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2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霍丽娜

电话:(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区域20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郑秀宝

冬日的午后，公园里，绿地旁，散步的中年
人，嬉闹的孩童，下棋的老人，悠闲自在。生活在

“慢半拍”的古城青州，连时光仿佛都舍不得走，
它缓缓地流淌，静待日升月落，宠溺着这座城市
的人们。

漫步骑行享受

免费“生态红利”

12月12日，天刚蒙蒙亮，南阳河畔便窜动着
十几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的身影。李凯是其中的
一位，作为“资深”自行车骑行爱好者，他喜欢在
工作之余约几位骑友到各处游玩，锻炼身体的同
时呼吸新鲜空气，穿城而过的南阳河畔是他们经
常骑行的路线。

“这几年青州的生态越来越好，早上出来呼
吸一下新鲜空气，看看风景，一天都有精神。”李
凯告诉记者，到了周末，他们还会骑行到周边的
九龙峪、井塘古村、黄花溪等乡村旅游景点。“既
能健身又能欣赏自然风光，到了中午就近找个农
家乐吃顿农家饭，比开车带劲多了，这样的日子
真舒坦。”与李凯一起骑行的郑雪松说。

而在范公亭公园，几乎每天清晨，这里都会
“人满为患”，散步的、打太极拳的、跳交谊舞的、
吊嗓子的，青州市民在这免费的休闲娱乐场所尽
情享受。

近年来，青州市把生态优先贯穿到经济社会
发展的各方面，大力推动以植树、治水、治污为主
的生态建设工程。首先对南阳河、北阳河、弥河、
石河进行了综合治理，并提出“种树修路搞水利
办教育是干部的基本职能”、“种树就是种文化”、

“看住山，多栽树”等工作理念，全力构建森林城
市。目前，青州市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6 . 54%、
绿地率42 . 19%。

良好的生态也给摄影爱好者带来了福音，
“青州的环境好了，大家都愿意出来转一转，看一
看。”青州摄影爱好者徐玉汉告诉记者，“现在的
青州，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处处是景点，以前出来
摄影，看看哪里都不想拍，现在一出来就是一天，
不到天黑不回家，总觉得拍不完，拍不够。”

在茶香墨韵中

赚得盆满钵满

12月12日上午8点，位于青州古城内的“如一
斋”老板崔智生准时打开店门，泡上一壶茶，打开
电脑放着音乐，等待第一位客人的光临。“没事的
时候就看看书画方面的书籍，有客人的时候就跟
他们聊聊字画，生活过得很惬意，收入也不错。”
崔智生说，“昨天一天卖出了3幅字画，一副冯聚
成的牡丹图，一副马金忠的书法作品，还有一副
吴越的书法作品，收入近3万元。”

“书画市场看山东，山东市场看青州”。青州
这个有着5000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已经在
全国书画市场占据了举足轻重的“江湖地位”。

“青州人对书画的爱好由来已久，青州的市
民，只要有点闲钱，就购买收藏几幅字画。”崔智生
说，“而且现在青州的书画产业越做越大，旅游也
越来越红火。游客多了，我的生意自然也蒸蒸日上
了，不用到处宣传推销，坐在店里等着生意上门就
行。”记者注意到，崔智生的画廊里不乏田黎明、陈
平、王墉、范杨等知名书画家的大作，客厅里摆放
着古色古香的木质桌椅，透着一股淡然优雅。

这时，一位客人进门，崔智生开始向他介绍
店里的画作。前来寻宝的是青州本地人夏玉忠，
从事机械加工行业。“最近手里有点闲钱，打算买
几幅字画回去欣赏，我父亲非常喜欢，他经常自
己在家临摹名家画作，买字画回去既能收藏增
值，还能尽孝心，所以，我经常来古城里逛字画
店。”夏玉忠说。

为进一步繁荣发展书画产业，青州市出台了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指导意见，从投
资、财税、金融、土地政策方面，为书画产业项目
实施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和优质的服务条件。
同时，投资30亿元规划建设“中国青州书画城”，
为书画家创作、培训提供广阔空间和发展平台。
另外，这个市还在镇（街道）成立农民画协会，促
进书画艺术在农村的普及。通过政府的扶持助

