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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宋 杰 李胜男

9月7日，记者在肥城市仪阳街道刘台村桃
农辛培成的桃园里看到，他正忙着把肥桃装
箱。“我种了12亩地，四五百棵桃树，现在成
熟的寒露蜜，一个就能卖到3 . 5元左右，销售
情况太好了！”他喜滋滋地向记者展示着满园
的“得意作品”。

眼下正值肥桃成熟、大量上市季节，和辛
培成一样，个大、甘甜、品质好的肥桃为桃农
带来丰收喜悦。

肥城市委书记张成伟说：“肥桃是肥城的
特色产业，也是传统资源产业，我们通过加强
科研、技术管理、标准化建设、精品培育等手

段，把特色富民产业发展好，进一步提升肥城
桃的美誉度，让广大桃农获得更高收益。”

“虽然遭受了冬季冻花、夏季连续两次冰
雹、成熟期多雨天气等不利因素，今年肥桃综
合品质仍稳步提高，佛桃平均含糖量达到14%
以上，最高达到了27%。”肥城市肥桃办主任
刘士勇向记者介绍。

肥城桃如何做到历久弥新？“培优工程至
关重要。”刘士勇说。

记者在辛培成口中，听到了他的“培优
经”：“从松土、剪枝，到施肥、浇水、防虫
治病……卡条条，按杠杠，样样标准化，特别
是肥料，都是土杂肥，豆饼、秸秆一掺和，全
是‘有机化’，结出的桃自然抢手！”

辛培成的经验，正是肥城提升传统肥桃品
质的“关键”所在。该市在新城、桃园、仪阳
3个镇街分别建立100亩的佛桃精品园和200亩的

肥桃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带动培优技术和标准
化生产技术推广。将《绿色肥城桃生产技术手
册》发放给全市桃农，对质量和生产过程制定
严格标准，形成了涵盖产前、产中、产后各个
环节的标准体系。

同时，借才引智搞培优，与山农大合作，
建设有机桃栽培和设施油桃栽培两个教学示范
基地，试验推广增施基肥、桃园生草、起垄覆
盖、高光效改造修剪、绿色控害等5项实用技
术。根据肥桃生长季节需要，还定期举办培优
技术培训班，已培训桃农1 . 5万余人次。“在
坚持科技攻关的同时，让桃农同步更新培优技
术，有效加快了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转
化。”刘士勇介绍说。

种得好更要有销路。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
市场形势，肥城积极转变思路，推进产业化经
营。引入工商资本，发展“龙头企业+基地+农

户”、“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组织+基
地+农户”等产业化运作形式，提高了广大桃
农的组织化程度，也增强了抵抗市场风险的能
力。特别是今年以来，该市做好电子商务、网
络营销、微信商店这篇大文章，形成“线上线
下、园内园外”的立体营销模式，把肥桃卖的
更远、更好，全市网上销桃的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个人达到了200多家，销售肥桃的
比例达到30%左右。

据统计，目前，肥城桃总面积已达10万多
亩，年产量达1 . 4亿公斤，年产值6 . 6亿元，品
种60多个，形成了以设施油桃、水蜜桃、佛
桃、寿桃为主的早、中、晚熟品种系列，实现
了四季有桃。现有各类加工运销龙头企业8
家，各类协会、合作社18个，年销售肥桃4500
万公斤，加工肥桃1500万公斤。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夏丽苗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18日，记者从泰安市旅游

局了解到，今年中秋节假期，恰逢第三十届泰山
国际登山节，全市旅游产品特色鲜明，旅游需求
旺盛，全市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均创中秋
假期历史新高。其中，9月15日至17日，泰山景
区（进山进景点）共接待游客6 . 91万人次，同比
增长87 . 82%；实现收入539 . 37万元，同比增长
88 . 35%。此外，旅游大项目、周边景区和乡村旅
游点接待情况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假日期间，泰安市、县各级旅游部门全面落
实领导带班、值班制度，坚持节假日不休息，实
行24小时值班，全天开通旅游咨询、投诉电话，
及时接受游客咨询，做到快速联络处理各类旅游
投诉。各景区（点）、宾馆、饭店、旅行社尽最
大可能提供优质服务，让游客高兴而来、开心而
去，没有发生旅游安全事故和重大旅游投诉。

