文
堂、成文信经营得法，发展很快，相继在即
墨、青岛、潍县、济南、高密、烟台、龙口
及北平、天津、丹东等十几个城市开设了分
店。1935年，成文信第三代商人刘国梁在北
平开设了成文厚显记。其“燕京牌”会计用
品很快占领了华北、西北、东北的大部分市

场，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专营账簿、文具的
独具特色的专业商铺。

成文堂、成文信的兴起和当时的社会环
境有着紧密关系。据统计，在光绪26年(1900
年)前的50年间，山东省百分之五十八的举人
出自胶东半岛和鲁中一带。当时这一带文风
兴盛，书籍需求量很大。清末民初，有关部
门和团体在民间征集的古籍中，成文堂、成
文信刻本占四成以上。胶东文风兴盛为成文
堂、成文信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而成文堂、成文信也为胶东文化事业作出了
巨大贡献。

“成文堂、成文信从创建到公私合营，
前后四代人经营了逾百年，为我国特别是胶
东一带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现在北京、济
南、青岛、烟台、潍坊等地的图书馆，均藏
有其出版发行的书籍，其散存于民间的图
书，也已成为当代收藏界珍品。”郝增宝介
绍说。

前后四代人 经营逾百年

招远孟格庄：江北出版业摇篮

□记 者 吴洪斌 隋翔宇
通讯员 张海庭 钧 坤 报道

本报牟平讯 今年5月，家住牟平区玉林
店镇的徐大爷经诊断为右足坏疽，面临手术
截肢。医院反复研究，决定实施保守治疗，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老人溃烂的右足慢
慢愈合，病情逐渐好转，如今已经康复出
院。此次住院医疗徐大爷总共花费7859 . 48
元，新农合为其报销4332 . 09元，极大地减轻
了老人的经济负担。

“这是牟平区新农合有效解决看病贵的
一个实例。2012年牟平区在烟台市率先实施
了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全面推进基本药物
制度，目前，区、镇两级医疗机构，已为农
民群众减轻医药费用负担1 . 06亿元。”区卫生

局局长孙昌琪介绍说。
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总额控

制，按月拨付，超额自负，沉淀入库”这一
全新原则，区卫生局开展了一场以总额预
付、结构调整、三级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新农
合支付方式改革，变新农合监管部门“被动
控费”为医疗机构“主动控费”，变“个体
监督”为“群体监督”。

改革后至今，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已大大缓解。全区镇街以下定点医疗机构实
现了门诊、住院次均费用双下降，区级医院
住院次均费用实现零增长，实际住院报销比
例比改革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减轻了群众
医药费用负担。与横向县市相比，该区住院
均次费用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降低抗生素使用比例，推行基本药物制
度。今年上半年，牟平区卫生局依据政策，
转方式，调结构，缩支出，全力冲赶基本药
物制度“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目
标。“以前乡医多以开大方、多用药、多输
液、滥用抗生素、激素等方式，增加经济收
入，浪费了大量医药资源，带来许多如股骨
头坏死等医源性疾病，对此，我们采取一系
列举措，遏止上述现象。”孙昌琪说，对全
区实行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全覆
盖，发现非基本药物当场收缴，并给予5倍罚
款。

与此同时，加强控制大处方，控制贵
药、临床药，控制抗生素、激素的滥用，改
变治疗手段，回归医疗诊治法则，做到能口

服的不肌注，能肌注的不静推，能静推的不
输液。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仅今年上半
年，镇、村两级医疗机构减轻群众医药费负
担2500万元。抗生素使用比例下降50%，输液
病人占门诊病人总数比例下降70%。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均等化机制，是一项医疗卫生得发展、人
民群众得实惠、党和政府得民心的系统工
程。”目前，牟平区在涵盖国家10类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拓展了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全市率先完成了农村
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任务，率先实施了农村
妇女免费“两癌”筛查项目，已对全区6万多
名农村适龄妇女免费筛查。

创新实施新农合改革

牟平医疗机构为群众减负过亿元 □曲旭光 周福基 徐忠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烟台市芝罘区公安局经侦大

