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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颖雪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史海莹

大家一般认为，网上开店多数是年轻时尚的
人们从事的职业，而如今，在青州的农村和大山
里，农民们借助电子商务开起了网店，推销自己
的产品，走进了“互联网+”的新时代。

山货网销企业销路拓宽

每天早上8点半，环华食品有限公司电商平
台主管的刘子屹和他的同事们，就已开始在网上
接单。在青州王坟镇，像环华食品有限公司这样
土生土长，由农民开办的果品加工企业就有100
多家，竞争非常激烈，如何取得客户，拓宽销路，
成为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去年双十一，我们在网上报了一个活动，准
备了4000袋果子，8点半开始销售，12点就卖完
了。”刘子屹说，首次加入电商平台，他们就得到
了实惠，从而坚定了公司在“电商”路上走下去的
决心。

开通电商平台后，不仅公司的销售渠道拓宽
了，公司非常头疼的销售商压款问题，也得到了
很大解决。“电商不压款，顾客在网店上买的东西
都是现款现拨，最多15天就会把款打到我们账户
上。”刘子屹说。

网络果品销售还让环华食品有限公司实现
了产业链纵向发展，如今公司已经完成了由单纯
的供货商向生产销售一体化的转变。“原来我们
公司只属于供货商，给别的公司代加工或进行批
发，零售仅限于青州，但是有了我们这个淘宝店
铺之后，我们直接转为面向全国的零售商。”刘子
屹告诉记者。

在王坟镇，像环华食品有限公司这样线上线
下同步销售的果品加工企业已有17家。近年来，
互联网电商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农特产
品电子商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互联网
+”的时代，立足实体，发展电商已经成为企业转
型提升的必由之路。

“下一步王坟镇将积极引导各企业积极加入
‘互联网+’的热潮，以更高的标准、更好的质量、
更远的眼光和更优质的服务，进一步推动果品加
工业的长足发展。”王坟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
任刘明波说。

土特产网销客户叫好

井塘古村是青州市政府着力打造开发的旅

游度假村，随着周末假日来此旅游度假的人逐渐
增多，不少村民在村里做起了小买卖，出售自己
地里产的各种土特产品和乡村手工艺品。而不少
人看准了这个商机，将农家土特产搬到了网上，
高燕燕就是其中一位。

5月23日，记者来到高燕燕家时，她正忙着给
货物称重包装，“这是自己家养的荆花蜜，纯天然
的。”她说，她的淘宝网店主要经营蜂蜜、山楂、柿
饼、核桃等青州本地土特产品，目前还处于起步
阶段。“我觉得只要保证产品质量，保证货真价
实，做好服务和宣传，肯定能将这些土特产推广
出去。”高燕燕说。

家住潍坊市清河湾小区的曹芬，去年去青州
旅游的时候，购买过山里的蜂蜜，回来以后感
觉比超市购买的好喝还便宜。“我们老两口年
纪大了去一次不方便，让孩子们去他们也没
空，儿子从网上给我们买了，跟我们去买的一
样，价格差不多，加上邮费也不贵，省去了很
多折腾，太方便了。”曹芬说。

据了解，井塘古村在网上开店卖土特产品
的已经有数家，很多都干得不错，在淘宝网上

输入“井塘”，搜索关键字，出现了许多宝贝
和店铺。有的仅山楂干一种商品，月交易量就
达157笔。

农民画依靠电商叫响品牌

“这是一个北京客户订的《佳偶图》，一
共5万张，每张在40元左右，这几个月大家都忙
活着画这幅画。”在青州市弥河镇为民服务中
心二楼的农民画培训创作室，官庄村村民王玉

梅正在认真地勾画着藕叶的轮廓。
近年来，弥河镇积极发展农民画“电子订

单式”销售模式，探索出了一条“免费培训、
独立创作、成熟销售”的发展路子，形成了
“政府运作、市场买单、群众受益”的发展格
局，有力地叫响了农民画“弥河品牌”。

“我们有了自己的淘宝店，叫‘弥河农民画’，
我们创作的农民画大都通过这个网站销售。”该
镇农民画培训创作中心的徐老师介绍道。

弥河镇坚持将“市场化”作为农民画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探索“互联网+农民

画”的产业发展模式，建成了“弥河镇农民画”淘
宝店铺。同时，通过认证微信账号“魅力弥河”宣
传、推介弥河镇农民画，推送相关消息十余条，覆
盖受众3000人次。

在青州市庙子镇的黄鹿井村农民画创作基
地，网络店主刘晨将村民新创作的农民画一一拍
照准备传到网上。“网店的点击率不错，许多人打
电话咨询，淄博或者周边的客人，还根据网上的
介绍亲自来村里看真品后再订货，最多的一个客
户一次就定购了50幅。”刘晨说。

