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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鹏 通讯员 孙永泉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日前，诸城市财政局传来消息，

该市在探索增收新途径、促进收入平稳增长的同
时，积极优化支出结构，注重念好“密织、厚植、
点睛、兜底”八字诀，聚焦增进民生福祉，着力打
造民生财政。2016年，全市完成民生支出65 . 4亿
元，比上年增加 5 . 3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85 . 9%。

据悉，2016年，该市共投入1 . 2亿元，支持山
区开发、中低产田和高标准农田改造、小农水重点
县建设、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等，增强了农业基础
保障能力。投入5200万元，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科技
孵化器，推进了种苗良种化进程。筹资7004万元，
支持20个省定贫困村实现当年脱贫。落实耕地地力
保护、种粮大户、库区移民、农机购置等补贴1 . 7
亿元，增加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

建立财政支持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机
制，集中财力“点睛”城乡建设重点项目，促进了
城乡面貌显著改观。2016年，筹资3 . 5亿元，重点
支持城乡道路新建改建、主干道设施养护维修、绿
化管护、河道养护、污水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等
项目，提升了城乡建设与管理水平。拨付1122万
元，落实“一事一议”奖补，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步
伐，美化了农村人居环境。拨付1 . 1亿元，推进实
施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拆迁安置、农村聚
合区建设、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改善了城乡居民居
住条件。

此外，该市扩大因病、因教、因灾、因祸等突
发性、临时性贫困救助覆盖面，为困难群众撑起
“保障伞”。2016年，共拨付医疗、慈善、自然灾
害和困难家庭学生等救助资金1800余万元，救助
65600余人次。投资284万元，全面实施民生综合保
险工程，将所有户籍居民纳入灾害事故、尤其是地
震灾害保障范围，在全国开创先河。发放义务兵家
庭、退役士兵、重点优抚对象、计划生育家庭、老
年人、孤儿及困境儿童等生活补助补贴资金1 . 5亿
元，改善了受保障群体的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和
谐稳定

□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通讯员 傅汝强

325省道诸城段，通往山东华宝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的路上，每天运送生猪的车辆来来回回，这里
是生猪屠宰的大型工厂，日均宰杀能力达5000头，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十几年的发展道路，公司靠产
品质量和商业信誉，从个体户发展成为省内第二大
屠宰厂。

“商贩到养殖户家收猪，都是需要数现钱，我
们却设置了一道槛，收购的生猪3天后打款。”山
东华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培刚告诉记
者，这是公司坚持的收猪“法则”。公司收购员到
达养殖场，先用自带的检测卡进行生猪尿液快速检
测，须呈阴性，再与养殖户签订安全保证协议书，
确保养殖中未添加违禁药品，拉回厂后，再进行肝
脏、猪肉等深度检测，出具结果需要两天的时间，
合格后再打款，不合格的按照协议进行无害化处
理。

7年前，公司刚开始实行这条规定，不少养殖
户认为这是在拖欠款项，尤其在猪肉价格一天一涨
的时候，非议更多。“我们当时就定下政策，无论
资金多么紧张，也必须在3天内付清养殖户的款
项。有一段时间，公司因为扩大规模，资金紧张，
依然不拖欠款项，在业界赢得良好口碑。”刘培刚
说，在价格飙升、养殖户“惜售”时，不少商贩收
不到生猪，华宝公司却一直有不断的货源。现在，
省内700多家大规模养殖场与华宝公司建立了供应
关系，华宝公司178辆的采购车辆每天行驶在全省
各地。

近年来，随着公司产业规模的扩大，公司开始
通过实施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战略，采用“公司
+合作社+农场”的模式，把劳动力、资本、土地
和技术有效组合在一起，使农业产业化产销链条更
加稳固，实现了企业带动合作社、合作社带动农户
的双赢局面。

据刘培刚介绍，因为公司屠宰的生猪全部来自
饲养基地及合作社农场，生猪的饲养、用料、防疫
能够在畜牧部门的监督指导下进行，入厂生猪由畜
牧部门实施产地、宰前检疫，整个过程由官方兽医
卫检人员控制监督。

