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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春 李明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前段时间往天津发的是胸

径10公分的速生白蜡，总数12000株，今年天津
市外环路绿化的白蜡全部是用的咱基地的。他
们从天津一直找到临沂，只有咱们基地的白蜡
符合他们的要求。”日前，在国山苗木专业合
作社白蜡基地内，社长韩吉文介绍，国山苗木
专业合作社面积430亩，栽植白蜡大苗30000
株，小苗60万株。优质的苗源加上良好的服
务，让他们的树苗供不应求。“今年开始实施
的全市‘三年增绿’工程，广利河等5条水系
绿化需要20万株胸径3公分的白腊，也全部是
咱们基地的苗子。”在韩吉文看来，苗木是一
项朝阳产业，找准定位，做大做强，选精培
优，发展苗木大有可为。

李鹊镇从2011年开始建设黄河三角洲（李

鹊）优质苗木花卉基地，到目前已达18000亩规
模。一开始，就确立了“政府科学规划定位，
企业化运作，项目化建设，专家指导生产、管
理和经营”发展经营模式，发展高档景观绿化
苗木，做到特色化、专业化和精品化。博绿园
林北美海棠、百佳益园林曼地亚红豆杉、盛大
园林蜀桧……在今年3月份举办的首届山东
（广饶·李鹊）苗木花卉博览会上，大批精品
苗木广受客商抢购，总成交额达5000万元。小
苗木真正做成了大产业，成为李鹊“绿色”新
名片。

在做大苗木产业同时，紧抓粮食不松手。
随着满载糯玉米的货车驶出锦绣千村农民种植
专业合作社粮食仓储区，负责人田玉梅才顾得
上喝口水。“这批玉米一共6000吨，全部是法
国盖洛特公司的订单。去年，合作社种植糯玉
米3 . 2万亩，3万多吨糯玉米全部来自国际订

单，今年的订单要达到4万亩。”田玉梅信心
满满的背后，是该镇坚持“做优一产”的不懈
努力。全镇5 . 7万亩粮食被列为全县整建制高
产创建示范区，先后投资4000万元实施了良田
改造，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2100万元，建
设广饶县为农服务中心，设立农资配送、技术
培训、农机作业等7个“一站式”农业生产服
务平台，购置智能终端配肥机、农用植保机等
农业机械，改变过去“大把撒”的用肥方式，
农田施肥实现对症下“肥”，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全部进入“飞防”时代。

此外，依托黄河三角洲（李鹊）优质苗木
花卉基地，李鹊镇还开发建设了上农业休闲旅
游区，按照“一园一景点，一园一特色”的理
念进行规划设，突出打造乡村旅游精品景点和
路线，并成功创建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在
景区建设上，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农家乐等特

色经济，将休闲产业与精致农业相结合，走出
了一条绿色旅游发展新路子。以鹊苑观光园为
中心，整合旅游区内53家特色园林，对接孙武
湖滨湖观光带，打造“鹊林叠翠、魅力李鹊”
休闲品牌。同时，积极开发石磨面粉、园林果
蔬、黑猪肉等具有李鹊特色的旅游产品，结合
广饶生态慢城创建，抓好基础设施配套，丰富
旅游业态，让李鹊成为广大市民群众园林游、
科普游、亲子游、休闲游的“首选地”。

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让当地的环境有
了显著改善，也让老百姓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
头。洪祥葡萄采摘园种植了10亩有机大棚葡
萄，在葡萄销售季节，采摘的游人和订货的客
商不断，去年收入30万元。“往年葡萄熟了都
是到市场上去卖，现在游客多了，尝到咱的葡
萄好吃，都争着来采摘和订购，不出基地葡萄
就被买走了。”采摘园的工作人员说。

做大苗木产业 紧抓粮食不松手 建设农业休闲旅游区

“做优一产”奏响“绿色”发展咏叹调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程云慧 报道
本报东营讯 道路升级改造，沟渠生态治

理，楼宇粉刷一新等一系列民生重点工程项目
的落实，加快了垦利街道城乡融合的新步伐。

“这两年，从上到下开展乡村文明行动，
我们村子简直就是‘大变脸’。街道上帮我们
新修了道路、地沟，重新粉刷了墙壁，新铺了
地砖，现在出门再也不见过去‘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的面貌了。”家住垦利街道苍州
村的村民王萍高兴地说道。

在垦利街道的各个村庄，村容村貌的焕然
一新，处处都散发着新农村建设的气息。近
几年，垦利街道突出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城

镇化取得新进展，大力开展乡村文明行动，
实行统一环境整治标准，在全街道区域开展
环境卫生专项整治，使村容村貌整治实现了
“道路硬化、卫生洁化、家庭美化、环境优
化”的建设目标，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
件。

