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孙德志 胡新广

8月19日，虽然室外热浪袭人，可是淄博
市周村区图书馆内却凉风习习，自助借阅机
前，借书还书的市民排起了长队。

“以前放暑假，孩子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玩
游戏，家长不放心，工作也不安心。现在儿子在
图书馆里看书学习，我就踏实多了。”与图书馆
同处一幢大楼内的周村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刘葳说。每天早上8点，刘葳将自己上初一
的儿子带到图书馆，孩子在图书馆看书写作业，
累了还可以看看电影，饿了中午就到地下餐厅
花上10元钱吃自助餐，有时还跑到文化馆练练
歌，跳跳舞，一天下来忙得不亦乐乎。

走出图书馆，便是与之相隔不远的文化
馆。与那边安静的读书环境相比，文化馆内则
是热闹异常，唱歌的、跳舞的、练书法的，你方
唱罢我登场。今年19岁的王欣怡正在排练室
跟着老师练习街舞的基本动作，室内空调吹
着凉风，储物柜、饮水机等均免费使用。

“像街舞、摄影、二胡这类公益性培训班，
新文化馆共开设了50余个，每个班招收20人
左右，平均每天流动人员200余人，以前半年
都来不了这么多人。”区文化馆馆长季凯说。

在周村，最“高大上”的建筑不是写字楼，
也不是商场超市，而是图书馆、文化馆，最受
市民欢迎的去处也是它们。每天都有1000多
人涌入馆内读书，每晚的“百姓大舞台”上人
头攒动，歌声此起彼伏。

周村图书馆、文化馆坐落于区政务中心
对面，十足的黄金地段。曾有3家房地产商提
出在此搞房地产开发，能给区里带来四五千
万元的财政收入。可周村区却在财政并不宽
裕的情况下，拿出1 . 7亿元建起了集图书馆、
档案馆、文化馆、老年活动中心、行政审批、政
务服务、市民热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
服务中心———“周村市民之家”，而且每年还
要“倒贴”410多万的运行费用。“建设幸福周
村，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让周村老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

果，享受到丰盛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的
文化需求。”区委书记韩昆山说。

周村是一个百年商埠，文化底蕴深厚，是鲁
商发源地。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曾与落后的
文化基础设施形成了鲜明对比：图书馆“蜗居”
在一个500平方米的地方，馆舍小，借阅也不方
便，每天去读书的人寥寥无几；活动开展受到很
大约束。2013年6月，周村区决定，按照国家一级
馆标准兴建图书馆、文化馆，于2015年6月1日正
式启用。

一年来，周村区图书馆共办理借书卡1万

余张，外借图书21万册次，借阅人次达到15
万。图书馆内，崭新的报刊桌和书架、数字化
的电子阅读设备、可以放映电影的多媒体教
室、市民互动的读者沙龙专区、免费的wifi，都
让人备感新鲜。而从原来的手工誊写借阅证，
到现在扫一扫条形码便可完成图书登记、借
阅信息的录入，新馆更是给市民阅读带来了
更大的便利。“最让人高兴的是，在这里借书
看书都是免费的。新图书馆让我身边的很多
人都爱上了读书，也让周村这座城市充满了
浓浓的书香味。”市民李晓明说。新文化馆不
仅给周村百姓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也为

“下乡送文化”的文艺剧团提供了创作排练专
区。去年以来，周村区将文化惠民工程细化为

“百姓大舞台”、“文化惠民百村行”等几项具
体工作，区里出资招募民间文艺剧团，紧扣百
姓文化需求，为全区人民排练了一批脍炙人
口、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欣赏到专业团队的高水准演出。

一项项文化惠民工程，让老百姓既看得
见、又用得上。目前，周村区图书馆、文化馆、
档案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对群众全部免费开
放；全区8个镇、街道均建有综合文化站，全部
达到国家二级站以上标准；194个村、社区全
部建起了文化大院；新建提升198处农家书
屋、40处电子阅览室；按照“政府买单、群众看
戏”原则，连续四年开展文化惠民百村行活
动，组织八十余支业余文艺团队，赴全区450
多个演出点，完成集中演出2500余场次，受益
群众近80万人次。

舍弃5000万税收，投入1 . 7亿建设包含图书馆、文化馆在内的“市民之家”———

周村文化惠民大戏唱得实诚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郝安振 刘云燕 报道
本报博兴讯 作为全国首批“淘宝

镇”，博兴县锦秋街道依托“互联网＋电商
＋农户”的新型农村经济体系，在“淘宝
村”湾头村试点开展“红色淘宝”工程。截
至目前，湾头村有草柳编工艺品实体店105
家，在“淘宝网”注册网店811家，年销售
过百万的网店有50余家，网上销售额突破2
亿元，电商户年均增收8万元。10月份草柳
编文化创意产业园即将投入使用。

