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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李明 郭瑞

东营市着眼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注重典型示范引导，突出弱势群体
帮扶救助，不断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对青少
年健康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孩子有了专属营养厨房

“我们食堂的饭菜每天都不重样儿，今天
是莴笋鸡蛋、土豆炖排骨、蘑菇汤，很香。”5
月23日中午，广饶县大码头镇西刘桥实验中学
八年级学生司凌云对学校“春苗营养厨房”提
供的饭菜赞不绝口。

“学校一般都会提前公布下周食谱，保证
荤素、热量、营养搭配均衡，严格落实上级规
定，给学生安排每餐的饭食。”大码头镇教委
主任燕沼东告诉记者，为了对食堂经营管理情
况进行有效监督监管，学校还成立了由学生、
家长、教师代表组成的食堂膳食委员会，以便
充分保证学生吃得营养、吃得放心。

东营市“春苗营养厨房”项目借鉴国家在
西部地区的经验，由政府作为主要投资主体，
市县两级关工委组织协调，是一项全面改善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厨房条件的民生工程。
“东营市的‘春苗营养厨房’项目是全国‘春
苗营养计划’项目在东部地区的有益探索和创
新。”东营市关工委主任于树健说。

据了解，“春苗营养厨房”项目启动实施

以来，根据实际情况，将全市51所农村学校的
营养厨房项目分三批实施，目前试点工作已全
面完成，全市51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配备
了厨房设备，为学生营养改善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受到了学校师生、家长、社会各界的普遍
欢迎，社会反响良好。

截至目前，“春苗营养厨房”项目由市政
府投资430万元，中国关工委出资93万元，为东
营51所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配备厨具2300余
件（套），惠及师生4 . 2万人，实现了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的全覆盖。该项目还辐射带动各
级财政、社会资金共2000余万元投入教育基础
设施改造。为做好管理服务，东营市举办了
“春苗营养计划”项目食堂管理员培训班，进
行专业知识和使用培训。

让“失足”少年回归正途

5月23日，王忠民（化名）来到东营市未成
年人管护教育基地接涉罪的未成年儿子王强
（化名）回家。因为一时冲动，王强在和朋友
发生冲突后捅伤他人，因未满18周岁，取保候
审后的王强被家人送到了管护教育基地。

“王强5月10日来到基地，如今已经有两个
星期了，这一段时间里，孩子的变化很大。”
王忠民告诉记者，以前家里人都惯着孩子，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如今孩子从管护教育基地
回家后竟学会了做饭。

很多未成年人犯罪是一时冲动造成的，为

给他们提供学习辅导、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等
帮助，2013年6月，东营市东营区检察院联合东
营区团委，依托当地企业，率先在全省探索建
立未成年人管护教育基地，为无法提供保证人
或保证金的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合适保证人，将
取保候审的涉罪流动未成年人安置在基地，在
诉讼过程中对其进行管护和教育，以期使涉罪
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

东营区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检察科科长徐
丽丽介绍，在未成年人管护教育基地里，志愿
者会定期与涉罪未成年人进行交流或者文化辅
导，辅导老师每周也会与未成年人进行2—3次
谈话，随时关注他们的心理变化并对其及时疏
导。在案件最终审结之前，管护教育基地结合
入驻对象的书面总结、保证人的考察日志等综
合材料作出书面评定，检察机关或者法院在结
案处理时综合案件事实和管护教育基地出具的
评定意见，依法对其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
定、判处合适的刑罚等刑事处理。

截至目前，东营市未成年人管护教育基地
已经完成对12名未成年人的管护教育工作。
“下一步管护基地将进一步扩大范围，为‘失
足’的未成年人提供更全面科学的管护。”徐
丽丽说。

“五老”志愿者关爱下一代

5月25日，在位于垦利县永安镇的一邦农业
公司的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区内，30名实验小

学的孩子正在水田里认真插秧。他们不时用小
手擦一擦额头的汗水，活儿也干得有模有样。

“现在正是水稻插秧的时节，让学生走出
课堂，下到水田学习插秧，实实在在地感受种
地的艰辛。”东营市关心下一代“五老”志愿
者协会副会长王春爱说。

这次活动是“六一”儿童节前夕，东营市
关心下一代“五老”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的一
系列活动中的一项。该协会成立于去年9月份，
是由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
范组成，以关心、教育、培养青少年健康成长
为目的的非盈利社会组织。

