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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刘田

农业综合开发：

“划出棋盘落棋子”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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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马景阳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苏 兵 韩文彬

资金不足束缚琉璃发展脚步

曾经鼎盛的琉璃业培养了大批琉璃艺人和商人，形成了独
特的文化，一度代表了江北琉璃的最高技艺水平。博山琉璃不
乏精品，但其生产多拘泥于小作坊式的加工，艺人们自己做自
己卖，交流圈子很小。资金不足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难题之
一。

“作品想要‘走出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办展览。但办
一次展览平均花费30万元，我们公司每月都要办一次，加上其
他广告等支出，一年下来要投入几百万元，而这些都要企业自
己出。”焦新告诉记者，虽然这方面政府有所支持，但仍然杯
水车薪。

把琉璃做成博山的城市名片，仅靠企业“单打独斗”是不
够的，更要靠有公信力的政府推动。焦新谈及今年去深圳参观
的经历，“深圳市福田区为琉璃企业免费提供孵化中心，在办
活动、用地等方面也有优惠。”他非常羡慕。

好在近年来，博山区把琉璃产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逐渐
加大了支持力度，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先后建成了博山艺术博
物馆、山东博山陶琉艺术研究院、博山爱美琉璃展厅、博山陶
瓷琉璃艺术中心等，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琉璃身世之迷》、
《手艺——— 琉光璃彩》等十余部专题片。“世界琉璃在中国·中
国琉璃在博山”、“博山琉璃·明清官窑”地域文化品牌在全国
越叫越响。

亟需企业宣传推介

“要这玻璃蛋子干啥，死沉死沉的。”记者曾在博山琉璃
园店铺里听到一位顾客这样形容琉璃花球。焦新也告诉记者，
在广交会上琉璃竟然论斤卖，艺术品沦落至此令人揪心。外界
对琉璃的艺术价值认可度仍不高，推介琉璃艺术需要有完善的
运作模式。

“大师与企业签合同，企业负责办展览、打广告、搞宣
传，通过运作，从售卖产品到艺术收藏，让琉璃从一般工艺品
向高端文化创意产品转变。一件作品可从几千元卖到几万甚至
几十万元。”焦新说。

“但部分大师看重眼前利益，不愿费时费力费钱地搞宣
传，将作品贱卖。还有的更是不守规则，作品价格一上去就把
企业踢开。”焦新既惋惜又生气。

为此，焦新也在不断完善并拓宽企业与琉璃艺人的合作之
路。今年，人立公司建成的人立大厦开始招商引资，陶琉烧制
实验室是人立大厦最受瞩目的部分。“在这里，琉璃艺人们将
进行现场制作，人们可以亲眼看到一件件琉璃艺术品是如何浴
火诞生的，从而更易于认可其价值。”焦新介绍说。

他还说，该项目还将吸引大师们入驻创作，有利于整合智
力资源，打破艺人们小作坊的单干模式，使大师们抱团发展，
相互交流、切磋，激发文化创意，产生集聚效益。

据悉，人立大厦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包括文化交易市场、
大师艺术馆、陶琉主题餐厅等，致力于汇聚淄博最具活力的文化
娱乐元素，打造创意文化、休闲行业超值体验典范，为游客提供
吃、住、游、购物、体验一条龙服务，预计明年投入使用。

创新力是最强推动力

博山琉璃以传统手工艺见长，热成型、灯工、内画等艺术
门类齐全，这为琉璃艺术品创作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不能老是白菜、蝈蝈，必须有创意、有创新，才能使琉
璃艺人实现从“匠人”到“大师”的转型，进而实现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的转变。”焦新反复强调，创新是博山琉璃“走出
去”的最强推动力。

在人立琉璃艺术馆内，记者看到今年的琉璃文化艺术节参
展作品有的传统朴实、有的现代前卫，风格多变。一个名为
“蓝调”的琉璃摆件以其充满抽象艺术感的设计吸引了大批参
观者，其中也不乏外国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关东海说：“艺术创作必须把思路
打开，不能固步自封。大师们需要‘走出去’，新创意需要‘引进
来’，我们需要更多更广阔的平台来增进交流，开阔思路。”

人才培养、技艺传承也是提升创新力的重中之重。9月26
日，中国（博山）首届琉璃艺术大师拜师收徒仪式在博山炉神
庙举行，“中国石榴王(琉璃)”王乃宝、“中国孙氏琉璃鸡油
黄”孙即杰两位大师现场收徒，并寄语徒弟，在传承传统琉璃
技艺的同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使琉璃艺术香火永续。

记者了解到，博山区已拥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5人、玻璃
艺术大师9人、内画大师7人，省级各类艺术大师近百人。但这
些大师平均年龄有五六十岁，年纪最大的已是耄耋老人。

