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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潍坊讯 6月13日上午，2016年潍坊食品
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人民广场举行，主题为“尚
德守法，共治共享食品安全”，现场有1500余人参
加，潍坊市180多个食品企业代表进行了诚信宣
誓。潍坊食药监部门在现场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咨
询，接受市民投诉举报并免费发放食品安全常识宣
传手册、明白纸等各类宣传资料3000多份。

潍坊市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将其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底线，作为维护百姓利益、捍
卫执政公信、推动社会治理的重大任务，以创建
“国家食品安全城市”为抓手，坚持发挥市场机
制、让市场管市场的治理方向，积极探索“五治并
举”的食品安全共治之路，潍坊食品安全形势持续
稳定向好。

启动仪式上，潍坊市相关领导强调，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围绕宣传主题，坚持“德治”和“法治”
并举，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
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着力解决食品安全的深层次
问题。突出诚信建设、强化诚信自律，引导食品从
业者牢固树立法律、道德、诚信意识。广泛动员社
会各界参与，构建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守法的外部
约束机制，形成社会各方良性互动、理性制衡、有
序参与、有力监督的社会共治格局，共筑食品安全
防线。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都镇强

“昌乐二中·美加实验学校项目进展顺利，
目前已进入内部装修、设备安装、校园绿化阶
段。我们会全力以赴确保施工质量，保证7月底
前竣工验收。”6月12日，山东美佳教育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朋说。记者了解到，昌乐
二中·美加实验学校项目是2015（首届）中日韩
产业博览会47个集中签约项目之一。目前，2015

（首届）中日韩产业博览会集中签约项目进展顺
利，有的项目已经运营，还有些项目已完成登记
注册，正在建设之中。

引进项目的落地是中日韩产业博览会带给
潍坊的直接好处之一。在潍坊市看来，中日韩产
业博览会是该市融入国家自贸区建设和“一带
一路”开放战略的重要平台和抓手。去年首届中
日韩产业博览会逾1000家企业参展，其中境外
企业逾600家，境内企业逾400家。据统计，展会

客商逾20万人次，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
加坡等4 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客商达到
12000多人次。可以说，中日韩产业博览会的举
办，让“境外客商请进来，潍坊名片送出去”成为
现实。

随着中日韩三国产业合作的日益密切，越
来越多的日韩客商选择落户潍坊。记者从潍坊
市商务局了解到，潍坊市现有韩资企业78家，投
资总额6 . 2亿美元，主要分布在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纺织服装和化工领域；现有日资企
业133家，投资总额7 . 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农副
食品加工、石油化工、食品制造、造纸、纺织等领
域。其中，在潍坊投资的世界500强日韩企业累
计已有12家。

以临朐县为例，该县现有韩资企业5家，分
别为潍坊盈珂海洋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潍坊先
行食品有限公司、临朐颜鑫工艺品有限公司、潍
坊鑫盛家纺有限公司和临朐金太阳食品有限公

司，全部为韩商独资企业。“临朐县5家韩资企业
投资总额总计698 . 9万美元，注册资本总计376 . 2
万美元。我们欢迎包括日韩在内的境外客商多
来临朐投资，希望借助新一届中日韩产业博览
会推荐临朐县。”临朐县商务局局长薛光利说。

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徐沪滨
看来，中日韩三国经济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
人口众多，市场空间巨大，在基础设施建设、
装备制造等领域具有优势，与日韩等东亚各国
合作前景广阔。潍坊市是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
的节点城市，正在着力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
极加强与日韩两国的经贸合作。

今年9月23日至25日，2016中日韩产业博览
会将在潍坊鲁台会展中心举行。这届中日韩产
业博览会主题是“创新·合作·发展”，将以融
入中日韩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为落脚
点，抢抓国家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
重大机遇，突出中日韩三国优势产业、前沿技

术、高端产品和知名品牌，推动与日韩行业领
军企业和重点协会组织等在多领域的更高层次
合作，为中日韩务实合作开辟新空间。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设置中日韩智能制造
电子信息展览会、节能环保新能源展览会、现
代农业和食品安全展览会、健康养老及美丽产
业展览会、文化创意产业展览会等五个展览
会，重点展览展示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产业。