推，青州正在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规模较大的书
画集散地。

家门口看非遗

日子悠闲又自在

12月12日上午10点，家住老二中宿舍的王淑
玲准时来到了偶园街，她要观看各种非遗表演。
虽然天气寒冷，但非遗表演者们却热情不减，让

王淑玲感到很有收获。
“来看表演已经成了我每天的固定节目了，退

休了在家也没事干，跟老姐妹们在这听听小曲、山
东快书，看看泥塑、剪纸，日子过得悠闲又自在，这
条古街都成我们的‘根据地’了。”王淑玲说。

青州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为提升城市品位和旅游竞争力，青州市采
取政府买单、群众受益的方式，将具有表演性质
的花毽、挫琴、扑蝴蝶等50余个非遗项目在古城
进行免费表演，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

为古城旅游注入了活力。这个市还开展了“编排
100台戏，组织1000场文艺演出”、“古州新韵”系
列文化活动等10余项各具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
实现了文化活动全覆盖。

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也吸引了不少人来学
艺。在青州花毽的表演现场，13岁的刘玉欣正认
真学着踢花毽，“每个周末我都来，现在已经会好
多种花样了，同学们都很羡慕我呢，学这个可比
在家玩电脑看电视强多了，有时间的话我还想学
抖空竹。”刘玉欣告诉记者。

河边骑行乐，品茶赏画欢，家门口看非遗———

古城青州的慢生活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李 硕

11月5日，总投资约3 . 6亿元的潍坊顺丰电
商产业园项目正式落户潍坊市奎文经济开发
区。按照规划，潍坊顺丰电商产业园通过电商
仓储、配送、呼叫、培训等服务注入，为进驻
企业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记者了解到，这是
奎文区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
2013年底，奎文区社会物流总额332 . 28亿元，
同比增长8 . 9%；物流业增加值14 . 31亿元，同
比增长12 . 5%。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国内物
流运行模式不断出现新变化。以奎文区为例，该
区目前60%以上的规模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分离
外包物流服务功能，建立了一大批以企业集团内
部服务为主、逐步面向社会服务的物流企业。

“2013年全区从事物流业务的企业180多

家，注册资金百万元以上的10家，从业人员约
3500人。”奎文区商务局党委副书记高进忠告诉
记者，其中，在奎文区物流企业中，交易额10亿元
以上的有潍坊恒易星河国际轻纺城、南下河水产
品批发市场、山东康惠医药有限公司3家。

据高进忠介绍，随着市区的不断发展和土
地供应日益紧张，需要大量仓储空间的传统物
流业已经在奎文区十分少见，更加规范、专业
化的现代物流业正在兴起。

奎文区物流企业向规范经营和专化服务延
伸，专业化物流服务能力日渐增强。2013年以
来，奎文区具有行业特色的物流企业保持了较
快发展速度，医药、航空、纺织、农产品、汽
车及零部件等行业不断整合物流业务，与物流
企业结成战略合作联盟关系，物流供应链一体
化建设不断推进。

“为促进市场快速发展，我们带头成立纺
织品版权保护中心和纺织品创意中心，引来纺

织品设计机构进驻市场，引导轻纺城里的企
业、批发商重视面料花色版权和创新。目前，
轻纺城内企业已经注册了1000多种产品花色版
权，市场从以前的卖产品，到现在的卖创
意。”潍坊星河国际轻纺城副总经理赵方源
说，因为重视版权和产品创新，轻纺城已经成
为全国十大纺织专业市场和北方最大的纺织品
集散中心，进驻家纺家居等业户1000余家。

与此同时，在位于潍坊机场航站区内的航
空物流园，设有邮政航空速递中心、顺丰速运
潍坊一级分拨中心等，主要面向全省航空货运
提供货件分拨处理、省内快件集散分拨，以及
全省邮件分拣、经转业务。如今已经有3架全货
机停落潍坊机场，货物吞吐量每天突破60吨。

奎文区依托南部现有市场相对集中的优
势，加大物流园区和物流项目建设，初步形成
了以纺织品、汽车汽配、电子信息为主，图
书、医药、钢材等共同发展的市场物流区。目

前，在奎文区健康街以南的市场物流区内，市
场物流项目总数达到20个，总占地2100多亩，
总经营面积90多万平方米，市场交易额占全区
市场交易额的90%。

不过，奎文区物流企业依然存在着规模普
遍偏小、经营秩序较乱、档次低、与区位优势
不相适应等不足。“一些物流企业的规模、经
营范围、服务方式等与我区中心城区的区位优
势不适应。”高进忠说，奎文区完全意义上的
第三方物流企业不多，有实力、信誉好、功能
全的物流企业更少，主要开展空车配货、物流
中介等业务，大多达不到物流企业的规模。

为此，奎文区将充分依托产业、资源、交
通、区位优势，高起点规划建设物流园区，构
筑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推动物
流业与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发展第三方物流，
培育物流市场主体，重点发展都市配送型、产
业基地型和专业市场型的物流企业。

