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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国胜 李 慧 郑颖雪

农业是典型的传统行业，具有季节性强、产品
标准化低、企业素质较低等特点。电子商务能够消
除传统商务中信息传递与交流的障碍，发展农村、
农业电子商务，将有效推动农业产业化步伐。

今年11月份在潍坊举行的首届中国（潍坊）
农产品电子商务大会，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500多家电子商务企
业、潍坊市及周边城市500多名农产品企业负责
人与会，共谋农产品对接电商的发展机遇。

抢抓发展最佳机遇

11月7日，在潍坊举行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大会
吸引了众多对该领域感兴趣的人士。中国电商委雁
阵实训基地田野校长关于农产品电商发展分析的
免费公开课上，座无虚席。“目前是进入农产品电子
商务领域最好的时机，经过前两年的铺垫，这个产
业在蓬勃发展着，其发展前景远远高于其他产业。”
田野讲到，当他问有多少本地农产品企业开启电商
渠道时，台下几十双手举了起来。

“必须抓住最佳机遇，进入这个领域。”山东
新天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春告诉记
者。据了解，该公司于今年8月份正式上线运营

“醉美舌尖”网上平台，出售其位于坊子区黄旗埠
基地出产的时令蔬菜、肉禽蛋类、休闲副食等农
副产品。“上线时间不长，但发展很快，目前每天
都有下单量，前景广阔。”张春说。

而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国美在线财务总监李
虹介绍，8月份、9月份国美在线农产品销售的环
比增长率均达到100%，并且已经全面覆盖鲜肉、
零食、干果等领域。

据了解，目前全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已超3
万家，其中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已达3000家。农
产品电商领域已成众商家必夺商机。

品牌优势至关重要

“农产品电子商务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专业，
但如果没有打出牌子的话，也很难销售得好。”针
对众商家涌入农产品电商领域的极高热情，国家
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张新红提醒。

“我们今年推岭南荔枝品牌的时候，采取各
种手段，包括打造首届网络荔枝文化节、在地铁
站将荔枝免费送给女生、宣讲荔枝文化等，做得
很成功，销售量很棒。”顺丰优选执行总裁崔晓琦
同样大力强调品牌的重要性，“有些地方有很好
的产品，但是没有品牌。所谓没有品牌，就是它没
有很好的标准，卖不出好的价格来。所以，大家有
好的产品就要积极把它变成有品牌的产品，通过
消费者的口碑来获取更高的利润。”崔晓琦说。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电子商务委员会执行主
任兼秘书长苏军强调，潍坊作为农产品电商大会
主办地，具有明显的品牌优势。据了解，寿光市是
全国蔬菜大棚的发源地，蔬菜面积80万亩，为京
津冀的“菜篮子”；诸城畜禽养殖、加工产业集聚
度高，拥有诸城外贸、得利斯集团两家销售收入
过百亿元的龙头企业；安丘市外向型农业特点突
出，年出口创汇超过200万美元的龙头企业达到52
家，形成了以葱、姜、蒜、果蔬等优势出口农产品
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潍坊要借大会
之机，充分发挥品牌优势，打造‘中国农产品电商
之都’。”苏军说。

短板明显有待改善

农产品电商行业蓬勃发展已成共识，但其成
长短板也越来越清晰。家住奎文区的市民张女士
首次网上购买农产品的体验就很不舒心。“买了
一盒子苹果，里面好几个都烂了，找店家，人家说

装箱的时候保证是新鲜的，不能为此赔偿。真让
人生气。”张女士告诉记者。

“有可能是张女士所购产品的商家缺乏诚信
意识，所配送的苹果本来就是坏的，但更有可能
是苹果在配送的过程中烂掉了。这就凸显了完善
物流配送流程对农产品电商发展的重要性。”针
对张女士的遭遇，安丘市印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说，“当前情况下，如果没有冷链物流，生鲜叶类
蔬菜以及水果等就不太敢远距离配送。”

据张新红介绍，农产品电商发展的过程中，
呈现的问题方方面面，包括冷链物流建设落后、
商家欠缺诚信意识、标准化程度低、物流配送成
本偏高、电商盈利能力普遍不强等。

“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是推动现代农业的

进程，打造现代农业市场流通体系的现实需要，
是农业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此次电商大会的
一个主要议题就是互联网改造传统农业，聚集精
英智慧，破解发展短板，加快推动农产品电商的
发展。农产品电商的未来值得期待。”山东省农业
厅副厅长周占生说。