“韩国这次预计参展企业以电子产业、机
械制造、手工艺品为主，将有300家左右企业
参展。”正在韩国洽谈韩国产品进口业务的山
东韩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欢在电话中
告诉记者，韩国企业对于新一届中日韩产业博
览会抱以期待，希望通过参加中日韩产业博览
会，实现与潍坊等中国城市的合作。借着中日
韩产业博览会的东风，刘欢所在公司与潍坊市
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合作的韩尚购供应链平台目
前与潍百集团已签署合作协议。

□ 本报记者 张 蓓

6月7日，高考首日，潍坊一中考点门口，家
住潍坊市潍城区望留街道的杜先生在这里候了
一天。为了这两天的高考，他和妻子特意从单位
请了假来陪孩子考试，单位领导都非常理解和
支持。

“我们分工明确，我陪孩子考试，她妈妈在
家做饭。”杜先生说，女儿平时一直住校，为了让
女儿有个安静的休息环境，考试前十几天，他特
意从朋友处借了附近的房子，以方便孩子考试
这两天吃饭、午休。为了保证女儿考试期间的营
养，他还特意制定了食谱，早上吃海参、中午吃
排骨、晚上吃牛肉，搭配蔬菜等。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高考不像现在这么
重视，根本没有陪考这一说。”杜先生感慨道，自
己高考时睡的是30多人的通铺，吃的是食堂大
锅饭。这次陪考让杜先生想起了26年前自己参

加高考的情景。
杜先生是昌乐县营丘镇人，当年就读于昌

乐二中，“考上大学进城，考不上大学种地”是那
个年代最直白的选择题。要想走出农村只有两
条路选：出去干零工和高考。抱着转上城市户口
的想法，全班50多名学生，全部参加了高考。

“那时候没有陪考，考完就回家干农活。”考
完试，杜先生回家和父母说自己刚参加完高考，
父母才知道原来高考结束了。这一年，他考上了
昌潍师专，实现了自己农转非的愿望。

如果说现在的考生参加高考流的是汗水，
71岁的王崇兴参加高考，流的就是泪水。1964年
高考，王崇兴背着全家人参加了。在那个学习排
在劳动之后的年代里，哥哥姐姐们小学毕业就
回家干活了，只有自己念到了高中。“因为家里
穷，二哥30多岁了仍未讨着媳妇。母亲不让我参
加高考，让我快干活赚钱，省出一张嘴来给二哥
攒钱娶媳妇。”想起当年的情形，王崇兴感到犹

如昨天，起初他还反抗，在家人轮番工作下他饱
含眼泪，在小院里把从小学到高中的课本全烧
了，家人至此安心。

王崇兴并没有就此放弃。高考那两天，他骗
家里人说要去考场服务，从家里溜了出来。“早上
没有表，天一亮了就起床去。也没有管饭的，从家
里带点饭去吃。”王崇兴回忆，当他拿出山东大学
中文系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顿暴打自然没有逃
过，但打完后全家都哭了，当天晚上家庭开会，
母亲说既然考上了就去上吧。为了攒学费，王崇
兴去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一块钱，哥哥姐姐们
又凑了5块钱，就这样他踏上了自己的求学路。

从全家反对，到家人不上心，再到高考全家
请假陪考，全城总动员为高考护航,这其中折射
出了时代的变迁。

变化的不只这些，就在全市6 . 9万名考生都
处在紧张状态中时，潍坊一中的胥丽颖却忙着
准备国外大学入学的考试。已经被加拿大麦吉

尔大学录取的她不需要参加高考。胥丽颖说她
高一就选择了出国留学，像胥丽颖这样放弃国
内高考，早早就申请了国外大学，拿到了录取
通知书的，已越来越多。

同样是潍坊一中高三毕业生的姜子铭，如
今正坐在清华大学的预科班里学习大一的课
程。姜子铭去年拿到全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一
等奖之后，入选国家队集训并与清华大学签
约，拿到预录取通知书。

从千军万马过高考的“独木桥”到奥赛提
前录取，参加“洋高考”，从最初的录取比例不
到5%到现在只要你付出努力几乎都能有一
所大学上。在现行的体制下，高考仍是多数人
改变命运的必由之路，很多人的命运因高考
而发生了变化，高考也成为一年一度的大事。
但经过近40年的改革和变化，成才之路已变
得多元化，高考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高不可
攀。

□ 责任编辑 赵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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