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吴洪斌 隋翔宇
本报通讯员 王 彤 宋 磊

转型，当下龙口港的关键词。
已有百年历史的龙口港，既是距离黄

河三角洲最近的10万吨级以上船舶出海
口，又是中国最大的对非散杂货出口贸易
口岸，依靠独特的区位优势，中非杂货班
轮、铝矾土、石油焦、朝鲜煤炭四个货种
的市场占有率长期居国内首位。滚滚的货
源带来的是滚滚的财富，2013年汽车零部
件、港口及临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到龙
口全市规模经济总量的40%，“龙口经济
能在全省县域排名前列，港口是一大优
势。”9月5日，龙口市发改局副局长单成
学说。

“区位是优势，但也不能当成铁饭
碗。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传统港口点对

点的竞争已逐渐转变为以港口为核心的物
流链的竞争。港口要巩固发展优势，必须
着眼于全国乃至世界，更大范围内整合港
航资源，转型升级发展。”龙口港集团总
经理张海军告诉记者。

随着思路的调整，龙口港转型框架逐
渐拉开。依港设立的龙口现代海洋运输物
流业特色产业园去年成立之后，入选山东
省首批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特色产业园名
单，构筑起海上、陆路、保税、分销四大
临港物流体系，体量庞大的二产工业产品
通过这个体系走向了全国、全世界。目前
港区规模以上物流企业已经发展到10家，
年主营业务收入过亿元的7家。

“从产业大类上划分，依托龙口港发
展起来的现代物流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
它们虽然属于服务业，但也与工业发展密
切相关，很多人称之为‘2 . 5’产业。”

单成学称，由于工业实力雄厚，龙口市县
域经济长期在省内位居前列。但这同时也
带来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2013年
该市三次产业比例为3 . 6:60 . 6:35 . 8，服务业
占比分别低于全国、全省、烟台市10 . 3、
5 . 4、1 . 9个百分点。

“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看，一方面工
业占比过高，尤其是工业重化程度较高确
实给全市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一定压力，但
另一方面，工业经济的雄厚基础，为工业
设计、研发设计、分销物流等生产性服务
业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发展带来先天机
遇，只要调整好思路，完全可以借势升
级。”龙口市经信局副局长荆志说。

8月初出台的《龙口市关于转型升级
推动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实施方案》中已
经体现出“大力发展三产”的决心，“以
服务业跨越引领转型，坚持生产性服务业

和生活性服务业并举，探索工业企业转型
发展服务业、二三产剥离和总部经济发展
等好的做法，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增强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活力。”根据龙口市的规
划，年内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3 . 7%，
营业收入过亿元的服务业企业达到45户以
上，全年服务业投入达到280亿元以上。

“龙口的转型升级围绕着体量巨大的
二产做文章，一是由二产向三产转，二是
倒逼二产向高端、产业链上游转。”龙口
市委常委、开发区管委副书记刘海彬说，
实际上，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界限
很模糊，园区内的很多企业都是通过发展
生产服务带动工业升级，原来单纯粗放型
的工业已经很少见。

除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龙口同样
注重提升再造二产。前不久举办的第十届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上，(下转第二版)

作为综合实力山东第一的县级市，立足高位起步的后发优势，瞄准全面领先的新高度

服务业成龙口转型升级新引擎

□ 孙秀岭

会所歪风解决得怎么样？清理出的办公用房去哪儿了？乱收费乱
罚款乱摊派是否有改观？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陆续进入整改落实、建
章立制环节，这是活动出成果、见实效的关键所在，各单位要切实兑
现承诺，把整改清单和成绩单向群众晒一晒。

检查材料写了，民主生活会开了，整改承诺作了，有的同志以为
主要动作进行得差不多了，就产生歇歇脚的思想和松口气的情绪，只
想着活动结束时写总结、搞材料了。晒晒整改成绩单，就要回头看一
看，回应征求到的群众意见，回应查摆的突出问题，通过报纸广电等
媒体，原汁原味地向群众公布。这种“晒”，不仅是把整改内容、时
限、过程和效果“曝光”，更是活动单位和责任人的压力，避免“中
途掉了链子”，让之前的努力打水漂。

晒晒整改成绩单，重在接受群众监督，群众不满意的决不放过。
第二批活动在群众家门口开展，一举一动都在群众的视野之中，不良
作风改得怎么样，群众看得最清楚。群众最反感“干打雷不下雨”的
假把式，最厌恶“只有唱功没有做功”的空头承诺。材料写得头头是
道，方案做得详尽周全，对群众反映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却视而不见，
“只说不做、停在面上、深不下去”，就是不讲诚信，就会失信于
民。

“晒”是责任，更是担当。领导干部要带好头，一把手要当好
“第一责任人”，对正在整改的要严格标准，对有问题不整改、大问
题小整改、边整改边反弹的，要约谈提醒、批评指出、督促问责，不
留整改“死角”，确保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以整改实效取信于民。

