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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王喜进 张世勇

今年，山东省作为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省，
将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中的“最后一公里”
问题作为重要改革点。高密市在改革中，创新点
放在了为农服务中心的建设上。

建29处服务中心

10月28日，在高密市胶河生态区张家庄为
农服务中心，孟家沟村村民孟杰将一三轮车玉
米拉到地磅过称，然后卸下玉米，再称一下车
身，就直接到服务中心财务处领钱了。“今天
卖了1324斤玉米，1 . 11元一斤，当场点钱，非常
方便。”孟杰告诉记者。

孟杰卖玉米的服务中心，不仅收粮食，还
收购当地种得最多的土豆。在此负责称重的神
泉山农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张鹏告诉记者，这里
辐射周边20个村5万亩耕地，现在一天可以收100
吨左右的玉米，光粮食一年就能周转5万吨，北
面紧挨的恒温室和冷库还储藏着5000吨土豆。

张家庄村村干部张新喜认为，种地最方便
的就是有人给种，就近可卖。“今年，家里的9
亩土豆使用了半托管模式，耕地、深耕、打
药、收获从为农服务中心找，然后直接卖到这
里，这里有农超对接平台，比外面收购价格高

近2毛钱。”他说。
高密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主任邱介

福告诉记者，今年，高密市将完成7处“前厅后
院”式为农服务中心的建设，另外通过将原社
区服务中心改扩建一部分，增添新的服务事
项，最终达到29处，覆盖全部村庄。记者了解
到，服务中心前厅主要提供信息、咨询、中
介、产品展示、日用品、农资经营等相关服务
内容，后院主要从事粮食储存、农机具存放、
维修、农产品加工仓储等。

同时，以为农服务中心为依托，以龙头企业
和基层社为主体，组建了“农业技术服务队”、“农
业机械作业队”等14个大田托管经营服务组织，
投资、整合了大田托管所需机械30多台。对成方
连片的土地、特色农产品基地，由为农服务中心
组织作业队伍进行机械化、系列化服务；对单一
农户要求的托管服务，由相关门店组织实施，进
而形成网络化的托管服务体系。

托管土地23 . 8万亩

记者遇见马英时，她正在地里拔丕蓝和白
菜。马英是胶河生态发展区城子前村村民，第二
天一早她要到齐鲁纺织城大集上卖菜。“现在最
多的是到服务中心去买复合肥，其他的服务还不
熟悉，以后想多关注下那个测土配方肥。”她告诉
记者，因为地力差，肥料用得很多，种一亩土豆下

来成本要2000元。
而张新喜则列出了更详细的种植成本：一亩

地土壤改良前土地旋耕85元，种子成本450元，底
肥330元，追肥100元，起垄覆膜55元，播种40元，打
药二至三次（治虫一次，抗菌二次）85元，浇水三
次30元，收获50元，用工3 . 5个700元（用工指打药、
收货、往返土豆、销售），共计投入1925元。

记者在服务中心公开栏中看到，使用土地托
管种植一亩投入为，经过土壤改良，投入成本，深
耕深旋90元，种子450元、高效拌种20元，起垄覆膜
50元，播种40元，配方肥320元，追肥90元，有机肥
60元；打药二次（治虫加抗菌各一次）75元；浇水
三次30元，收获45元，用工2 . 5个500元，共计投入
1770元。

“今年测算每亩可减少化肥用量15%左右，增
加粮食产量15%，通过集约化经营，每亩可节支增
效500元左右，经济作物增效1000元以上。”高密市供
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李思维说，公示的投
入产出比，都经过实地论证和测算。同时，记者了
解到，参照各镇发展特色，为农服务中心的服务内
容也不同，胶河生态发展区侧重服务土豆种植、井
沟镇是果林种植、大牟家镇则围绕粮食生产。

目前，单在张家庄为农服务中心内，就已与
胶河生态发展区的17个村签订了土豆托管服务
合同，全托管面积达11760亩。高密市托管服务
面积已达23 . 8万亩，涉及小麦、玉米、土豆、黄
烟等多种作物。

多方共建 市场推进

记者从10月8日印发的高密市为农服务中心
实施方案中看到，为农服务中心可由基层供销
社、公司、合作社及村委共同参与建设，同时，相
关的农业、农机、金融等部门延伸网店也可以一
并进驻。