协会成立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致力于关心
下一代成长的活动。针对农村留守流动儿童问
题，启动了“留守儿童关爱工程”，为留守儿
童建立了档案，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关爱网络
制度；针对学生放学与家长下班时间冲突问
题，协会开办了“四点半”学校，组织“五
老”志愿者接孩子放学，为孩子护学，并集中
辅导孩子作业。“此外，协会还组建了‘夕阳
红’网吧巡查服务队，对在网吧上网的未成年
人进行劝阻教育和社会监督。”王春爱介绍。

“儿童节期间，协会还将组织志愿者慰问
残疾儿童及留守儿童，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快乐
的节日。”东营市“五老”志愿者协会会长张
秀香表示，在下一步工作中，协会将组织公益
宣讲，并与有关部门、民间团体、公益志愿者
组织等加强联系，共同打造下一代健康成长的
优良环境。

农村学生吃上营养餐 “五老”协会志愿服务忙

政府民间合力关爱下一代

□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樊京龙 苏 倩

先后获评“山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山东省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山
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村村唱戏村村
舞”品牌活动荣获全国第十六届“群星奖”，
被十艺节组委会荣记集体二等功……有着丰富
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又面临着实施黄蓝两大
国家战略机遇的垦利，依托发展文化旅游得天
独厚的条件和优势，抓住乡村文化发展点深入
挖潜，实现了文化产业的大突破、大发展、大
繁荣。

品牌活动引领文化发展

“我最喜欢的是那句‘千里去烧香，不如
在家敬爹娘’，说得可在理了。”5月22日，在
垦利县永安镇八大组文化广场上，八大组庄户
剧团自编自演的小品《好婆婆坏媳妇》，赢得
了观众的阵阵叫好声，剧中故事也成为了人们
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许多剧中语言成了永安镇十里八村乡亲们
的口头禅，敬老爱老也蔚然成风。垦利县永安
镇宣传委员苟云鹏告诉记者，像这样的庄户剧
团在永安镇还有很多，80%以上的群众参与到
了活动中，每年在全镇49个行政村演出多达200
场。

“根据群众的需求，垦利县开展了‘村村
唱戏村村舞’，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
式，引导群众向‘四德’聚拢，让美德在人民
群众中受到更多关注。”垦利县委宣传部副部

长、文体广新局局长董强介绍，按照‘一镇一
品、培育特色、提升水平’的要求，针对庄户
剧团等农村文艺表演队伍，垦利县2013年开展
了300余场次的培训，辅助编排60余个精品节
目，如今全县累计已辅导文艺骨干1万余人次。

垦利县在城区还开展“文化进社区，幸福
千万家”活动，对10个居委会的文化活动进行
了科学策划，培育多个特色文化社区，与社区
管委会、各居委会联合举办文艺晚会、专场演
出20余场，并且组建了由100名文化义工组成的
“舞动红扇”文化义工队伍。

通过开展“村村唱戏村村舞”和“文化进
社区，幸福千万家”活动，垦利县不仅形成了
两个品牌活动引领城乡文化发展的格局，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也提升了群众的精神文明状
态。2013年，垦利县先后评选出了9户“文明信
用户”、56户“星级文明户”、10个“好邻
居”、14对“好媳妇好婆婆”、11对“好夫
妻”等道德模范先进。

在东营市的各类评选中，垦利县涌现出王
爱芹、杨忠峰等市道德模范、十佳美德少年刘
畅以及“十佳文明示范窗口”垦利县行政审批
大厅等一系列争优创先的单位和个人。

文艺精品层出不穷

日前，在垦利县兴隆街道渔洼村文化大院
的演出室里，庄户剧团演员郝玉香正在排练吕
剧选段《借灯光》，台下围坐着的30余位观众
听得津津有味。70多岁的单连英大娘乐呵呵地
说，“不光看，俺们也参与呢，俺们剧团每年
都出新节目，所有想要表演的老人都能过把演