“现在农村的环境好了，生产生活方式改
变了。我们农村人也不能落后，没事来农家书
屋里看看书，涨涨知识。”左一村村民李余玲
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她们村子里的农家书屋，
用她的话说农家书屋就是老百姓们的“精神食
粮”。

近几年，垦利街道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加大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文
化设施配备，配套建设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图书阅览室、棋牌室、多功能排练厅、服装道
具室、室外文体活动广场等一应俱全。同时，
垦利街道为辖区内82个行政村全部建成了符合
省级标准的文化大院，农家书屋实现全覆盖，
做到文化“硬实力”辅助文化“软实力”，向
城市看齐，真正实现城乡融合，满足群众的精
神需求。

整齐的停车位、焕然一新的绿化带，干净
的内外墙面，这是垦利街道老旧小区现在的面
貌，告别了过去路面墙面斑驳破旧，排水管道
老化、污水横流的“蓬头垢面”，迎来了现如

今的干净整洁。
垦利街道将创建幸福社区作为建设幸福垦

利的切入点，以安定的社区环境、优质的社区
服务、友好的邻里关系、丰富的文化生活提升
居民的安全感、舒适感、和睦感和文明感。

“以前都不敢想象现在的社区的生活这
么好，这么舒适，惬意。现在咱们社区是越
建越好，社区里配套建设了舞蹈房、书画
室、运动馆……每天人来人往，社去里的这
些配套设施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社区居民的娱
乐生活，让居民有了好去处。”家住垦利街
道和平社区的居民宋爱芝对于垦利街道的变
化有很深的感触。

标准文化大院实现村居全覆盖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吴商 尹冰瑶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17日，适逢周末，走进

位于东营区东城街道安宁社区服务中心的各功
能室，映入眼帘的是社区居民参与活动的“画
面”：一楼大厅正在举办一年一届的社区摄影
展，摄影爱好者们正在互相交流经验；二楼排
练厅星光艺术团的成员们正伴着欢快的音乐翩
翩起舞、书法协会活动室里会员们正在挥毫泼
墨；三楼体育活动室里乒乓球爱好者正在切磋
球技……

“各个活动室的活动都是通过调研后，决

定在社区服务中心搞的，合百姓心意，自然受
欢迎。”谈及社区活动中心的人气居高不下的
原因，安宁社区工作站站长王建花介绍，安宁
社区主打“幸福安宁”品牌，通过深入走访，
了解到了居民形式多样的文化需求，先后成立
群声艺术团、青松艺术团等各种文化队伍17
支，并根据队伍特色进行了功能室设置，让居
民有想法便可以在这里实现。

近年来，安宁社区围绕“幸福安宁”社区
品牌，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开展了一系列
活动，努力营造“温馨和谐、秀美宜居”的社
区小环境，以期用优质环境来影响居民的生
活。

王建花告诉记者，安宁社区服务中心设立
了多个文化娱乐功能室，为居民提供文化、教
育、体育、培训、娱乐、科技、信息、咨询等
方面的服务，设有舞蹈排练厅、书画展厅、戏
曲活动室、妇女儿童家园、图书室、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康乐服务中心、青少年校外活动
中心、市民学校、棋牌室、健身室、乒乓球
室、室外文体活动广场等场所，为居民提供多
层次、多样化的学习休闲娱乐服务。

“现在，我们每个月都有一场大型演出，
各种小型演出几天就有一场，看着社区居民那
么喜欢看我们的节目，艺术团的同志们活动起
来更有劲头了。”青松艺术团团长张秀兰说，

安宁社区为他们提供了舞蹈活动室，让这些文
艺爱好者们平常有排练的地方，节目编排越来
越好看，喜欢看艺术团节目的居民也日渐增
多。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激发了居民参与文化
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
生活，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围绕“幸福安宁”
这个品牌，安宁社区还开展了征文系列活动、
书画摄影展、乒乓球比赛、文艺联欢会、迎春
送福、文化进楼道、养生健身讲座等活动，积
极培育了青松艺术团、群星艺术团、百花家乡
戏吕剧团、健美体操队等社区特色文化团体，
每年组织大型文艺演出20场以上。

社区文化项目顺民意受欢迎

□魏东 李明 马庆亮 报道
本报广饶讯 近日，广饶县稻庄镇南塔村

村民侯丙省从村会计武国安那里领到了500元
钱，这是一个月前，他按村里红白理事会的规
定处理完母亲王培玉的丧事后，村里作为奖励
发给他的。“村里自从两年前就定了这个规
矩，只要按红白理事会的规定丧事简办，除了
县民政局发的丧葬补贴，村里单独再拿出500
元钱作为奖励发给事主，效果很好，这几年丧
事大操大办的情况都没有了。”村党支部书记
武金章说。