阚家镇初家为农服务中心就是由企业主导
建设，承建该项目的高农农资生产资料连锁有限
公司总经理仪亮告诉记者，现在工程已完成了
70%，测土配方服务、玉米烘干塔、粮食储存库、农
资供应都开始投入使用。

“通过多方共建，可以解决单靠行政手段推动
工作的不足，有效地落实富农政策，实现互惠多
赢。”邱介福说。仪亮向记者透露，目前测土配方推
广较难，为吸引农户主动了解，公司在夏庄镇承包
了150亩小麦试验田，用来作测土配方测试。

据了解，高农农资公司现在每年销售化肥7
万吨，占到高密销量的40%，农药销售占全市的1/
5。“原来农户用基肥一亩小麦要花250元，现在用
配方肥200元就可以解决。现在公司正广泛寻找
种植大户和合作社进行推广，若公司业务与测土
配方结合，能保持每年10%以上的增长。”仪亮说。
目前，高密市已发展连锁龙头企业10家，主导和
参与建设农村社区服务中心62处，建成各类仓储
配送中心5处、直营店178家、加盟店753家。

高密市将为农服务中心建成农业增收增效新平台———

让群众真正享受“一站式”服务

□记者 郭继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记者从潍坊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潍坊医学院附属医
院已经被国家食药监局认定具有药物临床试
验机构资格，认定专业有消化、神经内科、
心血管、内分泌、血液、肿瘤、骨科七个专
业。由此，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成为潍坊市
首家通过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的
医疗机构。

据了解，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通过国家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后，可承担国家
Ⅱ、Ⅲ、Ⅳ期新药临床试验，为潍坊市及周
边地区规范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提供便利条
件；对规范潍坊市新药临床研究管理水平、
保护受试者权益、保证药物临床研究质量将
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家药物临床

试验机构通过认证

□记者 郭继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21日，潍坊市第三届

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在潍坊市社会福利院
举办。来自该市14个县市区和6家养老机构
的20支代表队的58名养老护理员参赛。

据介绍，与前两届相比，本次竞赛取消
了理论科目考试，用案例处理考察选手在实
际工作中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更贴近工作
实际。“此次竞赛设置的才艺展示环节，给
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和发挥特长的舞台，更
能激发选手的参赛热情和护理技能的创新。
同时，竞赛采取全封闭模式进行，竞赛区设
置了观摩席，在扩大宣传的同时加强了对竞
赛监督，以保障竞赛公平、公正。”潍坊市
民政局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田明
清说。

养老护理职业技能竞赛是潍坊市加强养
老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潍坊市现
有老年人口165 . 3万，占人口总数的18 . 7%，
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目前，潍坊市有养
老护理员近1300人，大部分为“4050”再就
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尤其是高素质专业
人才更为稀缺。

第三届养老护理

职业技能大赛举办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更好地挖掘和继承我省

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近
日，省政府公布了35个街区为第一批历史文
化街区，潍坊市潍城区十笏园历史文化街区
等7个街区入选，数量居全省第二位。

据悉，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
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
真实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有一定规
模的区域。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再生的珍贵
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七个街区入选

省首批历史文化街区

潍坊经停列车将增加8对

下月去烟台威海

可坐动车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2月1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

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从潍坊站经停的列车将增加8
对。对潍坊市民来说，将有从潍坊直达烟台和威海的高
铁和动车，潍坊市民到这两地的耗时将缩短近半，而潍
坊到日照也将能坐火车直达了。

据悉，调图后从潍坊站经停的列车将从目前的136
趟增加到152趟，共增加8对。其中有7对列车经由青荣
城际铁路运行。

日前，全长299公里、承载着青烟威三地百姓期待
的青荣城铁开行方案初步规划已出炉，半岛交通末端
的格局将发生改变。受益于此，潍坊市民到这几个地方
的出行也将大大方便。根据目前已经确定的新运行图，
青荣城际铁路将开行的10对动车组列车中，有7对经过
潍坊，也就是说，从潍坊去往烟威方向动车、高铁数量
将达到7对。

“由于业务需要，经常要往返潍坊、威海两地，每次
都是一早出发，下午一点才到，坐的腿都麻了。”从事医
疗器械生意的于铭全说，目前，潍坊至威海没有动车和
高铁，只有2趟普通列车，运行时间在6小时左右。有时
为了方便快捷，自己宁愿选择自驾，非常不方便。