“我们村距离城区远，村民不可能骑着车子
外出推销农民画，为尽快打开销路，让农民画走
出大山，头脑灵活的村民想尝试网络销售。”该村
党支部书记李全文告诉记者。

“多数村民都是简单上网还行，但是网上开
店却有难度，他们都是想尝试而又不敢伸招。”李
全文说，为打响网络销售开门炮，村两委动员在
外年轻人回乡开网店创业，刘晨成为村里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在淘宝网上开了村里第一家名为
“庙子农民画”的网店，将几百幅成品农民画挂在
网上销售，目前通过网店渠道已销售百余幅。

山货、土特产、农民画通过电商销往全国

青州农民走进“互联网+”时代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郇延民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是一所百年老校，更是一
所重在培养技能的工程类高职院校。近年来，学
院秉承“做精做实，创业创造”的校训精神和“先
于企业，高于企业，严于企业”的办学理念，围绕

“为了学生的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办学宗旨，重
点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坚持专业和产业协调发
展，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专业技术型人才。

开发优质课程

4月29日，在潍坊工程职业学院教学楼内，电
子商务专业的学生们正为在自己的电商平台工
作，他们有的专心回答客户问题，有的认真进行
货物分装与寄送，这样的宝店铺操作，即是潍坊
工程职业学院课程设置的一部分。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副院长崔照忠介绍，为做
好优质核心课程开发，该学院出台了核心课程设
置方案。“良好的课程设置，离不开优秀的教师，
为此，学院邀请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专家团队对全
院教师分三个阶段进行了‘能力本位的项目化课
程设计’培训，提升了教师的课程开发、教学设计
和教学实施能力。”崔照忠说。

该学院按专业梳理出核心课程，计划3年名
校建设期间投入500万元以立项建设管理方式，
支持100门核心课程建设成为校级精品课程。采
用“行业专家确定典型工作任务、学校专家归并
行动领域、行业专家论证行动领域、学校专家开
发学习领域、校企专家论证课程体系”的工作机
制实现校企专家共同开发设计项目课程。

目前，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已有首批立项开发
优质核心课程46门，其中15门被评为2013年度省
级精品课程，23门被评为2014年度院级精品课
程，5部教材列入“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
材。

整个学校就是一个创业园

走进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可以发现，这里随
处可见学生创新创业的项目。“我们把学校内的
广告牌分配给学生们，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创新、
盈利。”崔照忠说，于是学生们把广告牌设计得五
花八门，不仅用创意美化了校园环境，而且由学
生维护管理广告牌，没有了乱贴小广告的现象，
还给学生们带来了收益。

为推动学生创业，学院还与阿里巴巴国际会
员企业、阿里集团菜鸟物流、网易等企业共建大
学生就业创业孵化基地，有志于创业就业的学生

可享有内贸、创业、外贸课程的学习培训，并可在
创业孵化基地内进行创业实践。

4月29日，在该学院的阿里巴巴物流实训室，
学生们正在分拣包裹。“我们8个人合作，主要承
担各物流公司的校内派送业务，通过收取代理费
用进行运营，1名负责人，1名财务，6名物流运营
员。”正在忙碌的学生张慧对记者说。

2012年11月，该学院成立了大学生创业服务
中心，为有创业思维和创业理想的大学生提供了
创业机会和平台，还有相关资金的扶持和教师的
指导。中心成立以来，先后建设了汇通快递服务
站、中国电信手机销售部、爱侬爱家洗衣社、红梅
驾校、“潍工e购”等学生自主创业项目。

“我们就是希望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随
时能够感受到一种创新创业的氛围，不断激发他
们的创新灵感，使整个学校成为一个创业园。”崔
照忠说。

校政企多元合作育人

4月29日下午，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内的食品
生产性实训车间内，工作人员正穿着消毒服装
忙碌着。青州地理标志产品敞口山楂，经过清
洗、加工、发酵，变成了山楂红酒。“这是我
们食品研究院老师主持的省高校科技计划项目

‘山楂干红酒酿造技术的优化研究与产品研
发’，的成果转化。”崔照忠说。

据崔照忠介绍，潍坊工程职业学院与山东
圣世鸿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由企业投资
6000万元，在校内建成15000平方米的食品生产
性实训车间，并共建食品研究院，形成“引厂
入校”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通过食品研究院这一平台，开展科研项
目合作，既推动学院相关专业建设、提升教师
科研能力，又为公司攻克技术难题，开发新产
品，引进新工艺。”崔照忠说。

近年来，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在加快职业教
育内涵式发展的大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结合品牌特色和地区优势特点，在办学实践中
逐步形成了“校政合作、校行合作、校企合
作、校军合作”等五强联手的新格局，走出了
一条“合作育专才”的新路子，解决了企业
“用工难”与毕业生“就业难”的矛盾。