农产品电商，未来值得期待
全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超3万家，发展很快前景广阔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本报通讯员 张明凯

“头孢类药品属于抗生素，必须有医生开的
处方才能拿药。”12月22日，记者来到潍城区胜利
西社区卫生服务站，见到首届潍坊慈善家获得者
之一、卫生服务站站长李秀娥时，她正在给一位
前来购买头孢类药品的患者解释不能开药的原
因。

宁愿自己吃屈

也不让患者吃亏

据介绍，李秀娥曾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3000
元、玉树地震灾区捐款1万元，为潍城区慈善协会
提供了10万元的医疗救助金。她还每年在社区挑
选20户特困老人和残疾人各救助医疗费2000元。

“李秀娥真是个好人，她经常为经济困难的
老人和残疾人免费治伤医病，宁愿自己吃屈也不
让患者吃亏。‘算了，不要钱了’是她经常说的一
句话。我们经常跟她开玩笑，说这样我们的工资
还能发下来吗。”李秀娥的同事宫继成说。

独居老人王淑英患有腿痛的毛病，李秀娥就

经常让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给她送抗炎
镇痛的药物。“今年9月，因为身体发胖、行动不
便，王淑英大娘推着小车来到服务站，一进门就
从塑料袋里拿出6个无花果给我。这是她楼前的
无花果树结的果子。看着满身大汗的她，我特别
受感动。”李秀娥说。这些看似寻常的小事，却是
李秀娥坚持下来的动力。

我如果不帮她

她一家可能就毁了

2011年，刘瑞娟的父亲找到李秀娥，希望她
能让自己患有先天性耳聋的女儿到社区卫生服
务站工作。第二天，刘瑞娟的母亲就带着她到了
服务站。“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身子很粗，脸也
有些臃肿，丈夫责怪我找了个不会照顾人的护
士。”李秀娥说。

刚开始的时候，刘瑞娟主要负责打扫服务站
二楼的卫生，扫地、擦桌子都是很简单的活儿，但
她有时还是干不好。“我也觉得无奈，但我也得让
她继续在这里干。我如果不帮她，她的整个家庭
也就毁了。”李秀娥告诉记者，刘瑞娟一直没有工
作，在家的时候经常摔东西发脾气，父母要在家

里照看她而无法工作。“现在，刘瑞娟已经干得越
来越好了，每天上午、下午都把服务站的卫生打
扫一遍，干完了还在服务站里帮忙。”李秀娥告诉
记者。

“孩子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把卡给我，让
我买东西吃。我真是没想到，她不但自己能赚钱，
还知道孝敬我了。孩子上班以后，我和她母亲也
找到了打扫卫生的活儿，我们的日子比以前好多
了。”刘瑞娟的父亲说。

据悉，胜利西社区卫生服务站有27位工作
人员，其中有三个岗位是安排残疾人的公益岗
位，这让刘瑞娟、杨宗丽等实现了“自己养活
自己”的愿望。“我如果不用她们，别的地方
更不会用，甚至有些地方还不把她们当人看。
就算我自己少吃一顿饭，也要给她们留出一口
来。”李秀娥说。

希望能带动

更多人参与慈善

刚开始的时候，家里人尤其是丈夫王涛很不
理解也不支持李秀娥的行为。“我在外面辛苦挣
钱，她送钱给别人，当时我就想不明白。”

直到2008年，家住潍城区西城名都小区的
王秀英老人由邻居扶着来到胜利西社区卫生服
务站。“大娘一进门就给我媳妇跪下了，还说
她手里就100块钱，要给我媳妇，作为对她的报
答。当时我亲眼目睹了经过，这个无儿无女没
有收入的老人居然这么感激她，这说明她做的
事情很有意义。”王涛说。

“王秀英老人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每
个月就依靠已故丈夫140元的抚恤金过日子，基
本上只吃咸菜馒头。像她这样的情况，我不照顾
她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王秀英老人去年5月去
世了，但说起她，李秀娥还是有些感伤。

2012年，李秀娥开始资助失去父母的朱宝坤，帮
她交学费、买衣服等。“这个孩子今年11岁了，只要
她想读书，我会一直帮她。当时，我丈夫先听说了朱
宝坤的事儿，回来跟我商量资助她。我很高兴，因为
他已经主动帮助他人了。”李秀娥说。