不仅如此，潍坊至烟台也没有动车、高铁，9趟
列车的运行时间在4小时以上。调图后，潍坊至烟
台、威海将开通动车及高铁，届时去这两地的耗时将
缩短近半。

潍坊火车站客运党总支书记李健介绍说，青荣城
际铁路正式开通时间尚未确定，因此，经潍坊去往烟
威方向的7对动车及高铁列车具体运行时间还不明
朗，具体开行时间要等济南铁路局通知。

另外1对新增开的列车，为烟台到日照的快速旅
客列车。目前，潍坊至日照没有可以直达的列车，新
增开后，市民从潍坊到日照也可以坐火车直达了。

此次调图，还有3对涉潍列车变更运行区段。变
更后，市民从潍坊站就可以坐火车直达昆明和襄阳；
潍坊往返东北方向的高铁，也将从哈尔滨西2对、长
春1对，变为哈尔滨西、长春、沈阳北各1对。

另外，目前经由潍坊到北京的列车共有14对，其中
高铁10对，动车2对，普速列车2对。此次铁路调图之后，
2辆“D”字头进京动车将升级为“G”字头，到北京的时
间将缩短20分钟左右。

□记者 宋学宝 李 慧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19日，坊子炭矿遗

址文化园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游客可
参观坊子煤矿（坊子炭矿建国后称谓）百
年沧桑的历史，了解煤炭形成及开采的相
关知识，还可到地下175米处体验煤炭采掘
过程。

坊子煤矿于1898年德国人始建，先后
经德国、日本、民国和解放后不同的开采
时期，至今已有110多年的开采历史，是国
内唯一横跨三个世纪仍在生产的煤炭矿井
之一，创下了诸多“第一”：中国煤矿第
一座德式机械凿岩矿井、中国煤矿第一台
欧式洗煤机洗煤、中国煤矿第一台欧式机
器制造煤砖、中国煤矿至今唯一完好使用
木质罐道梁的矿井、山东第一台大型欧式发
电机发电、山东唯一形成期为中生代侏罗纪
的煤田、“文革”期间山东唯一没有停产的矿
井等，具有极高的历史和地质研究价值。建
国以来，坊子煤矿为山东乃至全国输送煤矿
职工及管理人员2000多人，被称为山东煤矿
的培训学校。

来到坊子炭矿遗址文化园，映入眼帘的
首先是仿古的“坊子炭矿”大门。工作人员介
绍，这是按照1906年拍摄的德建坊子炭矿大
门照片复制而成的。矿区内现遗存德、日建
筑群9处，其中德建坊子竖坑及井下550米施
工巷道，历经百年仍保留完整，砌碹工艺罕
见。而上世纪50年代留下的1万多平方米的
工业老车间群及横跨北海路的输煤走廊，更
是难得的工业遗址建筑。

据了解，坊子炭矿遗址文化园项目建设
分三期推进，先期开放场馆主要为炭矿博物
馆和井下体验区。炭矿博物馆利用老旧车间
改造而成，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馆内介绍
煤炭的形成、种类、分布、开采、利用、地质构
造及坊子炭矿矿井变迁史等知识，是煤炭科
普教育、安全知识培训、历史回顾的教育基
地。井下体验馆由近代德国建的坊子竖井及

井下保留的历史矿道改建而来，尽可能地保
留、还原历史原貌。馆内有德国建巷道550
米，其中480米是青石和青砖砌碹，70米砼架
棚，裸砌、混砌支护。参观者可进入地下175
米的历史矿道中，近距离参观提升、排水、通
风、绞车、架空人车、拉人车等煤矿工作流
程。

据了解，除炭矿博物馆和井下体验区之
外，百年古槐园休闲区、煤矿工人生活村、
火车装运站及煤炭的筛选、输送、加工等展
示整个炭矿遗址文化的工业文化旅游项目将
于2020年底前竣工。届时，炭矿遗址文化园
将与坊茨小镇融为一体，成为潍坊工业文化
旅游的新亮点。

