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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高密讯 近日，为鼓励残疾人自主

创业，自谋职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残
疾人多渠道就业，高密市残联根据前期了解
掌握的情况，同时积极深入基层调查摸底，
为20名自主创业的残疾人发放了创业补贴，
每人3000元。

近年来，高密市残联一直非常关心自主
创业的残疾人，积极协调解决残疾人创业过
程中存在的困难，为残疾人营造一个宽松、
和谐的创业环境。为正在创业中的残疾人发
放自主创业补贴，不仅减轻了残疾人创业的
负担和压力，同时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
人事业的关心与支持，让有创业能力和创业
热情的残疾人借助各项优惠政策摆脱贫困，
尊严生活。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诸城讯 10月23日，诸城市“2015

年度关爱残疾人免费健康查体”活动正式启
动，122名残疾人当天接受了免费健康查
体，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2月10日。

近年来，诸城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已累计
为1 . 1万多人次残疾人提供了免费健康查
体，查体现场累计免费送药近20万元。为切
实开展好这次关爱残疾人健康查体活动，诸
城市康复中心为参加查体的残疾人提供了
“四免”服务：免费上门接送，免费查体，
免费建立健康档案，免费提供早餐。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由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省文
物局主办的“文化遗产保护”全国媒体齐鲁行
第二阶段采访活动近日到达潍坊，对景芝酒业
南校场烧锅遗址、辉渠民俗博物馆、临朐山旺
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寨子崮村等进行了探访。

不可移动文物4099处

文物藏品40余万件（套）

铁锅、石磨、酒窖、糟砖……10月29日上
午，在景芝酒业南校场烧锅遗址，技工们操作
着古老的酿酒工具，还原了传统的酿酒工艺，
向游人展示了景芝“72座烧锅”的历史时期。

工作人员介绍，南校场烧锅遗址是当年景
芝镇“72座烧锅”之一，占地面积400平方米，
窖池100余个。“这里保存了旧时石磨粉碎、人
工踏曲、天锅蒸馏、陶瓮发酵等明清时期的古
法酿酒工艺，是迄今为止国内白酒保存最为完
好的古代酿酒作坊之一。”工作人员说。今年6
月，南校场烧锅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在参观了景芝酒业南校场烧锅遗址后，
“文化遗产保护”全国媒体齐鲁行在安丘景芝
镇举行了座谈会。潍坊市文物局副局长李洪勤
介绍了潍坊市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情况，以及
“乡村记忆”工程、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
查等工作情况。

“潍坊历史文化悠久，目前，全市共有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1座、十大历史文化名街1处、
“乡村记忆”工程试点单位1处、第一批“乡村
记忆”工程遗产23处。据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
文物普查，潍坊市共登记各类不可移动文物
4099处，文物藏品40余万件(套)，其中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1 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5 9
处。”李洪勤说。

10月29日下午，临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
馆内，精美的化石标本令参观者赞叹不已。该
馆是全国第一座古生物化石专业博物馆，成立
于1981年6月，1985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该馆馆
长衣同娟介绍，在临朐山旺村地层沉积了厚度
约25米的硅藻土，这些硅藻土已成为国际上中
新世生物建阶的重要依据。

距今约1800万年以前，一场突然的地质变
动，一头怀孕的犀牛被定格在泥层中。“现在
这广为人知的怀孕的犀牛保存在山旺国家地质
公园，长2 . 7米、高1 . 7米。这件怀胎待产的犀牛
化石是在保护地质遗迹、修建硅藻土页岩剖面
时发崛出土的世界上第一件完整而又怀孕的犀
牛化石，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衣同娟说。

李洪勤表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实施以来，潍坊申报藏品总量86234件（套）。
据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截至目前，潍坊已
采集38 . 6万余件（套），文物信息登录平台上已
登录37 . 9余万件（套），登录总量位列全省前
茅。

23处遗产

入选第一批“乡村记忆”