员瘾。”
“为了让村民愿意来，来了能看得尽兴，

我们不光在节目的内容和形式上丰富多彩，而
且环境也尽量做到舒适怡人。”渔洼村党支部
书记王景元介绍，演出室的灯光、音响去年都
换了新的，还装上了空调，村民们夏天都愿意
来文化大院纳凉。今年兴隆街道投入40余万
元，新建了一间30多平方米的排练室，村民们
活动的空间更大了，参与创作的积极性也更高
了。

“近年来，垦利县突出精品工程创建，文
化艺术的活力日渐凸显，群众文艺创作的积极
性也在逐步提高。”垦利县文化馆馆长张静介
绍。为给群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公共文化交流创
作环境，垦利县文化馆开设了35项公共文化免
费培训项目，聘请了29位高级教师，在册学员
达到3200余人，并设立了专门的青少年班次，
满足了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多种文化需求。

在多渠道的促进和支持下，垦利县文明新
风文艺创作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先后创作编
排了《大爱无声》、《乡村夜曲》等精品吕
剧，《乡村夜曲》参加全国第五届“小戏小品
大赛”获优秀推荐奖，小品《老牛的心结》获
全省小品大赛一等奖，吕剧《大爱无声》、歌
曲《担当》，被东营市委宣传部列为参加全省
精品工程评选的重点项目。

文化产业聚金生银

5月23日，在垦利街道永兴村的弘益家纺店
里，机杼声声伴随着6位妇女手织老粗布的身
影。“忙时种地，闲时织布，我们一年四季都

有收入。”店主韩爱英告诉记者。
韩爱英的粗布纺织手艺是村子里老人传下

来的手艺之一。“这种纯手工织的老粗布，冬
暖夏凉、透气性好，而且不卷边、抗静电。但
由于不够美观，所以起初市场并不好。”韩爱
英说，2007年，随着来垦利县旅游的游客不断
增加，她创新思路，让“黄河口老粗布”变得
五颜六色，而且增加了四件套、粗布睡衣、衬
衣等品种，新式老粗布弥补了它在外观上不
足，立刻引来了许多消费者。“现在几乎全国
各地都有俺织的布了，宁波、上海、内蒙古等
地客人都慕名来订购。”

“文化休闲旅游和民间工艺品生产经营等
文化产业，潜力发展点主要分布在乡村，将这
些潜力挖掘和发挥出来，有助于垦利县文化产
业获得长足进步。”垦利县文体广新局副局长
胥宝民说，垦利县逐步加大文化产业园区（基
地）建设力度，文化旅游休闲区建设成效显
著，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生长点。

垦利县立足“一核心两线三区”的旅游发
展格局，开展起了中国垦利黄河口文化旅游节
以及果蔬采摘、体育休闲、祭海祈福等多项文
化旅游节庆活动，接待游客数量逐年增加，带
动了民间工艺品的生产经营，黄河口老粗布、
虎头鞋等深受外地游客欢迎。

“黄河情韵”艺术团，根据不同的艺术形
式组建了黄河口风情舞蹈表演队、黄河口威风
锣鼓表演队、黄河口韵律女子乐坊等表演队，
从各方面体现黄河口风情、展现黄河口风采，
推动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2013垦利
文化产业经营单位增长至683家，年营业收入也
增加到了1 . 12亿元。

垦利累计辅导文艺骨干1万余人次，文化产业年营业收入增加至1 . 12亿元

村村唱戏村村舞 城乡劲吹“四德”风

□李明 杨振坤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记者从东营市林业局了解

到，截至5月中旬，该市生态林场建设工程和
沿黄生态绿化工程共完成新造林面积23431 . 9
亩，保育和修复湿地19220亩，新建和疏浚沟
渠120 . 3公里，新建桥涵闸40座，新修林区道
路32 . 5公里，修建台田5900亩，动用土石方
382 . 9万方，完成投资3 . 32亿元。

其中，生态林场建设工程新造林10786 . 9
亩，完成年度计划的67 . 84%；提升造林1 . 22万
亩，完成年度计划的117 . 3%；沿黄生态工程完
成新造林12645亩，完成年度计划的64 . 68%；
修复保育湿地 1 9 2 2 0亩，完成年度计划的
66 . 87%。两项重点工程均超额完成了上半年建
设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东营投资

逾3亿元造绿

□李明 马庆亮 报道
本报广饶讯 近日，山东省政府公布了

2014年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国家轮胎及橡胶
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饶橡胶轮胎分中心试
验场项目名列其中。