坊子炭矿遗址文化园开放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高伟仁

近日，中国文明网公布了“中国好人榜”
2014年11月份候选人名单，滕桂兰凭借信守承诺
的感人举动成功入围。

今年65岁的滕桂兰是昌乐县乔官镇西菜园村
一位普通的农民。七八年前，儿子、丈夫相继离
世，留下了近20万元外债。就在借给她家钱的村
民感到还钱无望时，滕桂兰却对乡亲们郑重承

诺：“人死债不死，这债我来还！”截至目前，
滕桂兰依靠养蚕及外出打工，已经还清了近14万
元。

“我们家里一直都不富裕，儿子结婚还是向别
人借的钱。”11月20日，滕桂兰在家中对记者说，儿
子为改变家里贫困的状况，借钱买了一辆农用三
轮车做小生意，但却在2005年因车祸去世了。

老年丧子的痛楚，让滕桂兰和丈夫脸上失去
了往日的笑容。而让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
加霜的是，儿子买车的贷款、结婚时的借款以及
殡葬费用等，累计欠下了9万元债务。

然而祸不单行，儿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滕桂
兰的老伴又患上了淋巴癌，在儿子去世的第三年
也离开了人世。

丈夫的去世，不但使还债的负担落在了滕桂
兰一个人身上，而且加上为丈夫治病借的钱，外
债累计到了近20万元。

正当借给他们钱的村民们觉得钱还不回来
时，倔强的滕桂兰对乡亲们说：“人死债不死，
你们是帮我们才借钱给我们的，这钱再辛苦我也
一定偿还！”

处理完丈夫的后事之后，滕桂兰狠了狠心将
儿媳妇和孙女“赶”出了家门。“她不肯走，说
她走了我怎么办。但儿媳那年只有25岁，如果不
让她改嫁，她和孙女以后怎么生活？”滕桂兰
说，虽然很不舍得，但不能让儿媳妇再陪着自己
吃苦受累。

看到滕桂兰家的情况，有的村民捎来话：
“人死债入土，老规矩，算了！”

有的村民嘀咕：“论家底，拆房卖梁才能折
算几百元；论能耐，一样挣钱的技能都没有；靠
土地，家里只有一亩九分地。她拿什么还债？”
当时，西菜园村的村民都认为，滕桂兰能还多少
算多少，再说她自己都老了，能赚点钱养活自己

就不错了。
为了还债，滕桂兰开始养蚕，每天起早贪

黑，去桑地里打理桑树，采桑养蚕。“别人雨天
就回家，但我却留在地里，趁别人不捡桑叶的时
候多捡一点。”滕桂兰说。

蚕茧卖出去后，滕桂兰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
起床，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去劳务市场找活干。因
为年纪大了，滕桂兰只能在附近乡镇找一些轻松
点的农活干。“主要是栽树、除草、掰玉米等农
活。把赚的劳务费一点点地攒着，用来还债。”
滕桂兰说。

亲戚们看滕桂兰生活困难，有时会给她一些
生活费，但她却也把这些钱用于了还债。

从2005年至今，通过长年累月养蚕和外出打
工，滕桂兰已经还清了近14万元债务。

“再过几年我就能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
那时我就可以轻松一些了。”滕桂兰说。

儿子、丈夫相继离世，留下近20万元债务。农妇滕桂兰坚守承诺独自还债———

好心人的钱，再辛苦也得还

▲井下体验区泵房。

德建蒸汽机房。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于志君 安 磊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14日，潍坊农村商业

银行寒亭支行向寒亭区吴家埠村村民发放了
首笔2万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这是齐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正式办理的第一
笔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业务，标志着齐鲁农
村产权交易中心成功破题“三农”融资抵押
难、贷款难问题。据悉，此笔贷款也是我省
首笔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证和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他项权利证书“双证”齐全的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寒亭办理首笔

土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贷款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近日从潍坊市农机局

了解到，潍坊今年首批农机购置补贴达9920
万元。目前，峡山区、昌乐县、青州市已基本完
成资金拨付结算工作，其余县市区正在发放
中，所有补贴资金正陆续拨付购机用户。

为搞好农机补贴工作，潍坊市认真做好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宣传工作，让农民了解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调动了农户购买农机的
积极性。为确保补贴及时到位，潍坊市与县市
区层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明确了双方的责
任义务。各县市区农机部门确保操作公平，采
取了按时间先后顺序、预报名排序等办法来
确定补贴农户，最大限度地让农民满意。

今年首批农机补贴

陆续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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