“红色淘宝”即以电商行业党支部为核
心引领草柳编产业发展，以“支部+电商”

的模式形成支部引领、党员带头、村民参与
的电商发展氛围，组织和推动广大农民投身
网络创业，实现致富增收。

锦秋街道湾头村的草柳编已有800年的
历史。2004年，随着远程教育的推广，部分
群众开始熟悉电脑和网络，试着在淘宝网开
店，淘宝村初具规模。随着产业发展，参与
的群众越来越多，产品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
烈，恶意压价、淘宝业户各自为战的问题逐
渐显现。为破解农村电商发展瓶颈，锦秋街
道通过成立电商行业党支部、建立红色淘宝
联盟、成立电商培训学校等方法，积极探索
“红色淘宝”发展新模式，将党旗插在电商

新领域，助力农村电商健康发展。
电商行业党支部，下设草柳编织党小

组、红色淘宝联盟党小组、仓储物流党小组
三个小组。一是在电商行业党支部的引导下
形成“支部+编织+电商+物流”的经营模
式，实现编织、电商、物流一条龙供应，打
破行业发展壁垒，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二是
推出“电商服务”快车道，专门成立党员联
络队，定期走访电商户，帮助解决困难。三
是电商行业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展帮扶行
动，先后与15家电商业主建立了结对帮扶关
系。

锦秋街道积极吸纳优秀网商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建立红色淘宝联盟。通过红色淘
宝联盟面向社会党员设立党员专属优惠系列
产品，同时开展“党员网店亮标识、党员业
主亮身份”的“红网双亮”行动，让一批网店
党员从业人员从“潜水”到“出水”，树起诚
信经营标杆。同时签订电商党员承诺书，自觉
遵守“所售商品均为正品”“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七天无理由退货”等5条诚信经营承
诺，接受消费者监督。把党员经纪能人培养成
电商能人，把电商能人培养成党员，把党员、
电商能人培养成村级后备干部，发挥党员在淘
宝行业的先锋模范作用。

将党旗插在电商新领域

“红色淘宝”让湾头村一年卖了两个亿

2016年9月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宫 梅 梁利杰

电话:(0531)85193376 Email:dzrbxyb@163 .com 县域 11广告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蒋惠庆 报道
本报无棣讯 8月30日，作为国内渔网生产第一县的无

棣，正式成立县网具行业协会，同时启动网具团体标准制订
工作。

无棣县渔网加工业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经过五十
多年的发展，该县的小泊头镇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渔网加工
基地，享有“全国渔网第一镇”的盛誉。无棣县也已成为全国
最大的渔网生产基地，目前，全县从事网具加工业的有1450
多户1 . 3万余人，年产值达26亿元。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导致网具产品质
量参差不齐，不能满足高端客户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网具
协会成立后，除了统一打品牌，抱团开拓市场之外，还将尽
快制订和发布国内首个团体标准。“待标准发布后，我们将
充分发挥协会管理职能，引导督促广大会员企业执行好标
准，保证网具产品的质量，提升网具产品的档次，提高附加
值。以实实在在的产品质量赢得市场、赢得话语权。”无棣县
网具协会首任会长任树华表示。

无棣成为全国
最大渔网生产基地

□记者 董卿 隋翔宇 报道
本报海阳讯 8月28日，第二届编织艺术节暨“海阳毛

衫杯”首届针织服饰创意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海阳旅游度假
区凤凰广场落幕，经过多轮角逐，青年设计师杨钧涵创作的
作品《Light》登顶冠军。这一赛事自五月启动，历时三个月，
共征集作品1089份，经历了海选争夺100强，网络投票、100进
9等环节最终推进总决赛。

毛衫产业是海阳的民生产业，在海阳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国内纺织
服装产业外贸订单逐渐萎缩，产业面临着巨大冲击。海阳毛
衫产业链生态呈现橄榄形，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
缓。海阳市相关负责人认为，“毛衫产业的转型，对于海阳来
说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次针织服饰创意设计大赛，就是为了
解决海阳毛衫研发设计和缺乏自主品牌的短板，改善产业
链不完整的现状，选拔和培育针织时装设计人才，为海阳毛
衫行业提供智力支持，加速毛衫产业转型升级。”

海阳毛衫产业
举办创意大赛选拔人才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张松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日前，山东宝来利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与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签约，成立了泰安
市首个国家地方联合共建实验室，将承担相应的国家科研
项目。

据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含金
量”较高，拟申请企业需已于2015年6月30日前批复为省级
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且省级政府已给予财政资金
支持或有明确的安排计划；在本行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专
职科研人员数量不少于30人，相关研发设备原值不少于
3000万元，相关研发场地面积不少于2000平方米；主持或承
担过国家科研计划或行业标准的制定等。

宝来利来建成国家地方
联合共建实验室

□马景阳
报道

暑 假 期
间，中小学生
正在周村区图
书 馆 借 阅 图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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