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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更好

地支持引导金融信贷资本参与扶贫项目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近日，潍坊市财政局与潍坊市再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相关协议，由潍坊市财政安
排资金2600万元，设立扶贫(农业)信贷担保风险补
偿资金，委托潍坊市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使
用。

据悉，农业扶贫信贷担保风险补偿资金专项用
于扶贫(农业)信贷担保业务形成的代偿本金和利息
的风险补偿。支持潍坊市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发挥
行业专业优势，积极开展扶贫(农业)担保业务，能
够放大对潍坊市扶贫项目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
贷支持规模，着力缓解农业发展“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加快推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该市现代
农业产业发展。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都镇强

为期4天的第22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已经
落下帷幕，各项主题活动成功举办，洽谈成
果颇丰，参会数量和广度均创记录。“第22
届鲁台会是海峡两岸客商参与最积极、活动
最丰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届。”潍坊市
台办副主任薛刚说。

来自鲁台两地的与会者纷纷对本届鲁台
会表示赞叹。在鲁台工业精品展上，来自台
湾的参展企业友嘉实业集团吸引了众人的目
光。专门从日本赶到潍坊的友嘉实业集团总
裁朱志洋告诉记者：“鲁台经贸洽谈会非常
成功，两岸一家亲，希望与包括潍坊在内的
山东企业多开展合作，一起开拓全球市
场。”

9月1日至4日，在海峡两岸博览会上，
工业精品、健康产业、食品产业、文创产业
四大展区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作为鲁台会
的展示展览板块，海峡两岸博览会共有710
余家企业参展，其中台湾参展企业300余

家。据了解，海峡两岸健康产业产品展吸引
了包括远程诊疗体验、健康管理、康复理疗、
特色照护、中医特色诊疗、智慧养老、健康咨
询、健康保险、可穿戴健身产品、健康促进等
十类健康产业新兴业态，体现了健康产业发
展的先进理念和前沿技术，对于促进全省及
潍坊健康产业多元化发展意义重大。

9月1日下午，绿色能源与循环经济、新
能源汽车暨智能制造、海峡两岸智慧城市、
鲁台物联网与智慧生活、海峡两岸创客创业
项目与创投资本、海峡两岸食品产业、健康
产业及海峡两岸共建滨海宝岛科技城等专项
对接洽谈活动相继举办。其中，在潍坊滨海
区举行的海峡两岸共建滨海宝岛科技城恳谈
会上，与会客商对潍坊滨海区拥有的发展战
略机遇、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良的投资环境
等资源要素给予充分肯定，纷纷表示将积极
对接园区开发管理、能源装备、电子信息、
海洋经济等行业领域，加快推进滨海宝岛科
技城开发建设。

创新是大会永恒的主题。创新不仅是在

题目上，更重要的是在内涵上。不论是展示
展览板块，还是专项合作洽谈板块，本届鲁
台会到处充满了“新”字。据薛刚介绍，一
方面是技术新，本次博览会上，台湾参展企
业带来了台湾的尖端技术，包括VR设备、
大容触屏、无人机及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产
品；潍坊市科技实力雄厚的潍柴集团、豪迈
集团、共达电声有限公司、比德文动力有限
公司等也带来了最新的创意和产品，与台湾
高科技企业面对面交流。另一方面是产业
新。本届鲁台会瞄准新兴产业和业态，为休
闲健康、生物科技、智慧生活等产业融合发
展搭建平台。此外理念新也是亮点。台湾青
年创新创业代表、360度摄影机LUNA制作
人葛如钧博士等台湾及大陆创新创业方面专
家，围绕合作创新进行了演讲，为潍坊企业
带来新思维、新理念。

记者了解到，本届鲁台会筹备及举行期
间，潍坊市围绕产业规划和发展重点，积极
开展项目对接活动，先后谈成了一批投资数
额大、发展前景好的大项目、好项目。在此

次鲁台会重点合作项目签约活动上，潍坊市
集中签约了吕氏庄园农业及乡村旅游开发、
天洋科技RU饲料添加剂、鲁台跨境潍坊产
业园、植物甘露素生产等22个重点台资项
目，总投资额6 . 75亿美元。其中，先进制造
业项目11个、总投资额4 . 34亿美元，现代服
务业项目9个、总投资额2 . 23亿美元，现代
农业项目1个、总投资额0 . 18亿美元，招院
引所项目1个。签约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
强合作，加快投资进度，尽快使项目落地，
早日投产达效。

“从第一家台资企业在潍坊落户，到台
企扎堆潍坊，潍坊走出了一条吸引台资、利
用台资、善待台资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
鲁台会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薛刚说，本
届鲁台会前，山东省和潍坊市分别出台了支
持台湾青年来鲁、来潍创新创业的政策办
法，对来潍创新创业的台湾青年，潍坊市将
从政策、资金、服务等多个方面，为台湾青
年创新创业提供支持，为进一步深化鲁台合
作营造优良的软环境。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9月2日，潍坊市潍城区十笏园文化街区内，
首届陈介祺艺术节开幕。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主
席苏士澍看来，这是中国篆刻艺术界的一项重
大活动，也是潍坊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振兴金石艺术、打造金石文化品牌的盛事。