队成功打掉一涉嫌制售假发票的团伙，捣毁出售假发
票窝点4处，查获各类非法制造的发票2万余份，涉案
票面金额达1 . 2亿余元。

今年上半年，烟台市公安局开展了打击整顿发票
犯罪专项行动。芝罘经侦大队通过广泛发动，深入排
查，终于在8月中旬，成功锁定了4条线索。在此后的
两个多月中，经侦大队将所涉及的8犯罪嫌疑人的身
份、居住地、出售假票方式、发票进出渠道等情况全
部摸清，对相关证据进行了固定。同时，根据掌握的
情况，派民警赶赴上海、浙江台州、湖南娄底工作，
将三地涉票情况全部查清。

10月29日，公安部经侦局下发收网命令，经侦大
队组织警力统一行动，一举将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
获。

芝罘打掉

特大制售假发票团伙

□吴富成 隋翔宇 报道
本报龙口讯 龙口海关近日公布统计数据，2013

年前10个月，龙口口岸出口至非洲散杂货197 . 3万
吨，同比增长12%，出口总值4 . 4亿美元，增长29%，
货物和总值分别占山东省47 . 5%和39 . 4%，稳居山东省
对非出口散杂货贸易口岸首位。

近年来，随着中非贸易的深入发展，非洲国家对
产于中国的水泥、建材、机械、车辆等产品的需求越
来越旺盛，中非杂货班轮航线也得到迅猛发展，随之
带来的是对海关监管服务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主动
适应中非杂货班轮航线快速发展要求，龙口海关采取
多种举措优化监管与服务，针对班轮航线以水泥、工
程机械、钢材等大宗散货出口为主的特点，制定对外
承包工程项下出口商品监管措施及关港联系配合机
制，并结合企业运抵报关、货物装船出口时间较紧的
实际，实行24小时预约通关、“5+2”业务加值班等
工作机制。

龙口港对非出口业务

持续增长

烟台泛美利华食品有限公司旗下的“问
天阁红极参养生会馆”自2012年8月初开业以
来，顾客盈门，好评如潮。

在启动全国加盟连锁招商加盟之际，
“问天阁”第43类服务商标持有人孙玉成代

表烟台泛美利华食品有限公司和他本人郑重
向社会承诺：

1、“问天阁”商标源于中国航天事业，
吃水不忘打井人。中国国家航天局在其以后
的航天活动中，可无限期无条件无任何费用

在第43类服务项目中使用“问天阁”商标。
2、烟台泛美利华食品有限公司所属直营

“问天阁养生会馆”和运营加盟“问天阁养
生会馆”所产生的利润，其中的50%通过各种
形式捐献给中国航天事业。

□郑书伟 李建 王美杰 报道
本报招远讯 11月21日，家住招远市辛

庄镇马连沟村的康作治从自己的新农保账户
里取出来300元钱，给家里添置了油、面等生
活用品。今年66岁的康作治现在每月可以领
193 . 8元，加上老伴，两个人每月有近400元入
账。

康作治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俺从92年开始入村里组织的养老保险，一
年交118块钱，后来变成了新农保，一年交500
块钱，从60岁开始领钱了，每年村里还给补
贴600块，一年下来俺老两口有将近六千块钱
呢，自己花钱方便，还给孩子减轻负担。”
康作治的儿子一家三口在招远市里工作，老
两口不愿意给儿子增加负担，平时很少伸手

向儿子要钱。
和康作治不同，家住金岭镇大河头村的

王永高今年58岁，要等到后年满60周岁才能
领到自己的养老保险金。“俺一年交500块
钱，市里还另给补助30块。”王永高的妻子
刘华敏20年前因为车祸落下残疾，每年只需
要交100元，市里给130元的补贴，镇上还另补
50元，100元的参保费就变成了280元。

“村里参保的人多吗？”记者问道。
“都参保了！俺村里老年人多，现在有将近
300人开始领钱了，大伙儿见面都互相问‘你
投多少’。”王永高计划把参保的金额再提
高一百，“多投多领，比存银行合适。”

作为首批国家新农保试点县市，招远早
在2006年就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对参保农民给

予财政补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
年又借首批国家新型农保制度试点县市之
机，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补充完善和
有机衔接，形成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
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模式，2011年正式启动
实施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我市目前参保人数达到29万余人，参
保率达到99%以上，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城镇职
工、城镇居民、农民三个层面在内的城乡养
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现在全市21 . 9万农村群众
都纳入到了养老保障体系中，年满60周岁以
上农村老人全部由财政发放基础养老金，9 . 7
万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都有了基本生活保
障。”招远市农村社会保险事业处主任潘广
利介绍说。