“工作辛苦、收入少，35岁以下的从业者几乎没有了。如
何让更多年轻人加入琉璃创作队伍，是博山琉璃业面临的重大
问题。”焦新忧心忡忡地说。

资金不足 企业运作难 创新力待提升

传统琉璃业复兴路漫漫
9月26日，第三届中国（博山）琉

璃文化艺术节开幕。淄博人立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立公司）董事长
焦新介绍，与往届不同，今年的学院
派、国外展品比例提高，约占到一半
以上。 3 1件来自瑞典、法国、意大
利、捷克等7国的展品成为亮点，国际
化交流程度为历届琉璃节之最。

博山琉璃生产已有3000多年的历
史，工艺门类齐全，文化底蕴深厚，
是名副其实的“琉璃之乡”。而如今
的博山琉璃业不复往日光辉，面对资
金不足、企业运作难、创新力待提升
等问题，传统琉璃业复兴迫切需要
“走出去”，加大推介力度，同时实
现艺术上的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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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书记”做致富带头人

虽然上瓦泉村地处工业发达的淄博，但早些年村里没有工
业企业，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2007年，村民王金成当选上瓦
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摘掉“穷帽子”的千斤重担压
在了他的肩上。

就在王金成与村委成员艰难摸索脱贫致富路的时候，博山
区召开的一次村干部有机农业发展培训班，让他豁然开朗。他
意识到，仅依靠传统农业很难让群众尽快富裕起来，只有抢抓
整建制建设有机农产品生产区机遇，发展有机农业，才能真正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

那时，王金成用自家的挖掘机义务劳动，用了1个月，在春耕
前完成了有机项目区300亩新土更换，为村里节省花销六七万元。

然而，由于村民思想保守，对发展有机农业了解不足，最
初的动员工作并不顺利。为了让村民们转变思想，王金成将说
服工作从党员做起，以点带面逐步渗透。一年之内，他先后组
织召开村民大会、村民小组会、种植户会议50余次，并根据年
龄、职业、种植小组等不同情况分批进行宣传和学习。

“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最终全村投票表决，94 . 6%
的村民同意发展有机农业。第一批5个农户共种植有机草莓3
亩，年底收益4万多元，当年就回本盈利。

如今，上瓦泉村已成了有名的有机农业村，而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金成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有机书记”。
上瓦泉村的有机草莓、韭菜、核桃、黄桃等年均亩产值与之前
纯粮食种植相比，由四五百元提高到数万元，众多进城者也开
始返乡搞农业“捞金”。

标准化经营打响“金瓦泉”品牌

2009年，上瓦泉村成立润成有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实行
公司化管理。合作社按照“合作社+基地+农户”、统一“管
理、标准、检测、标识和销售”的标准组织生产。

“要是私自用化肥就会被拍下来，咱得按‘规矩’办
事。”村里的“元老级”种植户刘世礼指了指大棚里的监控摄
像头。

原来，为了加强管理，村里在有机生产基地设立了监控
室，在大棚里安装摄像头，并在基地周围设置隔离带，保证生
产严格按照有机农业生产操作规程。合作社还采取给农户建诚
信档案的创新办法，制定诚信标准，与全村所有农户签订有机
生产承诺书，并对生产的有机蔬菜实行“身份证式管理”。这样一
来，上瓦泉村生产的每一盒有机产品都能够直接追溯到源头。

合作社带领村民抱团闯市场，还结合博山镇的“微信销售
平台”建立了多条直销渠道，为种植户解除销售的后顾之忧。

“以有机草莓为例，一亩平均收益6万元。” 王金成介
绍，今年有机草莓新建了31个大棚，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农闲时，村民还可以到合作社打工挣钱。9月19日上午，草
莓园里，秋日的阳光晒得人脸上火辣辣的，刘金霞正与几个妇
女一边聊天一边除草。“我们几个都是合作社的工人，帮忙除
草一个月能赚2000元呢。”刘大姐抹了把汗，干得很带劲。

目前，上瓦泉村已建起了占地200亩的有机草莓大棚、占地
400亩的有机韭菜大棚，种植有机黄桃4500亩、有机核桃100亩。
合作社注册了“金瓦泉”商标，有机韭菜、有机草莓已于2011
年通过国家工商总局地理商标标志认证。

有机农业之路越走越宽

50多寸的大彩电、空调等高档家用电器走进了家家户户，
上瓦泉村的日子越来越好。“村里妇女打扮得也很讲究了，村
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刘世礼喜滋滋
地说。

王金成曾说：“一个村，就好比一个大家庭。村干部，是
全村老百姓选举出来的，聚集了几乎全村百姓的信任。”王金
成带领的两委班子一上任，就在村里实行75岁以上的老人集中
供养制度，将老人的土地流转起来搞有机农业，不仅解决了丧
失劳动能力老人的养老问题，还为有机农业争取了更多土地。
现在，7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年可领到350斤面粉、720元生活补
贴，加之逢年过节的慰问金、过节费，即使没有儿女照顾也吃
喝不愁。