清末著名金石学家、收藏鉴赏家陈介祺，是
潍城区历史文化人物的突出代表。他用毕生精
力倾注在金石收藏、鉴赏、创作与研究，其收藏
的11件三代古钟、7000余方古玺印、数千片陶
文、秦汉封泥，特别是西周毛公鼎，驰名中外，并
创立了万印楼而闻名天下。陈介祺一生著述丰
富，在史学界、考古界、金石学界、书法界、收藏
界等都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我们立足潍城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和弘扬
历史文化，突出做好金石文化这篇文章，倾力打

造特色文化品牌。2013年，我们成立了陈介祺研
究会，与《中国书画》杂志联合出版了陈介祺专
辑，召开了纪念陈介祺诞辰200周年座谈会。
2014年，举办了首届万印楼奖国际篆刻大赛暨
篆刻名家邀请展。2015年，承接了中国书法家协
会篆刻年会，举办了‘陈介祺金石思想与当代篆
刻走向’高峰论坛和‘走进万印楼——— 首届当代
国际篆刻名家邀请展’。”潍城区委副书记、区长
刘泮英说。

据陈介祺研究会会长陈新介绍，为进一步
做强做大陈介祺金石文化品牌，潍城区联合中
国书法家协会篆刻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举办
首届陈介祺艺术节，主题为继承金石文化传统，
推动文化艺术繁荣。本届艺术节重点组织了首届
陈介祺金石书法藏品展、首届海峡两岸篆刻名家
作品邀请展、汉字体验馆开馆暨“写好中国字，做
好中国人”中国书法篆刻艺术进课堂高端学术

讲座等10大活动。
“本次陈介祺艺术节的10大活动，不仅注重

了艺术水平，而且注重了学术水平。比如说首届
海峡两岸篆刻名家作品邀请展，在作品征集时，
我们定位就很高，必须选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老
中青篆刻精英作者入展，不搞照顾性展出，不搞
东道主现象。这个展览共展出篆刻名家精品188
件。”陈新说。

对此，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崔
志强认为，这是海内外篆刻史上名家最齐、阵容
最强、精品最多、水平最高的一次大展，其艺术
性和学术性都很强，“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
还专门组织了中日韩篆刻国际高峰论坛暨十钟
山房与当代篆刻创作学术研讨会，中、日、韩都
派了一流的金石篆刻艺术家，进行了一次高层
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交流。”

在陈新看来，对待像金石文化这样的传统

文化，重在弘扬，贵在传承。如何弘扬陈介祺金
石文化，首先要重视在身边的传承。为了办好首
届陈介祺艺术节，体现金石文化传承，潍城区投
资百万余元，由该区教育局牵头在“万印楼”旁
的潍坊三中，依托“万印楼”又新建了金石文化
园、学生篆刻教室、汉字体验馆、书法云教室“五
位一体”的汉字金石文化体验馆，还组织编写篆
刻艺术进课堂校本教材，这样可以让潍坊三中
乃至全区的中小学生都能来汉字金石文化体验
馆感受、感知金石文化传承。

“在首届陈介祺艺术节中，潍城区特地组织
了从陈介祺到中小学生4个传承性的展览，就是
陈介祺金石书法藏品展、陈寿荣诞辰百年诗书
画印展、蒯宪书法篆刻艺术展以及潍城区篆刻
艺术进课堂成果汇报展，从陈介祺到陈寿荣，到
蒯宪，再到中小学生，这可以说是潍坊陈介祺金
石文化传承的4个重要节点。”陈新说。

交流与合作，鲁台会永不落幕
——— 第22届鲁台经贸洽谈会综述

金石篆刻文化在潍城区具有深厚根基，如何经营好这一城市品牌？这个区的做法是———

节会搭台 文化唱戏

农业扶贫信贷担保

风险补偿资金设立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吕宗坤 张连丰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8月份，潍坊市棚改项目已开
工35800套，开工率达到92%。其中，诸城、昌邑、
安丘、滨海等棚改项目全部开工，寿光、青州、高
密、昌乐、潍城、高新开工率均超过90%。

目前，潍坊市实施大片区改造战略，与城市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片区整体改造有机结合，
实现以大棚改带动大建设、大建设带动大发展。寿
光市羊口镇，寒亭区寒亭街道，坊子区坊城街道等
镇街，棚改任务均超过4000套；2017年计划中，坊
子坊茨小镇、潍城苗圃危房片区等15个单体项目均
超过1000套。该市充分发挥货币化安置在融资贷
款、去库存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棚改项目由新
建安置转为货币化安置，不断提高货币化安置比
重。截至目前，全市棚改货币化安置33050套，安
置率达到92 . 32%，超额完成省里下达的50%的目标
任务，位于全省前列。