总投资约3 . 6亿元的潍坊顺丰电商产业园项目正式落户———

奎文提速现代物流业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高伟仁

12月8日下午6点，位于昌乐县城昌盛街的
一处门头店，店前的路灯迟迟未亮，不仅影响了
照明，门口的监控装置也受到了光线影响。无奈
之下，店主王女士拨打了路灯抢修电话，仅过了
10分钟，店前的路灯经过抢修就亮起来了。

“路灯亮不亮看似是小事，却关系着群众夜
间的出行问题。”12月11日，昌乐县路灯管理所
副所长宋治东告诉记者，昌乐县城目前一共有
17000余盏路灯，为保证夜间和凌晨上下班的群
众安全出行，工作人员昼夜巡查、维护、检修，始
终保持城市亮灯率98 . 5%以上。

12月10日下午5点，随着17000余盏路灯开
灯，昌乐县路灯管理所维修一科科长李云平与
维修二科科长田乐军分别带着同事开始了新一
轮的路灯巡检工作。“冬天路灯亮灯时间早，我
们基本在下午4点就到岗了，检查完装备就要进
行巡检工作了。”李云平说，“要想知道路灯亮不
亮，除了市民的举报外，我们只能在晚上一条路
一条路不间断地巡检，直至晚上11点才下班。有
时遇到特殊抢修情况，凌晨到家也是常有的
事。”

与往常巡检一样，下午5点整，李云平和其
他三名班组成员，驾驶着抢修车准时出发了，他
们首先根据报修单来到了报修点，架起路灯云
梯，检测、更换、调试，20多分钟后，损坏的路灯

就重新亮了起来。此时，室外的温度已接近零度，
但检修工作需在十几米的高空完成，安全帽、安全
带、反光衣、绝缘手套……尽管全身只有脸露在外
面，但检修完成后，他们全身已经冻透了，手脚也
冻麻了，跺一跺脚，搓一搓手又出发了。

据李云平介绍，他们两个班组将城区划分
为两个片区，各负其责进行巡检工作，“我们两
个班组在12月10日晚上一直巡检到晚上9点半，
确定每盏路灯都没有问题才下班回家”

就在李云平组高空检修的同时，另一个班
组也在忙碌着。田乐军和他的班组人员正坐在
抢修车里，透过蒙着寒气的玻璃窗沿路查看路
灯损坏情况。

“除了我们维修人员外，其他干部职工也
主动牺牲晚上休息时间，帮着维修人员进行路
灯巡检工作。东到潍城界，西到青州界，北到
寿光界，南到南寨，无论严寒酷暑，巡检工作
从不间断。作为一个路灯管理者，就是要‘走
到哪儿亮到哪儿’，除了巡视路灯，还要查看
100多台变压器、50多台控制柜、38台节能
柜、 1 4 5块自动调节经纬定时钟等配套设
施。”宋治东说。

李云平告诉记者，“灯亮前10分钟到岗，灯
灭10分钟内更换”是他们的岗位要求，“说不累
是矫情。今年秋天，我们有一次抢修线路一直忙
到凌晨1点。而且越到雨雪风等恶劣天气，路灯
线路越容易损坏。而且，因为线路布局的特殊
性，我们需要坐在地上接线。”

“到了春节等节假日，我们更要坚守岗
位，以保证节假日期间路灯亮灯率。去年除夕
晚上8点左右，县城恒安街路灯出现故障，我
们维修人员马上赶去维修，等回到家时年夜饭
已经凉了。但当看到身穿节日盛装的男女老少
在明亮的灯光下拜亲访友，我们的心里也像喝
了蜜一样甜。”田乐军说，家里人刚开始也不
理解他们为何如此忙碌，现在都已习惯了他们
的工作节奏。

记者了解到，为保持城区亮灯率，昌乐县针对
路灯点多、面广、线路长、覆盖率高的特点，还采取
多种方法进行路灯日常管理维护工作。“我们在坚
持全路线巡检、快速反应抢险队及时跟进的同时，
倡导市民群众参与路灯管理，及时反馈路灯出现
问题的信息，确保城区路灯亮灯率达到98 . 5%以
上，以保证市民安全出行。”宋治东说。

从2003年的500余盏路灯，到如今的17000
余盏路灯，李云平等工作人员的巡检强度越来
越大，昌乐县城的路灯亮灯率也一直维持在
98 . 5%以上。为了让路灯更加准时亮起，昌乐县
城17000余盏路灯开关还实现了电脑自动控制，
可根据北京时间亮灯并结合昌乐经纬度进行自
动调节。“一年中每天的开关灯时间都不同，就
冬季来说，开灯时间会比前一天早48秒，关灯时
间晚48秒，亮灯最晚的夏至和最早的冬至，相差
近7个小时。电脑自动控制后，方便了市民出行，
起到了节能减排作用，但我们丝毫没有放松巡
检力度。”宋治东说。