“这些东西小时候在农村老家见过，现在
都不用了吧？”在安丘辉渠民俗博物馆，煤油
灯、蓑衣、石磨、风箱……这些过去农村常见

的生产、生活用具，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辉渠民俗博物馆馆长赵健介绍，博物馆利

用原雹泉村小学改造建设而成，占地面积30余
亩，布展面积1200平方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物件有的已
经成为人们印象中的东西，逐渐将被淘汰。民
俗博物馆可以让人们记得住乡愁，留住那段历
史的记忆。”赵健说。

潍坊市文化馆副馆长、潍坊非遗中心副主
任范新建介绍，2014年，山东省开始实施“乡
村记忆”工程。今年5月，辉渠民俗博物馆所在
的辉渠镇雹泉村入选山东省首批“乡村记忆”
工程文化遗产。

李洪勤说：“今年5月15日公布的《关于公
布第一批“乡村记忆”工程文化遗产名单的通
知》中，潍坊市获批23处，总量位列全省第5
位，其中传统村落(街区)15处、传统民居4处、
博物馆(传习所)4处。”

潍坊市在建设“乡村记忆”工程的探索实
践中，形成了旅游发展融合型、特色产业带动
型、商业利用共赢型、主题文化再造型、非遗
展演活化型、生态环境改善型六种模式，基本
达到了“整体保护、环境提升、活化遗产、共
生多赢”的目标。

“从实践看，实施‘乡村记忆’工程，以
‘真实性、整体性、活态性’的形态保护好、

展示好、利用好了珍贵的乡土文化遗产，推动
了村民思想解放、观念转变、素质提升、收入
增加，调动了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积
极性。”李洪勤说，青州王府街道井塘古村以
“乡村记忆”工程建设为契机，对古村进行整
体修缮，开发旅游，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
游的和谐发展。

上级专项补助金7000多万元

本地投2000多万元

山东省文物局9月份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
作月报中，对全省登录数量前20个单位进行了
排名通报，其中有潍坊5个单位。

李洪勤表示，潍坊积极争取各级文物保护
专项经费，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维修保护。今
年争取国家专项补助资金6698万元、省级专项
补助资金540万元。所有国家和省补助资金项目
都已启动，其中，十笏园修缮工程、驼山石窟
安防工程、奎文门修缮工程等项目已顺利完
成。潍坊十笏园、坊子炭矿遗址、寒亭于氏宅
院等20余处国保、省保单位经过保护维修对外
开放后，获得广泛赞誉。

2012年10月，全国正式启动第一次可移动文
物普查。临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合理利用

经费，在潍坊市率先完成了宣传发动、国有单
位名录调查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年10月23日，
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已完成数据采集、平台
报送89000件。

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在普查中做到应查
尽查，除原有登记造册的馆藏文物外，还清点
出钱币近9万枚，涵盖春秋战国、秦、西汉、南
朝宋、北魏、隋、唐、五代十国、两宋、辽、
金、明、清、民国等多个历史时期及割据政
权，其中北宋铸币占总量的70%以上。

“我们发现馆藏货币数量众多，不乏精
品，其中，战国齐返邦长法化刀币，是齐刀币
中的极品，国内现发现的该刀币不过50枚，具
有很高的文物研究价值。”衣同娟介绍，在普
查中发现的南朝宋孝建四铢、北朝永安五铢两
种货币，填补了临朐县南北朝铸币的空白。

在争取上级专项补助资金的同时，潍坊各
地配套了相应的资金。省保单位潍县乐道院，
省文物局分2次扶持维修资金170万元，地方财
政配套近240万元。青州基督教建筑群，省文物
局扶持维修资金70万元，青州市财政配套超过
300万元。奎文东关城墙，省文物局扶持维修资
金70万元，奎文区财政配套超过200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潍坊市、县两
级财政在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上的配套和直
接拨款已超过2000万元。