今年中秋假期恰逢第三十届泰山国际登山
节，登山节系列活动的开展吸引了大批海内外游
客纷至沓来。诸如本届登山节期间的全球网络抢
票活动，2460万用户参与其中，泰山、方特欢乐世
界、泰山宝泰隆旅游景区、刘老根大舞台等泰安市
25家景区景点提供免费门票5万余张，这一系列活
动将全市旅游发展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据统计，中
秋节首日，泰山景区接待游客1 . 79万人次，增长
153 . 06%；方特欢乐世界接待游客1916人次，增长
54 . 77%；宝泰隆度假区接待游客3758人次，增长
98 . 2%，全市各重点景区均创同期历史新高。

近日，新泰市工商局红盾志愿服务队深入集市开展创城宣传活动。他们通

过悬挂宣传标语、设立咨询台、发放创城宣传资料、协助市场开办者及场内经

营户规范经营秩序等形式，推进和宣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提高创建文明

城市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提升市场经营户、消费者及周边居民文明素

质，营造创城良好氛围。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沈红叶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记者近日从泰安市人社局获

悉，结合泰安市正在实施的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
定岗位政策，为大力支持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
企业做好职工安置工作，泰安市确定2015年已经
关闭和2016年列入关闭退出计划的煤炭企业，
2016年申请稳岗补贴并符合条件的，按照企业上
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70%给予稳岗补
贴。此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7部门联
合制定了《山东省化解煤炭钢铁行业企业过剩产
能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实施意见》，规定符合稳岗
补贴条件的企业，可按不高于上年度实际缴纳失
业保险费总额的70%给予稳岗补贴，自2016年6月
24日施行。

中秋期间重点景区

迎客均创新高

煤炭过剩产能企业

将获稳岗补贴

以标准化提品质 含糖量最高达27%

肥城：今年桃子“格外甜”

□记 者 姜 斌
通讯员 袁文浩 魏文婷 报道

本报泰安讯 “大爷您好，经过一个夏季的用电高负
荷，我们来看看您家里的线路有没有问题，便于及时处
理，保证您全家用电安全。”9月12日，国网泰安供电公司
汶口供电所员工走进大汶口镇中大吴村进行走访调查。

为确保全市城乡居民低压客户安全可靠用电，国网
泰安供电公司利用高温天气逐渐消退、居民制冷降温用
电量回落的时机，从9月份起，开展了为期20天的“进
千家、访万户”为民服务活动。采取部门负责人包单
位、单位负责人包片、供电所员工包村（居民小区）的
“包保”办法和“心贴心、面对面、零距离、亲情化”
的走访形式，对客户的插座、漏电保护器等设备进行
“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记录在温馨告知书中，并指
导和帮助客户及时进行整改。同时，认真征求客户对用
电、交费、抢修、服务、投诉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
断完善服务措施，持续提升服务水平和客户满意率。

除居民用户以外，该公司还结合高压线路巡视检查
内容，及时梳理出全市127家煤炭、化工、钢铁、水泥和新
能源等企业的名单及用电设备信息，组织人员深入大客
户，利用自身更精湛、更高端、更专业的“三更”技术优势，
对客户的安全管理制度、线路设备、电源配置、配电设施、
安全工器具和危险源、电工资质等级和技能水平等方面
进行全面检查。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向客户电气管
理人员详细解释问题的危险性和重要性，并提出限期整
改措施和整改意见，帮助大客户有效规避安全生产风险。

“进千家、访万户”为民服务活动的开展，为供用电
双方提供了零距离接触的机会，既及时了解并解决客户
反映的问题，又进一步提升了供电服务在客户心中的感
知度和满意度。据了解，自活动开展以来，全公司86个营
业窗口服务人员已走访客户2150余户，累计为客户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32处，更换老化线路4680余米，更换各种
开关14台，现场办理用电增容业务27户，征求客户意见
和建议59条。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

“进千家 访万户”

为民服务解民忧

□记者 刘涛 实习生 张强 报道
本报新疆讯 2013年12月25日，对于援

疆干部梁国华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
天，他们一行7人在泰安市援疆指挥部指挥
赵书刚的带领下，来到岳普湖县。

进疆前，他和大多没来过新疆的内地人
一样，对这里陌生的环境充满忐忑。然而，
一件偶然的小事，让他喜欢并真正融入了这
里。

一次去接机，由于航班晚点，要在机场

多等4个小时。同行的维吾尔族同事说：
“该吃晚饭了，机场的饭太贵。不如去集市
上转一转，然后吃点饭。”虽有些不情愿，
但也没有更好的理由拒绝。跟在维吾尔族同
事的后面，惴惴地走进集市，他始终警惕地
观察着周围“意图”靠近他的人。