截至目前，潍坊市共争取国家政策性贷款、奖
补资金及专项建设基金257 . 1亿元。其中，政策性
贷款234 . 1亿元，国家和省奖补资金20亿元，国家
专项建设资金3亿元。今年共争取国家政策性贷
款、奖补资金及专项建设基金130 . 48亿元；91个项
目申请政策性贷款120 . 6亿元。

潍坊棚户区改造

开工率突破90%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徐明翔 王 帅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省住建厅组织专家召开海
绵城市规划评审会，《潍坊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2016—2030年）》（下称《规划》）顺利通过评审。《规
划》共包括概况、现状解读与评估、总体目标与指标、
海绵城市建设管控要求、规划措施及相关规划衔接、
近期建设重点、保障措施七部分内容，总规划面积涉
及潍坊市中心城区350平方公里。

根据《规划》任务目标，将城市海绵系统分为
防洪、排水防涝、建筑小区、公园与绿地和道路与
广场五类系统。“十三五”期间，以打造“绿满全
城、水润潍州”城市特色为目标，全面实施“绿水
鸢都”海绵城市建设行动，建设用地规模为潍坊市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市规模，即192 . 5平方
公里。其中，2016年示范实施三大类共计18个项
目，总投资约15亿元。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通过省级专家评审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青州讯 青州市残联对2015-2016学年随

班就读的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子女情况进行了调
查统计，共有584名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子女符
合救助条件，其中，残疾学生177名，贫困残疾人
子女学生407名。目前，57 . 79万元助学资金已经足
额发放到每一位学生手中，实现了全市残疾学生和
贫困残疾人子女助学全覆盖。

为确保公开、公正、公平，青州市将584名随
班就读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子女的名单在残联网
站进行了5天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按照残疾学生
义务教育每人每学年补助600元，普通高中、中等
职业教育每人每学年补助1500元，高等教育（专科
生、本科生、研究生）每人每学年补助4000元的标
准发放助学金，贫困残疾人子女参照残疾学生补助
减半执行的标准发放助学金。

青州57 . 79万元助学金

足额发放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谭瑞耕 报道
本报潍坊讯 8月31日至9月1日，国家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督导组对潍坊市全民参保
登记计划试点工作进行了历时2天的督导调
研。督导组听取了潍坊市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试
点工作的总体情况汇报，并到临朐县东城街
办、齐家庙村和潍坊高新区北苑社区就入户调
查及质量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最后得出了
“潍坊市的试点成果领先全国”的结论。

督导组组长陈蔚说：“我们从全国各试点

城市一路走来，听了潍坊市的汇报，实地考察
了基层全民参保登记试点工作的实施情况，我
们确实感到震撼。你们对试点工作的各个重点
环节都抓得很准，特别是对失联人员的大巡查
行动，措施得力，联动效果明显，考核体系科
学规范，各项工作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你们
的试点成果在全国确实是名列前茅了。”

潍坊市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试点工作推进办
公室主任张树枫介绍，潍坊市自2014年7月被
人社部确定为全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试点城市

以来，根据省社保局的工作部署，以成功创建
全国电子社保示范城市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
合为基础，按照“超前谋划、统筹协调、稳步
推进、全面实施”的工作思路，突出抓好方案
制订、系统开发、宣传发动、摸底排查、工作
协调、入户调查等重点工作，层层分解指标，
逐级落实责任，强化工作措施，全民参保登记
计划试点工作得到强力推进，取得了好的成
果。2015年10月，全省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试点
工作现场会在潍坊市召开，省社保局领导对潍

坊市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潍坊经验在全省
推广。

潍坊市把工作重心及时转移到提高信息质
量上来，瞄准失联人员巡查这个最大的难点和
瓶颈问题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寻查行动，
效果明显。截至2016年6月，全市户籍人员登
记信息入库率达到 9 9 . 2 %，有效入库率达
96 . 85%，比较彻底地摸清了全市户籍人员参保
状况的底数，为实现社会保险从制度全覆盖向
人员全覆盖过渡奠定了基础。

国家人社部对潍坊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试点工作督导调研，结果表明———

潍坊试点成果在全国名列前茅

□记 者 宋学宝

通讯员 王庆和 报道

9月4日，青州市宏德学校一年级新生在

该校开展的“开笔礼”活动中参与“击鼓明

志”。该校小学部新生入学首日举办了庄正

衣冠、敬拜先师、开笔启蒙、集体诵读、开

蒙首课、击鼓明志等13个主题内容的“开笔

礼”活动，共同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华夏文

明。

据悉，在古代，学童会在“开笔礼”日

即开学的第一天早早起床来到学堂，由启蒙

老师讲授人生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然后

参拜孔子像，才可以入学读书。这一仪式俗

称“破蒙”。古时，这个是极为隆重的典

礼，对每个读书人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被

称为人生四大礼之一。

开笔启蒙

启动人生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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