在南塔村的村委室里，只见“白事所有帮
忙人员一律不留饭，不准在主街道搭建奠门，
不穿白，不哭丧”等红白理事会章程的内容在
墙上整齐悬挂着。“以前谁家办丧事，大操大
办得折腾好几天，浪费时间金钱不说，人还很
累。现在我们成立红白理事会，红白事都按统
一标准执行，都当天事儿当天办，亲人们举行
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坟墓大小村里也有规
定，很省事了。”武金章介绍。

家有红白事，就找理事会。当前在广大农
村，殡葬高消费成为了公众舆论的焦点，红白
事攀比风气越来越厉害，成为许多家庭经济上
沉重的包袱，“死不起”的感慨不时可闻。为
倡导喜事新办、厚养薄葬的文明新风，广饶县
制定出台了《广饶县关于建立健全农村红白理
事会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实施意见》，突出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喜事从俭等三项重点规
定。各镇街也指导辖区村按照“因村制宜、一
村一策、尊重传统、新办俭办”的原则，制定
了村级《红白理事会章程》和《红白事操办程
序及标准》，详细规定红白理事会成员职责和

廉洁办事要求，以及红白事操办的流程和时间
安排，重点对红白事操办的形式、规模、酒席
桌数、酒烟的规格等做出明确规定，提出奖惩
措施。去年，全县528个村庄、社区都制定或
完善了相关规程和标准，并进行了张榜公示。

“以前的红白喜事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
上各家相互攀比、铺张浪费，还影响了村邻关
系。”封庙村文书李秋连说，封庙村村支书张
其德的父亲去世，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
了葬礼，没有大排场，但是很庄重，张其德丧
事简办的做法为全村人带了个好头。现在，封
庙村里的红白事全部在红白理事会的监督下完

成。
有了“硬杠杠”，刹住奢侈风。据广饶县

民政局副局长侯志军介绍，随着农村群众生活
水平的提高，不少陈规陋习却有愈演愈烈之
势，给群众造成极大负担，通过成立理事会、
设立祠堂等方式，既满足百姓的安葬需求，遏
制了丧事大操大办、搞封建迷信的现象，又体
现绿色、生态、环保理念。尤其是全县党员干
部群体带头节俭操办婚丧事宜，带头遵守本
村、本社区红白事办理要求，为全县人民群众
树立了榜样。

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该县各镇（街

道）在积极转变群众观念的同时，还纷纷采取
相应措施。如大王镇西李村规定，丧事办理当
天内完成，区分不同情况分别给予2000元或
1000元奖励；乐安街道张庄村规定按村红白理
事会章程操办红白事的，村里免费提供音响、
桌椅、餐厨具等有关用品等等，受到群众欢
迎。据了解，目前，广饶县已有8个村建设了
祠堂，13个村（社区）建设了告别厅，为办理
丧事或骨灰存放免费提供必要的场所，有120
多个村购置了帐篷、音响、锣鼓、餐厨具、桌
椅板凳等物品，操办红白事的村民可免费借
用。

革除陈规陋习 崇俭尚德倡文明

广饶移风易俗刹红白事奢侈风

□陈镜旭 李明 报道
7月13日，武警东营市边防支队官兵走

进辖区南李社区幼儿园，为留守儿童上国防
教育课。

边防军人通过讲解中国地图和地球仪，
让小朋友们认识祖国疆域辽阔，了解什么是
“地球家园”、“我们的家”、“我们的邻
居”等，建立明确的领土观念，认识到祖国
疆域“一点都不能少”。

□记者 李明 报道
本报利津讯 走进利津滨海新区，满眼都是

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车辆穿梭，机器轰鸣，广
阔平整的园区里长出了一座座新建企业，厂房外
面道路纵横，四通八达，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勾
勒出整个园区发展的大框架。今年以来,利津滨
海新区更是积极完善产业发展布局,引导产业集
聚和集中,培育出了一批定位明确、特色突出的
产业功能区,形成了具有整合优势的现代产业集
群,有力促进了园区经济发展。