“如今我们将国内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导入企业
的管理体系，贯穿在整个生产机构和企业工作环境
管理中，不断改善食品安全检测的技术和手段，从
生猪饲养用药、用料控制及屠宰分割过程控制、冷
库冷冻程度控制、出厂品质控制，到后续的冷链物
流配送等环节，建立起严格而完善的食品质量追溯
体系，并建立起完善的召回制度。”刘培刚介绍
说，公司建立的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包括在生猪的饲
养、屠宰、分割、加工及销售过程中，加贴特定标
识并将信息传输计算机数据库中，实现对生猪和猪
肉的跟踪和追溯，做到从生猪养殖到产品出厂各个
环节严密监控，确保质量和安全万无一失。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钰婕 王树海

1月12日，诸城市剪纸协会及部分书画家
来到南湖生态经济开发区的农村小学和社区，
为学生和居民送上新春祝福。在现场，一些老
艺人现场教学，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
桂英将一张张简单的红纸剪成喜庆的窗花，让
孩子们欢喜不已。

刘桂英等人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
剪纸等手艺让更多的人知晓，在孩子们的手里
出新。旧时剪纸被作为衡量女子女红水准高下
的一项标志。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女子用剪
纸寄情，把对自然的理解、对田园的向往、
对男女之情的追求，都寄托在一把小小的剪
刀上。剪纸多以剪刀铰出为主，趣味浑然天
成，都是出自农家妇女之手，造型各异、惟妙
惟肖。“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跟奶奶和姑姑学
习，学了3年多，我开始拿着自己的剪纸到集
市售卖，换了钱裁回花布做衣服。”刘桂英
说。

不过，当前剪纸濒临断代。记者从诸城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悉，现在的剪纸爱
好者大都以60岁以上老年人为主，作品受局
限，以小物件为主。“剪纸艺术发展要突破瓶
颈，就要在风格、篇幅、内容上大胆创新，打
开思路，更适合当下时代和消费需求。”刘桂
英目前还担任诸城市剪纸艺术协会会长，“剪
纸创新”是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要求。

在刘桂英的剪纸艺术馆，记者看到一幅

《红楼梦仕女图》，作品中30个女性人物，每
人都有不同的服饰和穿戴，表情各异，眼睛、
眉毛栩栩如生。在这幅高30厘米，长2 . 3米的
长卷上，吸引人的是更多细节。“这件作品，

我用的是刻刀，作品人物相连，没有断开处，
避免了使用剪刀铰不出细节、大型作品拿起来
易断的弊端。”刘桂英告诉记者，单是人物服
饰上的一个花瓣，至少要刻5刀，一个人物最

少也有200刀，一幅《红楼梦仕女图》在一万
刀以上。同样的大型作品，还有《清明上河
图》《中华民族大团圆》等，其中她凭借《中
华民族大团圆》，在2013年获得第六届山东省
“泰山文艺奖”民间艺术类二等奖。

艺术馆墙壁上，还悬挂着一幅《我的老
家》，像是水墨画，不过有清晰的立体感，抚
摸上去却是剪纸，作品中水井、枣树、院子、
月光、石头、围墙等用不同颜色表示得清清楚
楚。刘桂英告诉记者，这是她的新思路，用
白、黑、浅黄、绿四套颜色的纸分别剪出，然
后一层层贴上去，“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景
物和感情，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

2015年，刘桂英还把自己的《恐龙》剪纸
带到景德镇，烤到了陶瓷上，并申请了版权。
她还把套色蜡染金箔剪纸技术学到手，用白宣
纸剪好牡丹，然后用蜡染，再用金箔纸沿着花
纹一缕缕贴在上面。

“剪纸是一门综合艺术，以前的剪纸比较
简单，就是动物花鸟，在心中打个谱，学会叠
纸，剪出来就行。现在的剪纸为了内容和篇幅
更大，需要融合剪纸、绘画、书法等于一体，
很多以前我都没有接触过，我一直在学习。”
62岁的刘桂英认为自己知识不够多，她不断外
出学习并买来技法书籍钻研。

如今，这门手艺在她儿媳妇手里传承了下
去。因为婆媳俩手艺好，不断有企业和个人前
来购买，为他们增添了收入。“现在日本、韩
国、新西兰等不少友人都有我的剪纸。”刘桂
英高兴地说。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 芳

1月7日晚，创业者闫传伟与他的合伙人举
办了诸城首届互联网交流峰会暨手机诸城APP
上线的新闻发布会，这对诸城互联网界是一次
小小的震动。手机诸城APP从2016年下半年试
上线，月均访问量达36万人次，独立访客11万
人次，平均每10个诸城人就有一个看过“手机
诸城”的资讯。

