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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李广寅
通讯员 黄 锋 李晓琳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初冬时节，垦利县黄河口镇
万尔村又迎来了乡村旅游的一个小高峰，针对
游客开展的原生态乡村活动接二连三地上演：
温室大棚里，游客在浓绿的枝叶间，或采摘，
或自拍；村旁的广场上不时传出孩子们的阵阵
笑语声。

距离东营市主城区40余公里的黄河口镇区
位优势并不明显，而对于大多数游客说，这里
的好生态确是一张特殊的“王牌”，时刻吸引
着他们争相前来，这里的旅游热度也伴随着这
张“王牌”不断飙升。

以万尔庄园打造的“周末去哪儿”活动为
例，今年该亲子体验营已成功接待来自潍坊、
淄博等地的游客30余批1000余人次，成功打响了
黄河口乡村旅游品牌。

在距离黄河口镇50公里外的东营区龙居镇
黄河森林旅游度假区，同样也是游人如织，前
来享受东营近郊乡村游的客人体验着多样的文
娱活动。“黄河森林旅游度假区是龙居镇旅游
的代表品牌，其核心部分已被省林业厅批准设
立为省级森林公园。”龙居镇旅游办公室主任
曲汉峰介绍，龙居镇打出的生态林场、龙居特
色品牌、体验式基地建设“三张名片”带来了
旅游业的跨越发展，如今镇上已有优麻湾西
瓜、龙居丸子等11个地理标志产品，创建了4个
省级产业特色村。

近年来，东营市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业，重点扶持和发展了一批有特色的
农家乐、渔家乐旅游，组织实施旅游强县、强
乡镇、特色村和农业旅游示范点战略，实现了
旅游业和新农村建设互动发展。

按照“一镇一品”的发展思路，东营市着
力打造乡村旅游的“十朵金花”，即以“蓝海
逸园”“兵家武圣”等企业为主体的生态园，
以景区为依托的“绿野仙踪”和“鹤宝农
庄”，以农户为主导的“万尔庄园”和“滨河
人家”，以及以丰富渔业、温泉资源著称的
“渔人码头”等十个乡村旅游示范单位，深度
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形成了吃、住、游、娱完
整产业链条。

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改厕改厨”决定着乡村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
水平。“针对此工程，东营市自2013年以来相
继完成两批266户农家乐的‘改厨改厕’工作，
落实扶持资金425 . 6万元，乡村旅游接待服务设
施得到有效改观，农户发展旅游的意识增
强。”东营市旅游局旅游规划发展科工作人员
介绍，为提高东营市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劳动技

能和服务水平，及时更新乡村旅游管理人员的
管理和经营理念，东营市还组织各县区建立了
乡村旅游培训基地，并开办乡村旅游发展理论
与实践、旅游接待规范、客房整理、食品安全
管理、营养搭配常识、面点和家常菜制作等内
容的培训班，免费指导从事乡村游的农家业
主。

目前，东营市逐步形成了以中心城区为乡
村旅游服务中心、食住游购娱等要素齐全的沿
黄乡村旅游特色带，以及北部黄河水乡、中部
林间乡村、南部民风古村三个特色片区，全市
共创建了16个省级强乡镇、26个省级特色村，
省级乡村旅游示范单位达到了57个，全市乡村
旅游业正向精致化、高端化、品牌化方向发
展。前三季度，东营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70 . 85万
人次，同比增长8 . 7%；国内游客消费21 . 8亿元，
同比增长15 . 16%。

□通讯员 隋小文 王洪杰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加强制度建设，是最可
靠、最有效、最持久的治党方式……”日前，
东营区辛店街道唐家村党支部书记唐修波闲暇
之余拿起手机，浏览辛店街道的党建微信公众
号，里面实时发布的党建方面的文章和观点让
他受益匪浅。

为拓展党建交流信息渠道，加强党员同组
织之间的信息互动，及时了解、总结社情民
意，辛店街道建立了党建微信公众平台“辛店
党建”。该微信公众平台通过认证以来，始终
坚持以“发布党建资讯、解读权威政策、教育

党员干部、服务基层群众”为目的，依托微信
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随时在线等诸多优
势，通过文字、图片、音像等形式，让党员干
部可以自由学习党建知识.。

同时，他们及时发布最新的党建活动通知
和动态，实现实时党建互动。广大党员只要在
微信上搜索公众账号“辛店党建”，马上就能
与党建工作零距离。

“区委组织部有一个写‘平凡好党员’微
故事的通知，这个活动不错，我得好好研究研
究，挖掘一下身边的好党员。”看到微信公众
号里发布的《关于开展“平凡好党员”微故事
“点赞党员先锋”微镜头征集工作的通知》，