该项目由广饶赛亚轮胎检测有限公司投资
11 . 47亿元建设，建设年限为2014年4月至2016年
9月，项目包括11大类近30种测试道路。2014年
计划投资32000万元，完成轮胎湿滑性能测试、
水膜摄影测试、刹车性能测试、旋回性能测试
和高速环道等道路的路基施工工作。

该项目建成后可为本地区及省内，乃至全
国轮胎企业提供第三方研发、检测和认证服
务，大幅缩短产品研发周期，打破轮胎核心技
术瓶颈，本质上提高国内产品科技水平。同时
该项目将填补国内自主轮胎企业无室外轮胎试
验场的空白，成为国内首家开放性公共第三方
轮胎室外研发检测服务平台，年可实现销售收
入11500万元，利税1100万元。

□刘智峰 李振明 报道

近日，东营区广利港边防派出所武警

在小天使幼儿园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

环保课。他们通过讲环保故事、唱环保儿

歌、发环保购物袋等形式，教育孩子树立

环保意识，争当环保小卫士。

广饶建设

国内首家轮胎试验场

□李广寅 张荣花 报道
本报东营讯 5月8日，东营职业学院大学

生创业孵化基地被认定为首批省级青年创业孵
化基地，团省委将为首批认定的省级青年创业
项目提供贷款贴息支持，扶持青年创业发展和
青年创业孵化基地的建设。

东营职业学院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建成于
2011年7月，是集创业指导、创业孵化、创业
研究、创业培训、成果交易等于一体的开放
型、服务型基地和创业孵化平台。目前，该孵
化基地已有20余个大学生创业项目孵化成功，
入驻东营软件园、生态谷等创业园区，实现了
从校园孵化到社会孵化的成功对接。2013年，
孵化基地内的40余个大学生创业项目营业额达
到了600余万元。

东营职院入选
省级青年创孵基地

□李广寅 荆栋山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山东作家黄河口创作基地揭

牌仪式近日在河口区孤岛镇举行。揭牌仪式
上，省作协创联部与孤岛镇签定了《联合建立
山东作家黄河口创作基地协议书》。

山东作家黄河口创作基地的建立将进一步
引导作家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提高作家文学
修养和创作水平，以文学的形式展现黄河口经
济文化生态建设的新风貌、新成果，推动经济
文化生态新发展。同时，创作基地将挖掘东营
丰富的生态文化、军垦文化、石油文化、黄河
文化等资源，助力东营打造全国最具创作力的
文化基地。

山东作家黄河口
创作基地揭牌

□燕春雷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东营市住建委城建档案馆近

日发布了《东营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这意味着该市已基本完成中心城区
地下管网普查，中心城区地下管网综合信息管
理系统即将建成。

据东营市地下管线普查和信息化建设项目
部工作人员介绍，经过探测单位141个作业小
组，近300名工作人员进行连续6个月的野外物
探、测量及编绘，目前已经完成中心城区普查
范围内供水、供电、排水、燃气等30多种地下
管线工程的探测任务，探测管线总长度达9400
多公里。目前，这些数据正在和范围内供水、
供电等管线权属单位进行对接，最终将依托这
些数据建立地下管线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据介绍，中心城地下管线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建成后，将彻底改变以往东营地下管线信息
底数不清和管线施工混乱的状况。同时，东营
市还将建立地下管线的动态维护机制，出台城
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平台信息将同各权属单
位共享，各单位地下管线施工开工前，要提出
申请，获批后方可开工建设，从而有效规避不
同管线权属单位不同管线施工造成城市道路
“拉链”问题，为东营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
据。

中心城区打造

地下管线信管系统

□ 责任编辑 李 强

□李明 李天越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海事处抽调执法

力量组织开展集中船舶安全检查行动，2天的
时间共检查船舶33艘，查处各类缺陷323项，
依法滞留不适航船舶3艘。

据东营海事处执法人员介绍，5月份以
来，东营海域油田生产开发、港口建设等水上
作业活动逐渐进入高峰期，船舶进出港艘次显
著增多。此次船舶集中安全检查行动旨在及时
查纠船舶安全隐患，督促船公司和船员加强船
舶的维护保养，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助力“平
安海区”建设。

东营海事处开展

船舶集中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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