另外，2012年底，村两委向上积极争取资金60万元，并自筹
资金30余万元，实施的饮水安全工程，安装自来水管路28000多
米，解决了460户村民的吃水难问题。

傍晚，农忙一天的村民陆陆续续来到村里的文化娱乐广
场，唱歌的、跳舞的，打球的……好不热闹。“我们村里没有
建文化娱乐广场之前，每天吃了晚饭，除了看电视，也没其他
娱乐活动，现在终于有了好去处。”一位跳广场舞的大姐说。

“下一步我们要依托有机农业带动乡村旅游，继续挖金致
富搞建设，提升村民幸福指数。”王金成告诉记者，今年6月上
瓦泉村成立了泉峪旅游合作社，18户农家乐将于明年夏天开
业。上瓦泉人坚信，这条生态和谐的有机农业发展之路必将越
走越宽广。

人均年收入翻了几番 老人集中供养乐享晚年

有机农业村甩掉了“穷帽子”
淄博市博山区博山镇上瓦泉村位

于博山、沂源、莱芜三县市交界处，
三府山北麓，淄河上游，地势低洼。
全村面积9 . 9平方公里，现有村民480户
1436人。人少地多是该村的一大资源
优势，可耕地3000亩，其中坡耕地1700
亩，人均可耕地面积2亩；林地面积达
到10290亩，人均面积7亩余。

6年前，上瓦泉村以传统种植业为
主，人均年收入仅千元左右。现如
今，作为“有机农业村”，上瓦泉村
远近闻名，人均年收入翻了几番，老
人集中供养乐享晚年，精神文明建设
人人称赞……9月19日，记者走进上瓦
泉村，探寻从经济贫困村到有机农业
村蜕变的秘诀。

□ 本报记者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韩文彬 张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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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程芃芃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由淄博市委宣传部主

办，山东扳倒井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淄
博分公司合作支持的“扳倒井杯”2014“感动淄
博”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全面启动。

本次评选分推荐上报、初评认定、事迹展
示、群众投票和终评表彰5个环节，采取自下而
上、层层推荐的方式进行。凡在淄博市工作、生
活的典型人物或集体，只要其事迹能够打动公
众、感动淄博，具有较高的先进性、典型性和时
代性，能够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
面起到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都可通过组织推
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参评。评选将评出“感动淄
博”年度人物和提名奖人物各10名。对获奖者，
市委宣传部等将举行隆重的颁奖晚会进行表彰奖
励。

据悉，“感动淄博”年度人物已经评选了9
届，共评出“感动淄博”人物103名。通过评选
活动，对深入挖掘和充分展现该市在公民思想道
德建设方面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各类先
进典型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
引领示范作用，及对在全社会大力倡树学习宣传
典型、努力争当模范的浓厚氛围和良好风尚等方
面，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2014“感动淄博”

年度人物评选启动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陈江宁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职业学院护理学院

66名新生通过了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面试，首批进入301医院特色订单班学习。

订单班开办后，学院按照合作协议及对接岗
位需求，制定了详细的人才培养方案，特别强化
对学生各项综合能力的培养。订单班按照军队医
院模式，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营造了军队医院的
氛围，为学生适应军队医院要求打下了基础。同
时，301医院专家将为订单班学生授课。

据悉，学院自2006年开始在301医院建立实
习基地，学院实习生普遍受到医院好评，大部分
被该院留用工作。今年年初，301医院与学院签
订协议，开办特色订单班，共同培养学生。

淄博职业学院开办

301医院特色订单班

□记 者 魏茜茜
通讯员 陈 媛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组织对药品安全示范县创建试点县（市、区）进
行了评价验收，经综合评定，临淄区被确定为山
东省第二批药品安全示范区。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药品安全保障水平，
临淄区构建了信息化体系、应急体系、诚信监管
体系、药械安全监测体系，大力规范药品市场秩
序。全区6家批发企业、8家药品连锁公司全部进
入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流通网，实现了药品可
追溯。同时，创建了全区药械单位监管飞信平台
和临淄医药安全信息平台QQ群，今年以来，共
发布药械监管动态以及预警信息1579条。

为健全完善投诉举报办理和反馈机制，还设
立了“12331”举报投诉平台，安排专职人员负
责投诉举报电话的接听、记录、数据汇总等工
作，实行全天候举报投诉受理制度。对于投诉举
报情况，做到及时进行现场检查和处理，有报必
查、有查必果。并将办理情况在结束后2个工作
日内书面反馈给举报人。

通过药品安全示范区的创建，临淄区建立起
区、镇、村三级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全区所有镇
街均达到药品安全示范镇街标准，药品不良反应
监测和药物滥用检测体系等实现全覆盖。并在全
区建立了过期药物回收点，常态化开展过期药品
回收活动。药品安全考核考评率达100%，诚信体
系建设达100%，药品经营企业和镇街以上医疗机
构药品微机化管理达100%。

临淄获评

省药品安全示范区

□李琳 报道
9月26日，人立琉

璃艺术馆内，琉璃艺人
正在现场表演琉璃雕刻
技艺。

□杨淑栋 报道
9月19日，刘金霞

(右一)正在有机草莓基
地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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