今年59岁的李秀娥告诉记者，自己工作在社
区，能接触到社会最基层、最贫困的人。“帮助别
人，就算把我的工资、医保都搭进去都不够，但是
我不是那种看了就过去的人，既然碰到了我就得
管。我把自己的心都分给了需要帮助的人，收不
回来了。我会把善事一直做下去，希望自己的行
为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李秀娥说。

为灾区捐款 照顾孤寡老人 资助孤儿

李秀娥：把善事一直做下去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高密讯 近日，高密市制订了学生

生活减盐实施方案，并在全市开展“关爱学生
健康减盐行动”。目前，全市寄宿制学校学生
每日平均摄盐量下降到6克。

高密市先后聘请50多位营养学、健康学
专家，在全市城乡学校举行专场报告110多
场，宣讲低盐饮食科普知识。同时，培训健康
教育教师、食堂从业人员1200人次，对学生低
盐生活开展指导。积极开发低盐膳食课程，每
两周开设一课时，并纳入家长课程培训，面向
学生和家长重点群体普及低盐生活教育。通
过学做低盐餐、给爸妈讲讲盐、家庭用盐观察
记录等，开展低盐生活探究性作业。

另外，高密市通过建立学校食堂烹饪用
盐规范，对学校食堂每天限额用盐、总量管
控。对用盐超标的学校食堂，进行黄牌警告并
督促整改，从根本上管住校园饮食摄盐量。

高密启动关爱

学生健康减盐行动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22日，潍坊市教育局

与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机构——— 新东方教育
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潍坊亲子
共成长公共服务平台，努力将潍坊建设成为
全国家庭教育实用性研究的领军城市和全国
家庭教育高地。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引进国际性家庭
教育和心理健康的研究机构，为潍坊市广大
师生和家长提供最先进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健
康教育普及性培训。公共服务平台建成后，
潍坊市的广大师生和家长，将可通过电脑或
手机网络，免费接受最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
指导。

亲子共成长

公共服务平台建立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治理大中型燃煤锅炉烟

气污染，提升中心城区的形象和品位，根据
全市“三八六”环保行动和“提升市区”的
总要求，潍坊市相关热电企业投入大量环保
资金用于燃煤锅炉治污设施建设和升级改
造。据统计，近年来相关企业燃煤锅炉脱
硫、脱硝、除尘设施建设总投资达10 . 2亿元
（不含日常运营成本）。

潍坊市中心城区共有20吨及以上燃煤锅
炉企业19家，燃煤热电锅炉65台，锅炉总蒸吨
位1万余吨，全部用于发电、工业生产和居民
供热，供热布局相对“散乱小”。这些热电厂矗
立着32根高烟囱，每年燃用煤炭700余万吨，
是中心城区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之一。

热电企业

投资10亿治理

燃煤锅炉烟气污染

□记者 张 蓓
通讯员 李国辉 报道
本报昌邑讯 今年以来，昌邑市实现城

镇新增就业5401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2081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326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2 . 68%，远远低于规定指
标。城镇就业的新增长，得益于该市为稳定
就业形势、破解就业难题而着力打造的供
需、援助、培训三大服务平台。

今年以来，昌邑市先后组织举办了多场
主题性、综合性、专业性的就业招聘活动，
并多部门合作，通过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管
理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优
先帮扶和托底安置。1至10月份，共举办招
聘会86场，提供就业岗位7406个，开发公益
性岗位611个，介绍成功就业7373人。

这个市加快公共就业服务标准化建设，
在10个镇街区和85个城市、农村社区设立了
具有统一机构名称、服务标识和服务项目的
农民工综合服务所(站)，为农民工构建了援
助平台，开辟了服务通道。同时，简化小额
担保贷款程序。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累计落
实小额担保贷款4785万元，扶持创业336
人，吸纳带动就业1646人。

这个市还依托各类社会培训机构，进行
微机、家政、会计等培训，现已培训各类人
员4516人，其中就业技能培训3900人、创业
培训616人，提升了劳动者的择业竞岗能力
和职业技能水平。