不可移动文物4099处 文物藏品40余万件（套） 第一批“乡村记忆”工程文化遗产23处

潍坊：保护文化遗产留住“乡村记忆”

高密鼓励

残疾人自主创业

□李生涛 李国辉 肖宝芹 报道
本报昌邑讯 近年来，昌邑市坚持“严

实结合”，建立完善事业单位法人监督管理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开展事业单位法人信用
等级评定，形成监督管理协调配合长效机
制，扎实有效地推进事业单位绩效考评相关
工作，扩大了事业单位绩效考评工作的社会
影响力，提升了事业单位整体监督水平。

昌邑市成立了由4位市委常委担任考评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事业单位绩效考评委
员会，制定了具体工作规则，印发了实施方
案，对平日考评、满意度测评、自查自评、
实地考评、“一票否决”事项认定、确定等
级、结果兑现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
将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更名为事业单位监督
管理局，增加了事业单位考评、建立和完善
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信用等级评定等方
面的职能。该市通过举办事业单位法人培训
班等形式加强宣传动员，并根据不同类型事
业单位的行业特点，对日常设立、变更、年
度报告公开、信息公开等情况建立登记管理
台账，开展了印章和标牌、法人证书专项检
查及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并以电话形式向市
民开展服务满意度测评，仅去年就累计拨打
电话4500个。这个市还将考评结果作为评先
树优、干部使用、财政预算、机构编制调
整、市直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大大提
高了事业单位绩效考评的影响力。

昌邑提高事业单位

绩效考评社会影响力

诸城为残疾人

免费健康查体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李增席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0月10日，由潍坊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潍坊市食品安全科普
知识进学校进社区公益宣传巡演活动暨安全
用药月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世纪泰华中心北
广场举行。

据介绍，宣传巡演活动期间，将通过设
立宣传展板、发放科普宣传资料、开展食品
药品安全有奖知识竞赛等形式，向市民宣传
食品安全知识，增强公众识假、辨假能力及
自我保护意识，提高食品安全社会监督能
力。同时，将宣传活动与文化活动相结合，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营造浓厚活动氛
围，引导公众积极投入到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城市工作中去。

食品安全科普知识

进学校进社区

在景芝酒业南校场烧锅遗址，工人们在展示传统的酿造技艺。

□宋学宝 王庆和 摄
青州市高柳镇北阳河工业园内的格润莱

福有机果蔬种植示范基地的335亩有机大姜
今年喜获丰收。“格润莱福”牌有机大姜施
用自己公司生产的同名“格润莱福”有机肥
料，开创了“用肥防病”的新模式。每年姜
的总产量在150万公斤左右，产品销往日
本、荷兰等国家。

图为基地员工正在出姜。

（上接第17版）11月2日，记者在潍坊渔港
码头看到，上百艘渔船正在卸虾蟹，来自辽宁、
江苏、浙江、河北及省内的冷藏货柜车一字排开，
渔民忙着分类装筐，收购商忙着过称计数。在滨
海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王修东看来，潍坊渔港
紧临疏港路和正在建设的疏港铁路，交通方便，
配套设施齐全，它的建成，对周边地区渔船到港
停靠的吸引力非常大，年卸货量预计可达4万吨
以上，不仅对潍坊本地海产品供应量会有很大提
升，对全省水产市场供应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潍坊渔港的建设还将大大改善潍坊北部地
区渔业的生产条件和避风条件，吸引更多的渔船
进港停泊、装卸、交易和补给等，为促进渔区经济
的发展和方便渔民生产生活，保护生态环境，促
进当地乃至周边地区渔业经济发展、加快渔业产
业结构调整发挥巨大的作用。

“渔民船来了，渔货就来了；渔货来了，游客
就来了，经营过的客商就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就
很繁荣。我们也计划搞一些休闲渔业，主要是渔
钓、船钓、岸钓，给一些海钓爱好者搞好服
务。”王雷告诉记者，潍坊渔港综合发展渔业
服务、水产品交易、休闲旅游、海洋运输等相
关产业，为海洋渔业发展和市民亲海近海搭建
了新平台，届时，这里将成为一个“观海景、
买海货、尝海鲜”的热闹所在。