辛店街道机关支部党员李秀萍非常感兴趣，表
示要结合身边的人和事，参与到这个活动中
来。

“有了微信平台就是方便，以前我们搞党
员活动都是闷头搞，看了‘辛店党建’上面发
布的周家村组织党员‘走访抗战老兵——— 听周
兰堂讲述战火纷飞的激情岁月’活动，我们村
很多党员都很感兴趣。”该街道刘家村村委兼
妇女主任盖月红说。

“辛店党建”微信公众平台开通两个月
来，已累计推送各类图文信息30余期。目前，
街道76个基层支部的党务工作者及全街道党员
均已对公众号进行了关注。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刘辉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冬日，在广饶县李鹊镇赵庄

村的文化广场上，随着《最炫民族风》有节奏
地响起，村民们又跳起了广场舞。“每天晚上
晚饭后休息一会儿就来这里跳舞，锻炼了身
体，邻里间也更融洽了。”赵庄村民间艺术队
伍的赵大姐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环顾夜晚的赵庄村文化广场，灯光通明，
音响、投影、健身器材等一应俱全，村民们在
此或跳着舞，或聊着天，或在器材上压腿、扭
腰，笑声一直萦绕在这片小广场的上方。近年
来，李鹊镇把文化阵地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为让群众共享文
化发展带来的成果，全镇57个行政村，村村建
起文化大院、文化广场。

文化大院配备了农家书屋、娱乐活动室、

公共电子阅览室及培训教室；文化广场配有篮
球场、乒乓球场及健身路径，并免费开放，满
足了广大村民的文化体育活动需求。同时，李
鹊镇还确定在唐家村、赵庄村、李西村、赵寺
村等7个村，按照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试点标准
进行建设。

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村民的心情也越来
越好，不少村民更是兴致勃勃地玩起了收藏，
搞起了创作。走进广饶县李鹊镇老年书画协会
的活动室，放佛置身于书画展览馆，细嗅墨
香，酣畅淋漓。可谁也不曾想到，这些作品竟
然是出自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平均年龄已逾
七旬的农村老人。从2004年最初创办时的书画
联谊会到现在的书画协会，从当时的10名会员
发展到如今的83名会员，李鹊镇老年书画协会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人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闲

暇时，老人们前来练练书法、写写画画，生活
充实快乐。

在西孙村，村民蒋庆群利用自己的收藏开
办了一个生产生活用具博物馆——— “九龙口民
间艺术馆”，免费为大家开放。在蒋庆群的民
间艺术馆里，有用荆条编的篓子、储存粮食用
的粮囤、浇地用的马拉水车、民国时期的保险
柜，生产类用具、生活类用具、农家织布类工
具等共200余件，最早的老物件要追溯到明代，
古色古香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为了让群众更好地开展文化活动，提升文
化生活的质量，李鹊镇文化站配备了3名专职工
作人员，57个村全部配备专职文化管理员，定
期调度各村公共文化工作开展，推动公共文化
工作制度化、经常化。每村文艺队伍3支、1个
特色文化品牌，每年开展群众文体活动12次以

上。
政府搭平台，百姓唱主角。李鹊镇先后举办

“翰墨飘香庆新春”书画展及全民广场舞大赛等
活动，为百姓提供了展示才艺的舞台。同时，该镇
还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组织培训文艺骨干，开
展“进千村乐万家”“百团千场乐万家”送戏下乡
活动，现已累计演出100余场。

李鹊麦秸画是一种将中国古代传统字画与
工艺相结合的传统手工技艺，是广饶民间文化
中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为进一步传承麦秸画，李鹊镇现在正在积极申
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启动众筹，引起广
泛关注。

“保护和开发文化艺术遗产，对社会的稳
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李鹊镇镇长张树卫说。

村村建起文化广场 定期组织文化培训

李鹊镇古稀老人爱上书画创作

东营乡村旅游逐步迈向精致化、高端化、品牌化

“十朵金花”叫响黄河口旅游

辛店街道开启党建“互联网+”模式

微信小平台 党建大服务

□刘智峰 李广寅 报道

盐碱地上的“智慧农业”
11月25日，东营区景屋生态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试验大棚内，社员王滨孚在对蔬菜进行管理。该基地是山东农业业大学智慧农业重点

试验基地，采用物联网智能控制系统，通过推广“蔬菜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了盐碱地农作物产量。