昌邑三大服务平台

推动城镇就业增长

□记者 张 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近日从潍坊市财政局

获悉，为进一步推进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
作，潍坊市在原有小麦、玉米、棉花、蔬菜
大棚、能繁母猪5个品种基础上，今年新增
林业、奶牛、育肥猪险种，同时开展了花生
和具有地方特色的（苹果、桃）保险试点，
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和财政补贴力度进一步
加大。截至目前，该市完成保费收入8942 . 2
万元，其中，各级财政承担保费补贴资金
7177万元，占保费收入的80 . 26%；农民自筹
1765 . 2万元，占保费收入的19 . 74%，为该市
26多万户农民挽回经济损失3511万元。

农业保险为农民

挽回损失3511万元

□ 本报记者 张 蓓

为及时解决好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诉求，潍
坊市日前建立起市、县、校三级联动的教育投诉
查处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市县两级在解决群众
教育诉求中的责任。通过完善投诉受理平台，快
速反映，及时应对，对有偿家教、乱收费等违规
行为严肃处理。

为市民教育需求搭平台

11月17日，一份来自潍坊市教育惠民服务中
心（以下简称惠民服务中心）的《每日动态》，摆到
了市教育局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每日动态》上，
汇总了前一天的所有群众对教育的投诉、咨询事
项，比如“某校教室后面学生听不清教师讲课”、

“想了解一下成人高考的问题”等投诉、咨询事项。
像这样的“每日动态”，自2008年5月惠民服务中心
成立后，每天都会摆放在局领导桌上。

针对长期以来老百姓普通的教育需求不知
该到哪里问，社会上也常常出现企业用工荒、
学生却找不到工作的矛盾。教育供给和社会需
求之间，缺少一座桥梁。早在2008年，潍坊将
教育局机关和直属单位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
服务职能整合起来，率先在全国成立了首家教
育惠民服务中心，提供咨询投诉、资助救助、

社会培训、师范类毕业生就业等八项服务。

投诉从违规办学到学校饭菜贵

自惠民服务中心运行至今，汇集了11条接受
基层信息的渠道，答复群众咨询5万多件，受理群
众投诉1 .5万余件，服务群众事项20多万件。

如今，搁在局领导办公桌上的这张纸，逐渐
发生了变化。投诉记录由“某某中学周末上课、
加班加点补习”、“某小学三年级学生课业负担
过重”等违规办学行为的共性问题，变成学生投
诉学校饭菜贵、放学路上的路灯不亮了等个性
化需求问题。

“惠民服务中心成了我们了解民情民意、
汇集民情民意的最重要的平台，它已经远远超
出了最初的设计。”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说，潍
坊市的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绝大多数源于惠民
服务中心提供的来自基层热点难点问题的分
析，惠民服务中心已成为潍坊市教育改革的动
力源。如针对教师体罚学生、有偿家教等，制
订了教师评先树优中师德考评前置制度；针对
群众反映学生作息时间、课程开设等问题，建
立了网上晒课表和作息时间制度。

建立三级联动查处机制

为及时解决好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诉求，日
前，市教育局下发了《潍坊市教育投诉事项调
查处理规范(试行)》。“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
和完善，更需要对调查主体进行明确界定，对
调查纪律进一步规范，各级责任进一步明
晰。”惠民服务中心主任马全铭说，文件进一
步明确了市县两级在解决群众教育诉求中的责
任。

文件要求各县市区要建立完善县、学校教
育惠民服务平台，做到县市区有教育惠民服务
中心，学校有惠民服务站等，建立市、县、校
三级联动教育投诉查处机制。教育投诉事项的
受理登记实行市、县、校分级受理制度，实行
首接负责制。根据投诉、咨询、求助事项的性
质、权责等，实行分级办理制度。如：对涉及
到实名举报且性质严重的投诉事项，由市教育
局相关职能科室或市教育督导巡视团调查；对
在职教师有偿家教、教育乱收费等投诉事项，
由局分管领导批办立项，县市区教育局办理并
回复结果等。

临朐县教育局副局长张兆伟认为，市、
县、校三级联动教育投诉查处机制的建立，可
以充分发挥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教管办和基层
学校的作用，多转少查，为回应社会关切、化
解社会矛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发挥重要作
用。

潍坊建立三级联动教育投诉查处机制

□宋学宝 宁 静 孟令钦 报道
近年来，坊子区积极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打造了多个休闲观光农业园区，不仅丰富了旅游活动内容，扩大了旅游容量，，而且带动了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致富，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图为孩子们在玉泉洼观光园内体验手工陶艺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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