晒晒整改成绩单

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评选揭晓

我省再获组织工作奖
全部6个评奖门类

均有作品入选“优秀作品奖”

本报讯 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9月
13日在北京召开，本届“五个一工程”评选结果同时揭晓。我省在本
届评选中再获佳绩，连续七届获得“组织工作奖”，在全部6个评奖
门类中我省都有作品入选“优秀作品奖”，分别是：电影《世界屋脊
的歌声》，电视剧《父母爱情》，戏剧《红高粱》，广播剧《中国船
长》，歌曲《北京时间》，图书《国家记忆》。

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的评选，是对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文艺工作成效的一次重要检阅。我省在本届评选中取得佳
绩，集中反映了近年来山东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新成就，体现了我省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态势。

根据中宣部的统一部署要求，从9月中旬开始至10月中旬，我省
将在全省范围开展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展
演展映展播展示活动，为新中国成立65周年营造团结奋进、昂扬向
上、欢乐喜庆的浓厚氛围。

舞剧《红高粱》剧照。（CFP供图）

“民心”工程育人亦育己
——— “乡村儒学现象”采访手记之三

莒南34个“硬茬”村吃上安全水

用硬作风啃“硬骨头”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董 磊 陈德溪 报道
本报莒南讯 8月26日，一走进道口镇兰墩官庄村村民李加玉家

中，记者就听到自来水声和老人爽朗的笑声。“一心想吃安全水，
今年3月总算吃上了，真甜！”喝惯了碱性十足又略带腥味的井水，
自来水在李加玉嘴里成了泉水。

兰墩官庄村家家户户都养猪，随意排放的粪便六七年前就污染
了地下水，喝上安全干净的自来水成了村民最大的期待。可周边村
子一个一个通了自来水，兰墩官庄成了道口镇唯一没有自来水的村
子，这让村民们“很受伤”。莒南县水利局局长陈淑田告诉记者，
这个村曾五六年没有村党支部书记，班子涣散，很难组织村民搞自
来水工程。但他也“自我检讨”：关键还是没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
己的事儿，在哪个村搞自来水都行，何必碰这个“硬茬”。

“解决老百姓心头事儿，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应有之义。只有通
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才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干部作风的转变。”
莒南县委书记陈一兵说，去年县里梳理1万多件群众诉求，确定10件
民生实事，当作教育实践活动的载体和抓手，贯穿教育活动始终。

解决农村吃水问题被列为10件民生实事之一，陈淑田这次不再回
避。他多次找到当地镇政府沟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兰墩官庄村
新一任党支部书记。有了带头人，村子10多万元的工程费，村民们仅
用3天就集齐了。仅用了20天，自来水就流到了百姓家中。陈淑田回
头想想，啃下这块硬骨头没那么难，关键在于是不是愿意扑下身
子，真正带着感情去办事儿。

截至目前，莒南县51个未通自来水的村庄中已有34个通上自来
水，解决了3 . 04万名群众吃水难题。明年上半年，剩下17个村庄的自
来水工程也将完工。

莒南还通过开新闻发布会、代表委员视察评议、社情民意调查
等手段，督促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莒南确定的624项整改事项已完成
整改462项，县级班子确定的42项县级专项整治任务已完成12项。

阿里路演进程过半

创美股最大IPO无悬念
阿里巴巴或将提前结束认购，

最高融资将达243亿美元……

□通讯员 叶 文 顾 谦
记 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4日讯 从昨夜开
始，除半岛东部、日照外，全省大部
地区迎来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随着
降雨的到来，气温下降明显，全省最
高气温已降至21℃-22℃。

据统计，从1 3日2 0点到1 4日2 1
点，全省平均降水量7 . 9毫米，123个
县监测站中107个出现降水。尽管降雨
范围不小，但随着秋天到来，雨下得
分外细腻，此次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
站仅有1个，大部地区都是绵绵细雨。

这次降雨过程将持续至1 5日上
午，经过短暂停歇，预计16日全省又
将迎来新的降雨。

从天气形势分析，全省9月中旬秋
雨连绵，降水天气多达4次，但雨量都
不大。降雨天气对净化空气、缓解部
分地区的旱情十分有利，但对农作物
有不利的影响。全省最高气温近几日
将维持在21℃-22℃。

秋雨淅沥
凉意渐浓

9月中旬有4次降水

利于缓解旱情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这是一场真正的田野调查与实践，试
验田是乡土中国的人心。

12名学者联合社会力量组成义工群
体，走进山东农村，与农民面对面，传播
儒学，教化人心。在简朴的课堂上，学者
的金声玉振与村庄的乡土人情碰撞，发生
了微妙的“化学反应”。

一年多之后的今天，乡村收获着人心
之变，学者们亦有所获。这种收获不仅仅
是试验“成果”，更多来自个人价值的实
现。

没有科研立项

只有使命感传递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赵法生是一
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投身儒学研究
之前，他曾担任青岛海底世界总经理。从
商界跨越到学界，落脚于儒学这门“有关
人心的学问”，他表现出独特的行动力。