这时，一个卖干果的商家用不太流利的
汉语对着他们喊道：“哎！朋友！停下来，
看一看、尝一尝，新疆最好的干果。”听到
吆喝，同事接过商家送来的干果，顺手塞到

了他的手里。
梁国华有些犹豫。商贩似乎看出了他的

紧张，说：“放心尝吧！不满意可以不买
的。”他看了看手中大如鸡蛋的红枣，“勇
敢”地咬了一口：“真甜！”南疆特殊的气
候条件下，种植出的红枣，果然名不虚传。

当他正沉浸在这“甜蜜”感慨中时，同
事说：“我们再转转吧！”看到他们要走，
商家没有任何要阻拦的意思，而是说：“朋
友！转转再来啊！”如此这般，他们经过了

七八家干果摊，大枣、灰枣、葡萄干、薄皮
核桃……每到一家都被商家塞满双手。

一路下来，一分钱没花，却收获了无数
的热情和笑脸。回来的路上，同事说：“这
里的群众热情好客、大方朴实，各民族相处
和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今
天带你去集市，能感受到吧？”梁国华不禁
惊诧于这位同事的智慧，他是用实例，向一
个刚来新疆的内地人，传递着“民族团结一
家亲”的正能量。

□记 者 刘涛
实习生 张强 报道

本报新疆讯 2013年12月23日，第八批
援疆干部7名骨干提前进疆，陈兆金就是其
中的一名。

作为产业组组长的他，担负着振兴岳普
湖县工业的使命，刚进疆，就迅速进入工作
状态。

他用一个月的时间，跑遍县里相关部
门、乡镇和村，读完满满一箱关于岳普湖县
的经济发展资料，写出了《岳普湖县三次产
业发展现状及发展对策》调研报告。

他利用外地企业家大年三十、初一回家
探亲的时机，去客商家里拜年招商，不错过
亲友、同学、同事介绍的每一位企业家。他
还把县里的招商优惠政策编成好记的顺口

溜，一遍又一遍地宣传推介岳普湖县的产业
资源优势和招商优惠政策。

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来，陈兆金邀请
了86家企业到岳普湖县考察，签订投资意向
的企业22家，已经落地投资的企业9家。泰岳
工业园区呈现出轻工纺织、组装加工、建筑
建材、农副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五类企业组
团发展的大好局面。仅2015年，泰岳工业园
区实现总产值18 . 65亿元，解决就业5000多
人。

他还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
化、农民市民化”为核心的村企合作模式。
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盯在农牧业示范项目
建设工地上。援建的6900平方米智能温室、
1200平方米冷冻储藏库、200个日光大棚、疆
岳驴养殖基地、“两菜一粮”高效种植等产

业项目都提前建成交付使用，有力引领了农
牧业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方
向发展，1400多名维吾尔族农民就地转化为
现代产业工人。

看着自己的辛勤付出在岳普湖开花结
果，陈兆金甭提多高兴了，他知道这一切成
绩的取得，都来之不易。

眼瞅着第八批援疆工作即将收尾，陈兆
金终于可以回家过个好年了。“我已经连续
3年没能在家好好陪父母过年了，虽然挨过
埋怨，但却从未后悔。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援疆就要懂得牺牲与奉献，只有胸怀对祖国
的满腔忠诚，坚守对家乡的铮铮誓言，秉持
着有志而来，有为而归的信念，才能把边疆
建设好，维护好！”陈兆金说。

招商引资 建工业园区 发展农牧业示范项目

陈兆金：辛勤付出结硕果
“不是所有的树都能在沙漠生长，

但胡杨做到了；不是所有的花都能在雪

山开放，但雪莲做到了；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实现援疆梦，但他们做到了。”泰

安市响应中央号召，对口支援新疆喀什

地区岳普湖县。援疆干部们穿越千山万

水，从齐鲁大地到大漠戈壁，一届接着

一届干，一张蓝图画到底，深深扎根在

祖国的边疆大地，挥洒汗水，奉献青

春，化作一道道独特的风景。

8月下旬，本报记者走进新疆岳普

湖县，聆听援疆人的故事，亲身感受他

们的工作生活。《泰安新闻》特别推出

“说出你的故事·走近援疆人”栏目，

敬请关注。

热情好客传递“民族团结一家亲”

编者按

□刘培俊 卫雅楠 王传忠 报道

活跃在基层的

红盾志愿服务队

噪走近援疆人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周燕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有效利用史志工作成果，促

进旅游事业发展，9月20日，泰安市召开“开发
利用史志资源、促进旅游事业发展”研讨会。这
次研讨会是一种探索，为全省的史志工作者提供
了志书成果转化的思路和可供借鉴的交流方式。

启动新志书编纂以来，泰安市史志工作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高度重视下，编史修志
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丰富的史志资源，为开发旅
游事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撑。

开发利用史志资源

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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