为更好地发展潍坊渔港相关产业，滨海区
制定出台了《关于渔民入住落户渔民新村扶持政
策实施意见》，在海恒威渔港南侧、进港路西侧区
域，规划建设北海渔民新村，旨在解决渔民生产、
生活问题。凡在滨海落户的渔民，每户可免费获
得土地建设住宅，并同步做好渔民新村水、电、通
讯及道路配套工作，开通免费公交，保障渔民新
村交通畅通。在方便渔民出海作业的同时，渔民
可就近上岸居住生活，改善生活品质，可享受滨
海城镇居民待遇，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公交、免
费直饮水等一系列政策，特别是解决孩子上
学、就医、养老等一系列问题，为“渔民上岸
居住”解决了后顾之忧。

双港联动———

构建大环抱多港池格局

港口是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桥梁，
是区域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重要依托，
承载着一个海洋城市的未来。以港口突破带动
滨海区实现突破，全新的港口发展布局，正在
加速提升潍坊市海洋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潍坊市委、市政府突破滨海、建设海
洋经济新区的决策部署，潍坊渔港作为潍坊港
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正式纳入潍坊港整体规
划，让潍坊港中港区由单港池变成了双港池，
形成“大环抱、多港池”的大港口格局。潍坊
渔港使潍坊港由单港池变成了双港池,岸线增加
了13 . 7公里。潍坊渔港着力打造集渔港、食品
港、旅游港和商业港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港
口，它的建设带动了潍坊港的建设发展，将进
一步优化提升潍坊市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布局。

记者在疏港路北端远眺，在路西侧的潍坊
渔港和另一侧的潍坊港，两者形似双翼，极大
地拓宽了潍坊港的发展空间，并形成合力，深
耕海洋。

“新的潍坊港总体规划以‘一干三支’布
局航道，航道码头规划等级最高10万吨级，可
建设泊位291个，总吞吐能力3 . 8亿吨。港口经济
区产业规划按‘3810’规模实施，即3000亿元总
产值、8大产业集群、10大功能区。”潍坊市港
航局副局长李波说。

潍坊渔港与潍坊港一体规划发展，进一步
加快了渔港经济区建设。潍坊渔港不但方便各
地的渔船停泊、进出港口，还将成为烟台、威
海以及南方城市的货物物流聚集地。

山东龙威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滨亭表
示：“龙威公司深入推进龙威渔港码头建设，
同时以渔港为平台加快渔港休闲垂钓等旅游业
开发建设，不断致力于将龙威渔港打造成具备
渔货船作业及停泊、散货码头、船舶修造、仓
储冷链物流、水产品加工及交易、休闲旅游等
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渔港经济区。”

潍坊港与小清河入海口遥相呼应，是距小清
河最近的海港，并将在小清河复航后发挥海河联
运枢纽港作用。双港联动，河海联运，一体发展，
将成为连接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与蓝黄两区、环渤
海区域的重要纽带和货物物流聚集地。再辅以山
东高速物流园、海关监管区、潍坊机场、疏港铁路
等项目，实现海陆空物流结合，可辐射整个环渤

海及东北亚。以潍坊港、潍坊渔港为窗口，潍
坊正加快融入国家“一路一带”大战略，密切
与世界各地交往相通、经济相连。

担当实干———

为海洋经济新区建设添重彩

多年来，勤劳智慧的滨海人世代以捕鱼为
生。但一种尴尬和无奈也困扰了滨海人多年，那
就是当地一直没有渔港，这一事实也成为制约滨
海及潍坊现代渔业等海洋经济发展的短板。