2012年，赵法生担任尼山圣源书院秘
书长时，有了个大胆的构想：中国农村传
统伦理崩塌，儒学要走出游魂化的困境，
有没有可能从它的发源地再出发，为乡村

文明的重建和儒学的灵根再植闯出一条新
路呢？

“我们通过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教化，
志在重建乡村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我们
将这一理念变成定期化的课程，每半月开
课一次，以课程为基础建立一套儒家教化
体系，将理念变成农民的生活方式。”赵
法生说。

没有科研立项，没有开班仪式，乡村
儒学行动在离书院最近的北东野村开始
了。每隔一周，学者们从北京、济南、曲
阜等地辗转到泗水县圣水峪镇的村庄，时
间和精力的付出改变了生活原有的节奏。
他们逐渐凝聚成一支团队。

2014年夏，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张
颖欣收到山东大学教授颜炳罡发来的一条
长长的短信，末尾写道：“农村的老人没
有退休金，子女是唯一希望，是全部寄
托。”看到最后两句时，张颖欣忍不住流
泪了。颜炳罡是乡村儒学行动的发起人之
一，他认为学者以知识服务百姓，是知识
分子的天职。这种使命感极大地感染着张
颖欣。

通过乡村儒学行动，张颖欣近距离接
触农村，认识到农村生活的真实现状。她
在圣水峪镇椿树沟村讲课，有时来的村民
太多，只能搬到操场上讲。与在大学校园
上思想政治课不同，在村里讲传统的孝道
故事，能够影响乃至改变年轻人对父母的
态度，直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境况。这成
为她坚持往乡下跑的深层动力。

从家风到村风

变化在一言一行

8月12日，泗水县圣水峪镇官庄村活
动中心坐满了人。7岁的陈子浩和小伙伴
们一起站到讲台的位置，面对村民学背
《弟子规》。虽然内容他还背不全，但嘴
巴起劲地跟着一张一合。孩子们的认真感
染着到场的村民。

乡村儒学行动从孝道入手，从村民的
需求出发，把温暖的传统价值观浇灌回人
心。

北东野村71岁的村民庞兴昌说，“学
习孔夫子管用了”。他有两个孩子，以前
在家里动不动就闹腾，“养儿防老”变成
了“养儿啃老”。一年多的乡村儒学行
动，改变了村风，村民中谁要是不孝顺老
人，在课堂上就抬不起头来。今年种花生
时，孩子主动跑来给老人帮忙；以前只有
来客人才叫老人去喝酒，现在平常的日子
也喊着来家吃饺子。

“乡村儒学建设的效果出乎我们意
料。半年下来，村民开始品尝出儒学的味
道，一年之后，家风和村风都发生了显著
变化。”赵法生说。

在官庄村，村主任汤金金对此感受最
深。一年多前，村里建起了垃圾池，街上
摆了垃圾桶，但生活垃圾仍然随处可见。
今年4月，官庄村开设乡村儒学课堂，
《弟子规》中讲“事虽小，勿擅为”，乱

扔垃圾就是不该做的小事。这个夏天，官
庄村的街道明显干净了。不仅如此，村里
修了一条四公里的路，占了几个村民的地
边儿，虽然有些村民并不是很情愿，但是
没有人闹事，没有人骂街，有一家还主动
把庄稼拔了。

小到家风，大到村风，乡村儒学行动
所构建的“民心”工程，功用体现在村民
的一言一行中。村民张口而来的话语时常
让学者们惊喜。一次，有人提议年底对好
媳妇进行表彰，一位村民马上接口说：
“对，《弟子规》上说得好：道人善即是
善。”一位学习小组组长看到有人在练毛
笔字，顺口就说“你是‘有余力，则学
文’”。

北东野村村主任庞德海说，我原本以
为农民天生四六不分，是教育不好的，现
在看不是这样。汤金金也说，看来没有天
生的坏人，关键在于环境和教育。言行变
了，风气变了，是因为心理变了。这正是
儒学教化的力量。

“从一个学者的角度，乡村儒学行动
让我重新认识儒学的价值，重新审视儒学
的功能。这是书本上求不来的收获。”赵
法生说。

圣水峪镇已经开设了六个讲堂，辐射
到该镇一半以上的村庄。每到开讲时，村
民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有拄着双拐的，
有眼睛失明让人领着路的，那种扶老携幼
的情景令学者们感动，农民心中沉寂已久
的力量被唤醒了。 (下转第二版)

□ 责任编辑 张鸣雁 廉卫东

□大众报业记者 周青先 报道
9月14日，济南市气温降到18℃，一个小孩伸手接雨感受秋意。

3 今日关注

培训中心追踪：

奢华消费仍在持续
一桌至少上千元，部分奢华培

训中心整顿后仍“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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