闫传伟把这场发布会的主题定为“一个
APP温暖一座城”，因为他认为，他们做的事
业足够温暖人心。

谈起自己的创业故事，闫传伟说，2010
年，刚刚毕业不久，他与同学创办诸城百姓网

时，只有1200元的经费可用，我们找了一间20
平方米的房子当办公用房。“1200元连房租都
不够，当时房东向我要一年5000块钱的房租，
为了缓解困境，我跟他说，你一年5000块，一
个月不到500元，我一个月给你600元，让我按
月支付房租吧。”闫传伟的主意有了效果，房
东答应租住，收了200元押金。用400元买了两
张桌子、两把椅子，创业就开始了。

那时，他经常加班，租房白天是办公室，
晚上打地铺就是宿舍。当时偶尔有诸城百姓网
的会员来看一下“总部”，闫传伟就跟同事把
被子抱到楼道，用报纸盖起来。

后来，闫传伟与合伙人又创办了中讯互联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业从事互联网外包、网
站和手机APP的开发，目前已拥有1600多家企

业客户。此后，他们合资创办的鼎诺金服互联
网金融平台，上线半月交易额突破数百万元。
自营的电商平台“涓水电商”，去年的营业额
也获得数倍增长。

“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叫做坚持理想顺便
赚钱，可以赚大钱。坚持赚钱顺便谈谈理想，
往往只能赚小钱。”闫传伟说，自己希望做基
业长青的商业组织。之所以做金融和传媒，因
为他研究后发现，有三种需求永远存在：金
融、食品和传媒。

“传媒业目前最好的媒介是移动互联网，
它让人把碎片化的时间充分利用，扩大了人们
的文化消费，所以我觉得这块领域大有可
为。”闫传伟选择重组诸城百姓网，打造出全
新的“智慧飞燕·手机诸城APP”，利用用户

产生内容的分享经济模式，极大地加快信息诞
生和传播的速度，通过朋友圈极大提高诸城网
民获取本地资讯的效率。他还开发“全民记
者”功能，让市民随处拍，随手写，随时发。

手机诸城APP试上线以来，数次新闻事
件，由于网民的追踪，极大地促进了事件进
展。2016年10月15日晚，密州路小学学生冯俊
杰走失，当晚数万人次转发，不少诸城人盯着
手机诸城看网友信息，了解孩子是否找到，更
有网友走出家门一同寻找孩子。直到半夜十二
点左右，孩子在小姨家楼下被发现，整个城市
才带着满心的欣慰安然入睡。

闫传伟告诉记者，今年他将做4件大事：
智慧出行、智慧菜篮、智慧物业和智慧教育，
将“手机诸城”融入到智慧城市建设中去。

闫传伟用自己的故事和事业验证成功，将成果融入到智慧城市建设中去———

一个APP温暖一座城

剪纸艺人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剪出景物，一层层贴成作品，犹如水墨画———

传统文化也需推陈出新

诸城近九成财政支出

投入民生领域

用质量赢市场

用信誉稳货源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在诸城的一些大小酒店门前，会经
常遇到一辆回收车，两名员工用一柄大
笊篱，从下水道里淘捞餐厨垃圾。

这是潍坊金信达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诸城分公司的回收队，主要负责把餐厨垃
圾回收，中转收集后运往潍坊进行加工，
生产成为肥料或生物柴油。“现在我们每
天回收废弃油脂10吨，餐厨垃圾5吨左右。
餐厨我们一般免费收取，不少饭店会主动
留给我们，不过有的养殖场会提前收去养
泔水猪，拿一点报酬给饭店，所以我们再
去时，饭店往往不给。”潍坊金信达生物化

工有限公司诸城分公司总经理别培君告
诉记者，一部分废弃油脂和餐厨垃圾需要
从食品厂地沟、饭店食堂地沟里淘捞而
来，一天能淘捞10车，每车3吨多的废渣，
能够提炼3吨生物油。

别培君最眼馋的是养殖户家的“鸡背
油”。诸城养殖户以养貂和狐狸为主，他们
从食品厂买来鸡架子，煮熟后打碎喂养。
养殖户在大锅中煮鸡架产生的浮油，色泽
金黄，闻起来香味十足，攒够一桶就卖掉。
据别培君测算，每天诸城产出的这种“鸡
背油”大约有100吨以上。“我们一天只能
收到十几吨，大约是产量的十分之一，这
些油提炼后能够做成品质很好的生物柴
油，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多卖给我。”别培君