昌乐县城17000余盏路灯，检修人员每天要巡检一遍———

“光明使者”的“夜生活”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王 泉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近日，青州市邵庄镇陈仁

马村村民李友珍拿到了22000元的赔偿费。
不久前，李友珍在一家个体企业打工时，因
为稀料中毒住院，而企业拒绝支付他的住院
费用。就在李友珍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青
州法律援助中心知道了这件事情，为他指派
了免费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经过律师一个多
月的奔走和调解，最终李友珍从企业拿到了
22000元的赔偿费。

据了解，青州市积极打造法律援助城乡
半小时申请圈，推行点圆制，提升满意度，
法律援助的触角延伸到了各基层镇村，使更
多群众享受到了法律援助服务。1至9月份，
这个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70余件。

青州推进法律援助

解群众难题

□宋学宝
董超 钟波

报道
12月18日，

临朐县城关街道
兴隆社区科普馆
正式启用，首期
展出壁挂式、展
台式、互动操作
式等不同类别30
余件科技展品，
受到大家欢迎。
这是潍坊市首家
社区科普馆。

图为科技爱
好者正在社区科
普 馆 内 参 观 体
验。

□记者 李 慧
通讯员 宁 静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进一步加大对安全生产

工作的监管力度，潍坊市坊子区坊城街道在
各行业完善“班前安全例会”制度，时时抓
安全，成为安全生产新常态。目前，坊城街
道155家企业、126户工商业户以及医院、学
校、银行等共计48个部门和服务单位，全部
建立起了“班前安全例会”制度。

据了解，所谓“班前安全例会”制度，
是指各生产经营企业和有关服务行业，在上
岗交接班前必须对职工进行一次安全知识学
习教育，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强调，进一步
落实相关人员的安全责任，确保工作中一切
生产设施和人员安全。

另外,该街道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对安全生产情况实行全程跟踪督查，建立安
全生产档案,健全责任人“安全台账”，通
过组织职工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安全操作大
练兵、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不断提升职工
安全文明生产素质。

坊城街道开展

班前安全例会

□记者 郭继伟
通讯员 董 超 报道
本报临朐讯 临朐华建铝业集团继今年

10月份获得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颁发的实验室认可证书后，11月
6日，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建筑门窗幕墙行
业“金轩奖”颁奖典礼中，成功捧回“最具
影响力企业”大奖。

华建铝业集团自2000年创建以来，一直
坚持科技兴企战略，成立了专门的技术服务
公司，建起13个高标准实验检测室，加大校
企合作，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
目前公司产品达到150个系列12000多个品
种，产品畅销国内并出口到英、法、美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华建铝业获

最具影响力企业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郑秀宝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血压确实有点高，你得

按时吃药，不然血压降不下来。”医生嘱咐
道。今年70多岁的青州王府街道史店村村民
刘玉珍，由于患有高血压等疾病，经常头
晕，这一次她的高血压病又犯了，便拨打了
村卫生室的电话，不一会儿，医生就赶到了
家里。刘玉珍告诉记者，现在看病只要打个
电话，医生很快就来，不管白天晚上。

在青州，医生上门服务源于2012年推行
的家庭医生签约新模式，即社区医生以契约
的形式与居民签订协议，居民生病后只要拨
打电话，医生就会上门看病。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团队由卫生院医生、护士、乡村医生组
成，每个团队负责600到800户家庭，签订协
议后，医生会为每个家庭建立健康档案，及
时了解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做出相应的预
防，尤其是对老年人和高血压病人等重点人
群家庭实行优先服务。

截至目前，青州市共成立了服务团队
684个，1800多名社区医生与20余万户居民
签订了协议书。

山里人

有了家庭医生

□记者 张 蓓
通讯员 李国辉 报道
本报昌邑讯 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

日，昌邑市的潍水风清湿地公园内，20多位
包裹严实的小朋友与父母家人一道，参加由
该市团市委、市户外运动协会组织的“绿色
环保”系列亲子志愿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共吸引了包括20多个家
庭在内的100余名志愿者参加。小志愿者们
在家长的陪同下，通过清理沿岸和附近小
区、村庄的垃圾、发放环保宣传资料等方
式，宣传和践行环保理念。

昌邑组织“绿色环保”

亲子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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