□李明 杨振坤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山东省林业厅下发了

《关于公布2015年度山东省林业龙头企业名单
的通知》，东营市有5家林业企业获此殊荣，
分别是：胜辉木业有限公司、东营豪迈木业有
限责任公司、东营市芳梓木业有限公司、东营
弘力祥安园艺有限公司、山东利全生态林业有
限公司。

近年来，东营市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始
终坚持把为林业企业提供各方面优质服务，创
造良好发展软环境，培育扶植壮大林业龙头企
业作为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大事来抓。通过采
取落实扶持政策，搞好林农培训，培养种植大
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强技术指导和科技帮
扶等措施。不断引导林业企业上规模、上档
次，促进林业龙头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目前，全市已有国家级林业龙头企业1
家，省级林业龙头企业28家，市级林业龙头企
业63家。在产品优化升级、品牌效应发挥、市
场引领、产业引导、辐射带动上引擎作用凸
显，为服务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实
现林业产业强市战略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增5家

省级林业龙头企业

□李明 梁斌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为进一步明确纪检监察干部

这一特殊群体的道德高线和行为“底线”，近日，
东营市纪委制定出台了《东营市纪检监察干部
行为规范》、《东营市纪检监察干部“二十个不
准”》和《东营市纪律审查工作“十五个”不准》。

《东营市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规范》，立足
于职业操守，构筑思想道德防线，坚持激发干
部自律的内生动力，从对党忠诚、信念坚定，
牢记宗旨、执纪为民，勇于担当、敢于碰硬，
履职尽责、勤勉敬业，遵规守纪、清正廉明，
品行端正、情趣健康等六个方面，倡树和引导
纪检监察干部的行为。

《东营市纪检监察干部“二十个不准”》
和《东营市纪律审查工作“十五个”不准》，
立足于纪律要求，坚持具体、可行、实在、管
用，列出了纪检监察干部行为的“负面清
单”，规定，不准参加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
宴请和其他饭局，不准接受来自任何方面有可
能影响履行监督执纪职责的礼品、礼金、各种
消费卡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服务，不准以任何借
口打听与本人工作无关的案件情况，或与无关
人员讨论案件内容，不准通过任何方式为纪律
审查对象说情，明确了纪检监察干部在工作和
生活中不能碰触的“底线”。

纪检监察干部行为

有了规范

□张菲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为全面加强消防产品监督

管理工作，加大对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查
处，日前，东营区消防大队监督执法人员深
入辖区中小型饭店，开展消防产品质量检查
行动。

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各饭店的灭火器、
室内消火栓、消防水带等消防产品质量情况
及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证书以及型式检验报
告，消防产品的标识、材料、性能等与型式
检验报告是否一致，并对消防产品进行判
定。针对中小型饭店存在消火栓锈蚀、灭火
器压力不足等行为，检查人员依法下发了责
令改正通知书，督促落实整改措施，为净化
消防产品市场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东营区开展

冬季消防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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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救助让残疾儿成了康复

小明星

政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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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天申:

捐款500万元成立助学基金

油 田

□扈永顺 张致真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为了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完善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机制，提高重大行
政决策质量，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东营市政
府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办法》于近日出
台。合法性审查方式包括：书面审查，必要的
调查研究或者考察，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
会、协调会或者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
意见等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和建
议，组织政府法律顾问进行法律咨询或者论
证等。

《办法》明确，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是指
市政府依照法定职权，对关系本市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社会涉及面广、与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作出的决定，包含
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政策措施，编制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编制各类总体
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等。

东营市法制办工作人员介绍，决策事项
承办单位应当在组织完成公众参与、专家论
证、风险评估等程序，并经本单位法制机构合
法性初审和部门会签后，将重大行政决策方
案和有关资料送市政府法制办进行合法性审
查。市政府法制办从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是否超越法定职权，是否违反法定程
序等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市政府法制办完
成合法性审查工作后，应当出具合法性审查
意见书，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审查意见对决策
方案作相应修改。《办法》还明确，市政府常务
会议或者全体会议研究讨论重大行政决策方
案时，市政府法制办负责人列席会议，并作合
法性审查说明。

行政决策合法性

审查办法出台

□通讯员 姚玉玲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记者从东营市房产
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1—10月份，东营市
东西城房产交易大厅共受理各类房屋登记
26292件，登记房屋88065套，受理数量同比
上涨9 . 93%。

统计数据显示，在前十个月中心城区住
宅商品房共网上签约的房产中，中小型占签
约比例达77 . 41%，东营市房地产市场仍以刚
性需求为主。东营市房产交易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随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完善，
东营居民在选购房屋时少了以往的盲目，多
了理智和成熟。

中心城区

房产受理量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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