要想加快园区发展步伐，必须搭建产业集聚
平台，为更好地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利津滨海新
区科学规划布局建设了四园一区一城。石油及精
细化工产业园，重点发展碳四、碳五综合利用、
油品改制、海洋化工、精细化工等项目，集聚附
加值高、发展潜力大的化工产业。新型装备制造
产业园，以发展石化化工装备、油田装备、汽车
零部件、新能源装备等项目为重点，打造现代装
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的新兴产业园。新
能源新材料产业园，重点发展太阳能、风力发电
产业、复合材料、纤维材料等相关产业，培育和
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条。现代生物产业园，
重点发展集海水养殖、海洋生物加工和海洋保健
品及药物生产为一体的海洋生物产业和生物制造
产业。仓储物流产业区，重点打造化工产品、现
代装备及农副产品信息服务、存储配送及公路货
运集散为一体的物流产业链。

栽下梧桐树，方引凤凰来，利津滨海新区依
托优质的园区环境加大招商力度,园区产业规模
迅速膨胀。牢牢把握产业发展新趋势,坚持“招
商引资生命线”理念，该区把招商工作作为推进
园区产业集群布局的重点工作来抓,组建多支招
商队伍分赴京津、江浙地区及油田单位，围绕产
业链上的23个重点项目重点招商，引进了一批符
合产业发展规划的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成
长性、产业带动力强的项目,产业正按规划的方
向集聚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整合优势的产业集
群。据统计，近年来该区新引进落户项目20个 ,
分布在各功能园区,计划总投资240亿元，成为该
区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注重主导产业引领,滨海新区注重升级了园
区发展布局。该区培强做大现有产业链龙头企
业,落实领导干部包靠重点企业责任制,对发展潜
力大、后劲足的重点龙头企业在用地、服务、资
金、政策等方面予以重点倾斜扶持,积极引导上
新创新、挖潜改造、嫁接重组、转型升级。培强
做大现有龙头企业,滨海新区发挥龙头企业对园
区主导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产业集群
化发展水平。广悦化工、汇宇新材料等成为引领
产业集群发展的龙头企业。在这些龙头企业的辐
射带动下 ,该区已形成产业高度集聚、优势互
补、分工协作、特色鲜明的良好产业格局,基本
具备了配套联动、集群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推进生态经济园区发展,促进产业集群转型
升级，今年以来,利津滨海新区对园区功能进一
步优化调整,积极探索园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降
低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提升集群产业竞争力,
加快园区产业集群发展步伐。该区督促企业采用
清洁生产工艺和环境无害化处理技术，实现环境
保护最大化、污染排放最小化；建立健全石化产
业园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预防体
系；推进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成立石化
区环境监测工作站，做好近岸海域水质监测工
作，实现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

产业集群提速园区
经济跨越发展

□马庆亮 李灵通 李明 报道
本报广饶讯 走进广饶县稻庄镇纪家疃村村

西，新建的一排排养鸭大棚格外引人注意，而一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碱地和闲散的垃圾坑。据村
里的养殖户吴敬林介绍，他通过土地流转，把这
些荒弃地填埋平整，在整理好的20亩土地上建起
了8个养鸭大棚。为保证养殖收益，吴敬林还与
周边的广饶士亮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养殖
合同，并与附近的饲料厂签订了合作协议，按照
“农户+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养殖合同鸭，合作
社统一提供鸭苗、饲料，提供技术培训，让他吃
下了定心丸。

“以前搞养殖愁没地方建设，现在通过把这
些废弃的地利用起来，建起一个个大棚，实现了
高标准养殖。我养了6000只鸭，年出栏36000只左
右，每年能有六七万的收入。”算起养鸭的收
入，吴敬林喜上眉梢。

如今，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是发展畜牧业的
主要趋势，但随着用地紧张，很多想发展规模化
养殖的农户，因为土地问题无法解决，最终放弃
养殖念想。而广饶县通过流转经营各类闲置旱
地、盐碱地，使得规模化养殖的农户越来越多，
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用地瓶颈”的制约，成为农
村养殖业发展的新亮点，目前已有100多户村民
从养鸭中增收致富。同时该县还积极推广应用生
态循环养殖技术，带动养殖户开展无公害畜产品
的生产，为农民增收提供一个新契机。

废弃地养出致富鸭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王俊杰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黄三角农高区与中国农

科院达成协议，将共同推进建设黄河三角洲现代
农业工程技术研究院（中心）。未来，双方将重
点在设施农业及智能装备、草食畜牧业、农产品
深加工与功能食品开发、生物质能源、海洋农业
和人才培养6个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共建。

值得一提的是，在设施农业及智能装备方
面，双方将建立联合研发实体，开展荷兰文洛式
温室、日光温室、家庭园艺温室、商业用异型温
室等研发设计、运营管理与装备制造，建立中国
新一代温室技术体系和标准，联合培养专业化技
能型人才和职业农民，构建适合中国市场的现代
温室技术支撑体系和服务管理体系。

黄三角现代农业工程
技术研究院落户东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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