“学院与青州市人民政府共建了‘校中
校’青州花卉学院，与潍坊高新区管委会共建
的学前教育实训中心将于今年9月投入使用，与
潍坊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在山
东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基地数据加工园共建了地
理信息工程学院，形成‘园中校’模式。”崔
照忠说。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秉承“先于企业，高于企业，严于企业”的办学理念———

开发优质课程 助推创新创业

□通讯员 杜国华 报道
本报临朐讯 为使每一名学生的终身发展

积淀厚重的国学底蕴，营造“诵读国学经典，
积淀文化底蕴”的书香校园，近日，临朐县寺
头镇王庄小学举办了“传承中华经典，浸润书
香校园”为主题的经典诵读比赛活动。

比赛分个人、集体以及师生同台诵读等形
式。比赛中选手们深情演绎，时而慷慨激昂、鼓
舞斗志，时而深情款款、感人肺腑。选手们精神
饱满，表现自信，赢得了阵阵掌声。

临朐王庄小学

举行经典诵读比赛

□ 本报记者 宋昊阳

“这里的蔬菜跟我们国家的有很大不同，
颜色、形状、大小都不太一样。”5月20日，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学员米兰在潍坊职业学院培
训课上说，除了蔬菜之外，他们国家的大棚跟
潍坊的大棚也不一样，他们的大棚比较尖比较
高。“今天进了很多不同的大棚，两旁都有
墙，在构造上有很大的不同。”

5月15日，来自东帝汶、牙买加、约旦、
南非、斯里兰卡、尼日利亚、巴勒斯坦、埃塞
俄比亚、吉尔吉斯斯坦等九个发展中国家农业
部门的26名学员到潍坊职业学院学习大棚蔬菜
的栽培技术，此次培训为期10天。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萝卜，中国的栽
培技术真厉害！”来自斯里兰卡的纳林·蒂萨
纳亚卡说，他是一名农业指导师，在他们国家
并没有个体较大的萝卜，而他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蔬菜嫁接技术，像把黄瓜嫁接到南瓜上这样
的做法，在他们国家从来没有见过。采访中，
记者看到洋学员们对各种蔬菜种子培育产生了
浓厚兴趣，有的学员还向工作人员要了几种蔬
菜种子，表示回国后要进行试种。

潍坊职业学院宣传处副处长葛树强表示，
这次援外实践教学培训为期10天，潍坊职业学
院承担全部实践环节的教学任务。

葛树强告诉记者，远道而来的洋学员们对
我国大棚蔬菜栽培技术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他
们表示来潍坊学好大棚蔬菜建造、蔬菜无土栽
培和工厂化育苗技术，回国后进行应用推广，
提高本国蔬菜种植水平。

“2012年以来，潍坊职业学院连续四年承
办援外培训项目，前三届，我们共对来自53个
国家的139名洋学员进行了培训，这期培训班
共有26名学员，来自9个国家。”葛树强对记
者说，培训期间，除了进行理论教学之外，还
将赴寿光、青州、坊子、寒亭和滨海进行实地
学习，使受训国学员对中国大棚蔬菜技术有更
全面、更深入的了解，系统掌握大棚蔬菜应用
先进经验、科技水平和实用技术。

蔬菜大棚里

来了“洋”学员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李国辉 报道
本报昌邑讯 5月13日上午，由徐胜利、

徐兴业父子捐赠的价值3万余元的136个书橱运
抵昌邑市文山中学。

徐胜利是昌邑市维客利商贸有限公司董事
长，徐兴业是该市巨人教育培训学校校长。这
对事业有成的父子多年来一直心系教育事业并
不断捐助贫困学生。当他们在与家人的一次聊
天中得知文山中学正在进行“书香校园”建设
缺少书橱的消息后，主动与学校取得联系，表
达了愿意为每个班配备一个书橱的想法。

昌邑一对父子

捐赠136个书橱

□记者 宋昊阳 报道
本报高密讯 5月11日，记者从高密市教

育局了解到，高密市启动“五月艺术月”系列
主题活动，着力提高师生艺术素养，培养健康
审美情趣，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

本次活动以“用高雅艺术塑造心灵”为主
题，通过组织开展师生软硬笔书法、粉笔字、
书画、摄影、泥塑、声乐、舞蹈、主持人大赛
等活动，、培养师生的兴趣爱好，丰富校园生
活。

高密：“五月艺术月”

丰富校园生活

■融入“互联网+”时代

□都镇强
李硕 报道

5月23日，
奎文区“志愿巴
士 走 进 社 区 活
动”在东关街道
奎 文 门 社 区 举
行，10余支志愿
者队伍为社区居
民开展了家电维
修、理发、文艺
演出等志愿服务
活动。

图为志愿者
在为社区居民量
血压。


	2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