说，生物柴油每吨销售4000元，去掉成本，
收购价只能在2400元一吨。

“诸城有400多家食品企业，还有炸货
店，他们产生的‘老油’也很好。”别培君告
诉记者，现在收购来的餐厨垃圾和地沟
油都会运送到潍坊总公司统一加工。分
公司专门成立运输队，密封罐储存两天
就送一次，运输队的大罐车一天的运送成
本就是1500元，5吨的小型车也要700元的
费用。

在别培君北边的闲置厂房里，几台
设备正在进行安装调试，今年5月份可进
行加工生产，到时候这里就不再是一个
中转地，而是直接产出生物柴油和肥料
的基地。

下水道里淘“真金”
养殖户家中的“鸡背油”是最好的生物柴油原料

□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通讯员 李芳 单琳

临近年关，诸城大饽饽摆上不少人家的年货单
里。诸城大饽饽当代传承人时培东告诉记者，现在订
单不断，不少都是批量定制，包装礼盒用的，还有直
接下订单的，让发到北京、上海等地。

诸城大饽饽目前是“诸城名吃”“诸城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所以受人欢迎，一是做法正宗，二是
历史久远。

说起诸城大饽饽的起源，相传始祖为春秋时期的
诸城人公冶长。据史料记载和民间相传，公冶长懂鸟
语，可与百鸟交谈。公冶长很孝顺，他母亲的胃常不
舒服，消化不良，因常喝稀饭，忽然想吃个饽饽，这
可难坏了公冶长，而且未经发酵的死面饽饽吃了会不
舒服。公冶长想起自己懂鸟语，于是就跑出去对空中
飞来飞去的小鸟说：“鸟儿鸟儿快回答，找个好法蒸
饽饽，又暄又白好消化，俺娘一顿能吃仨”。当时正
好大热天，公冶长在日头底下晒得直冒虚汗，鸟儿被
他的诚心感动了，一会儿一群鸟儿唧唧喳喳地说：
“公冶长，公冶长，快和面放在供桌上”。公冶长照鸟
儿说的办了，待了好大一会儿，公冶长看了看供桌上的
面，似乎有点稀还有点酸味，可把公冶长气坏了，正想
骂鸟儿，又忽听鸟儿说：“公冶长，公冶长，快把面放在
面板上，掺上面揉得光光亮，蒸熟了快给你娘尝”。公冶
长回家照此做了，蒸出的饽饽果然又暄又白，他母亲吃
了也很高兴。

再后来，公冶长做饽饽时，都会从发好的面里揪下
一块做发面引子，他把这种做法广为传播，人们争相效
仿，都用老面蒸起了饽饽。这其中，尤以公冶长村附近
的时家疃村人做得最好。如今，时氏第21代传人时培东
创建诸城市中粮宾馆，继续延用此法蒸大饽饽，并在和
面时加上牛奶，不但在诸城畅销，而且销往全国各地及
出口国外，经济收入颇丰。

时培东介绍说，制作大饽饽前一天，要把老面引子
泡开和好，第二天把开好的老面与面粉一起和，和面时
要把老面和面粉搅拌均匀，然后将面倒出放在案板上
揉，之后用手揪开面团，每个面团再揉30遍，成型，
再发1-2小时即可下锅蒸。

“普通的诸城大饽饽一个在一斤一两左右，有的
可专门定做到二斤二两，为了成批量生产，我们现在
使用蒸箱，受热也均匀，一箱能蒸50多个。”时培东
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做着宾馆的生意，以中粮大饽饽
为主体，延伸扩展出面鱼、荷叶、枣饽饽、大花饽
饽、豆包等，品种多样化。同时，他还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习建设，让更多的人学习和继承这一技艺。

快过年了

大饽饽开蒸啦

餐厨回收员正在淘捞下水道中的餐厨垃圾。

刘桂英在朱家村小学为学生和老师演示剪纸手法。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韩晓丽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日前，为缩短产程，减少产妇阵

痛时间，减低剖宫产率，诸城市妇幼保健院成功引
进气囊仿生助产术。该技术利用特制的气囊，在计
算机程序控制下，通过充、放气提前模拟胎头作用
扩张软产道，使软产道达到胎头大小，从而减少胎
儿先露部下降阻力，提前为顺利分娩创造良好条
件，减少产妇盆底组织损伤，降低了母婴并发症和
剖宫产率，提高了医疗安全系数。经过20多年的临
床实践和总结，全国完成临床验证30万例以上，已
获得国家专利，是国家科技部重点推广技术。

妇保院引进气囊仿生

助产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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