在潘广利看来，新农保在招远的广泛迅
速铺开，得益于市镇村三级互补的补贴、补
助制度。据了解，招远市财政对参保城乡居
民给予每人每年30元的财政补贴，对参保残
疾人视残疾程度再给予每年50-100元的财政补
贴，开发区、阜山等4个有条件的镇(区)等对
参保城乡居民给予镇级财政补贴，130个村(居
委会)对参保城乡居民给予集体补助。自2009
年以来，市镇村三级共为参保人员支付补贴
补助5633 . 8万元。

2009年以来，招远市共累计发放基础养
老金2 . 35亿元，发放率达到100%，去年12月，
招远被评为山东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管
理示范单位。

“参保防老”在招远渐成风气
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达99%以上

隔姜建彬 肖志君

曲旭光 报道

莱州市柞村镇姜家完小学学生在

上根雕实践课。该校将根雕艺术纳入

综合实践课程，利用山区资源，引导

学生就地取材制作根雕。学校还设立

“根雕展览室”，摆放了学生的300

多件根雕作品，根雕教育课程已成为

该校综合实践活动的特色品牌。

根雕实践

进课堂

□景河 丽丽 翔宇 报道
本报栖霞讯 入秋以后，栖霞市法院根据农村进

入农忙季节的特点，及时改变工作部署，采取四项措
施，便利群众诉讼。截至目前，该院深入农村巡回办
案21件，化解涉农纠纷30件，解答群众法律咨询40余
次。

栖霞市法院选派审判骨干组成巡回审判庭，充分
利用车载民生法庭的便利优势，到偏远农村、当事人
住所地进行巡回审判，将车载民生法庭开到农户家
中、田间地头。驻民生工作室的法官加强与驻地调解
员的联系，只要村干部或群众打电话要求法庭法官到
场司法服务的，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

同时，栖霞市法院坚持对涉农案件实行优先立
案，在调解和开庭时间的安排上，一般先征求当事人
的意见，尽量满足当事人对时间安排上的要求，避开
劳作时间。

栖霞法院深入农村

巡回办案

□张玥 张继毅 隋翔宇 报道
本报莱州讯 今年来，土山边防派出所积极开展

“社区六进”活动，建立海沧警务室，积极开展安全
检查，排查被盗车辆；排查并化解矛盾纠纷58起；广
泛开展安全、消防、法制宣传，截至目前，发放宣传
材料1500余份。

据悉，莱州土山边防派出所按照“蓝、黄经济
区”和深化“平安山东”建设的总体要求，创新社区
警务，全面开展消防管理进社区、车辆管理进社区、
危爆物品管理进社区、境外人员管理进社区、网络安
全管理进社区、物业管理进社区等“社区六进”工
作，推动各项公共管理服务和民生警务工作向农村社
区延伸，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该所也连续
4年被莱州市公安局、土山政府评为先进单位，并被
共青团莱州市委评为“青年文明号”。

土山边防开展

“社区六进”活动

□郑书伟 李建 赵媛 报道
本报招远讯 近年来，招远市夏甸镇臧家村通过

大力发展草莓种植，实现了从“韭菜村”到“草莓
村”、从每亩收入四五千到两三万的巨大转变。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臧守建介绍，目前，村里已经
发展优质大棚300多个，占地500多亩，草莓销往东
北、北京、青岛等地，把草莓做成了产业。“我们村
现在一共有180多户，其中将近130户在种植草莓。”
臧守建介绍，“从前村里家家户户都种韭菜，是名副
其实的‘韭菜村’，比起一般的农作物来说，韭菜的
经济效益算是可以的了，每亩能收入四五千元。但是
韭菜要自产自销，如果卖不了只能自己留着了。”

1999年，臧守建将从外地学来的种植经验带回村
里，搞起了大棚草莓种植。起初村里人很不理解，因
为村里长年种韭菜，技术成熟，也已经小有名气了。
但臧守建认为，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生
活品质也越来越注重，反季节水果的需求量肯定会逐
渐增大，如果发展成规模，肯定能带领全村人走上更
快的致富道路。

目前，村里的草莓基地已通过了国家无公害农产
品产地认证，并成功注册了臧家草莓商标。臧守建表
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客户跟订单，现在的种植规模已
经远远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下一步还要在原有的基
础上继续扩大，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带领更多的乡
亲走上致富的道路。

“草莓村”

走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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