潮起潮涌间，滨海人敢想敢干、勇于担
当，战天斗地、砥风砺雨，日夜施工、攻坚克
难，建设属于自己的首个外海渔港。

2 0 1 2年，作为潍坊渔港重要的组成部
分——— 龙威渔港开工建设，标志着潍坊渔港建
设正式拉开帷幕。自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单位
集中优势资源，克服海上施工难度高、施工技
术复杂、施工区域水深、海潮冲刷严重、海上
天气变化快、风暴潮多发等不利因素，科学谋
划推进，全力实施项目攻坚，共计完成块石回
填700多万吨、土方吹填1690万方，建成疏港大
坝15公里、疏港道路14公里、码头岸线760米，
可同时容纳1000多艘渔船进港停泊、补给，已
达到一级渔港标准。

潍坊渔港的建设，凝聚了无数渔港建设者
的心血和汗水，充分展现了滨海人积极作为、
勇于担当、创新求变、攻坚克难的滨海精神。

从第一车石块入海到如今开港运营，潍坊
渔港从无到有，从汪洋到码头，处处留下了渔
港建设者们干事创业的拼搏身影。参与建设的
山东龙威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袁荫龙回想起奋
战场景时，心潮澎湃。“最震撼人心的是每天
都能看到运送石块的车辆排起长龙，足有上千
米。为加快建设进度，我们组织了200多辆车从
青州、昌乐等地不间断地运送石料，同时，组
织船只从莱州运石料，海陆同步施工，大坝合
龙的那一刻，作为一名参与者、建设者、见证
者，感觉很自豪、很激动。”

据了解，海上施工难度大，条件艰苦，冬
天冰冷的海风直往衣服里钻，穿两层棉衣还冻
得打哆嗦，夏天没有遮挡，烈日直射，蚊虫叮

咬。当渔港大坝进入合龙冲刺阶段时，仿佛为
了考验渔港建设者的意志，风暴潮相继涌来，
有两次竟将几百米长的坝体夷为平地。在潍坊
渔港施工过程中，先后经历大小风暴潮10余
次，其中最严重的是2014年10月份的两次高达4
米多的风暴潮，新投放的十几万吨石块瞬间被
冲得无影无踪，造成经济损失近亿元。但渔港
建设者们毫不气馁，克服风暴潮、严寒、大
风、酷暑、暴雨等不利天气的影响，奋勇拼
搏，确保了渔港工程顺利推进。

“截至目前，龙威渔港工程总体投资已超
过22 . 6亿元，可以说龙威是把以往30年聚集的人
力、物力、财力，竭尽所能地全部投进了龙威
渔港的建设，同时也把龙威公司的未来和希望
放在了渔港上。”袁荫龙说。

疏港公路是进出潍坊渔港主要交通干道，
被列入滨海区2015年重点政府性投资工程，仅
用两个月时间就建成通车，让“滨海速度”在
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疏港公路长11公里，路面宽11米，总投资
8000万元。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工程项目部抓
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施工。“前期我们
采用交叉作业、昼夜施工的方式加快施工进
度。同时扩大工程面，数支工程队同时施
工。”疏港公路现场负责人李相军说。

海上施工比陆地施工难度大，在海上受天
气因素束缚比较大，风浪、潮水等都会影响施
工进度。“今年7月底，我们在施工时突降大
雨，因为太过突然，两段约50米已经压实的路
面被淋湿，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我们又挖开重
修。”李相军说。为了保质保量完工，项目指
挥部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长期驻扎在工地，
现场研究解决工程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同时加强工程建设管理，不断优化施工组
织方案，确保了工程建设进度。经过渔港建设
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今年8月31日，潍坊渔港
顺利开港运营。

蓝色支点，潜力无限。潍坊港和潍坊渔港建
设擎起了海洋经济新区建设的蓝色引擎，为潍坊
腾笼换鸟、转型升级提供了战略空间，为“海上粮
仓”建设和滨海开放开发提质增效，推动潍坊海
洋经济的发展，载着潍坊的蓝色梦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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