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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涛 赵敬磊 报道
本报东阿讯 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广大

群众的生活质量，高集镇把改厕工作作为造福群众
的重点民生工程来抓。认真贯彻落实农村改厕工
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积极落实农村改厕的规
划，精心组织，广泛发动，因村制宜、注重实效，
积极推进改厕工作顺利进行。

今年，高集镇改厕工作涉及28个村，共计2600
户。截至目前，武举、徐庄等村正顺利推进，其余
村也已陆续准备开工。预计到5月底，全镇47个村
改厕工作全部完成。

该镇还成立了改厕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
长，分管副书记任副组长，各管区书记为成员，各
包村干部负责督促，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改厕
工作；制定改厕实施方案，层层签订责任状，形成
一级抓一级的工作组织保障机制。

改厕工作小组不定期地对改厕进度、建设质
量、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督导检查，对工作突
出、成绩明显的进行通报表扬，对工作不力、进度
迟缓的进行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保证改厕工作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高集镇：农村改厕

提升农民生活质量

□ 本 报 记 者 高 田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杜燕华 高有涛

上海市场，聊城菜的新蓝海

3月24日，一批来自上海的客人，走进了
莘县、东昌府区等地的田间地头及蔬菜大棚和
多个蔬菜种植合作社，他们认真察看蔬菜长
势，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原来，他们是上海市
民“菜篮子”的把关人，来聊城考察外延蔬菜基
地情况，聊城将有望成为上海市第三批外延蔬
菜基地，蔬菜大市变成上海市民的“菜园子”。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吴星宝介绍，上
海市是个特大型城市，目前上海日蔬菜消费总
量约15000吨，其中7成蔬菜供应来自兄弟省
市。

据了解，从2016年起，上海市根据“大市
场、大流通、大基地、大合作、大数据”的工
作要求，进一步建立蔬菜紧密型产销对接关
系，正式启动了外延蔬菜基地建设，在山东临
沂、江苏徐州试点建立了第一批6个规模化外
延蔬菜基地。今年3月份，上海市商务委在海
南省澄迈、三亚、昌江等基地，正式挂牌上海
市外延蔬菜基地。上海市商务委制定了《上海
市外延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评价指南》，提出了
上海外延蔬菜生产基地在规模、种植品种、检
验检测、标签标识、追溯功能、视频监控等方
面的具体要求，并指出，外延基地若能在“夏
淡”和“冬淡”期间，确保一定供应量，可在
农资、检验检测、产品追溯系统建设等方面享
受上海的政策。

从聊城的情况看，聊城是农业部第三批认
定的43个地市级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之一，是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全国优质粮食和瓜菜
菌、肉蛋奶等“菜篮子”产品的主要供应基
地。聊城市蔬菜面积380万亩，年总产逾1700
万吨，其中，设施蔬菜播种面积230万亩，总
产1000多万吨，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被誉
为“中国蔬菜第一市”，支撑起这个“中国蔬

菜第一市”称号的是全市每年1700万吨以上的
蔬菜产量，上百处省、市级瓜菜菌标准化生产
基地，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和可
追溯体系，99％以上的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抽检合格率和品种全、周年生产、上市期分布
合理的生产模式。聊城菜已成功开拓京沪高端
市场，每天直供蔬菜达30多万斤。

上海市场一旦打开，聊城蔬菜产业，将迈
入新蓝海。

打造可追溯体系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运行处主任徐剑锋认
为，聊城蔬菜要进入上海市场，可追溯体系建
设十分重要。作为上海外延蔬菜基地，应严格
保证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能轻松看到食品的
来源。

聊城市投入资金近1200万元，建设市、县
监管追溯平台12个，将133个规模化农业生产
基地、309个农资经营点和66个乡镇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站纳入监控范围。在山东省率先建
立健全了市、县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特
别是针对销往京沪的蔬菜，聊城市以密集的产
地自检、市县抽测和第三方独立检测，保证抽
检合格率保持在100%。

聊城市农委主任侯德功介绍，加快建立健
全两地农产品安全追溯合作机制，在农业标准、
市场准入、原产地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
系等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共同建立、升级、融合
产销两端农产品安全追溯系统，共享数据接口
及上下游数据资源，建立健全农产品产销全程
追溯管理机制，避免超标农产品流入餐桌。

聊城市副市长任晓旺表示，下一步，我们
将以上海市民“菜篮子”为需求导向，积极调
整蔬菜生产基地的种植结构和供应规模，与上
海建立起紧密的产销对接关系，不断健全完善
从蔬菜生产基地（加工）——— 批发市场（配
送）——— 标准化菜市场（超市大卖场、智慧微
菜场）的全过程信息追溯链条，提高聊城市蔬
菜的质量安全水平，丰富上海市民的“菜篮

子”、鼓起聊城农民的“钱袋子”。

高标准建设“菜园子”

口味“挑剔”的上海消费者，特别看重蔬
菜的安全与品质。

为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市，聊城市政府出
台了《关于整建制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市的意
见》，签订了创建责任状。以市政府令下发了《聊
城市禁止销售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管理规定》，在
全市范围内禁止销售使用剧毒高毒农药。

聊城市以“境、文、物、信、品”等五个
“胜一筹”作为支撑，将聊城市农产品整体品
牌确定为“聊·胜一筹！”，将品牌口号确定
为“放心吃吧，聊城产的！”。近期，聊城市
又发布了“聊·胜一筹”旗下10个区域公用品

牌和30个企业产品品牌。全市“三品一标”总
数达到1128个，基地面积累计达到460万亩，
其中绿色食品总数达到700个，新增数量连续
三年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创建全国标准化绿
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2处。全市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发展到34个，获得省以上名牌产品或驰
名、著名商标108个。

今年，为了推动全市蔬菜产业转型升级，
更好地适应北京、上海等高端市场的需求，聊
城市又印发了《聊城市高效集约蔬菜温室建设
实施方案》，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在全市再新
建（改建）10万个高效集约温室和11个高标准
蔬菜示范园区。这10万个温室，将按照集中连
片的布局，每片都在100亩以上，并且全部应
用水肥一体化技术。部分示范园区还将应用以
椰糠为主的基质栽培技术和智能化种植技术。

蔬菜年产量逾1700万吨 监管、检测、可追溯体系完善 抽检合格率99％以上

聊城菜叩门“大上海”

□ 孙亚飞 王长新 杨玉德

“这才多少天，一万多块钱又要赚到手
了。”3月20日，茌平县肖庄镇小高村残疾青年高
吉朋，站在兔舍前，脸上漾起了灿烂的笑容。

从家徒四壁到建起300多平方米的养兔场、
已收入4万多元，才一年多的时间，高吉朋就以
丰硕成果书写出一位残疾人的“出彩人生”。

“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茌平县财政局驻
村扶贫工作组对我帮扶的结果！”高吉朋满怀
深情地说。

眼前的高吉朋，乐观、自信、阳光。“实

际上，吉朋10年前就患有少见的斯蒂尔综合
征。”父亲高金河说，“为了治病，跑遍了北
京、济南等地的医院，花光了所有积蓄。幸
好，他没有一蹶不振。”说起儿子高吉朋，高
金河既遗憾又骄傲。

“我父亲患有股骨头坏死病，母亲又得了
骨刺病，我已经20多岁了，再也不能光靠父母
养活自己了，我一定要和命运抗争，通过自己
的加倍努力，过上和别人一样幸福的生活。”
高吉朋接过父亲的话茬。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网页上看到了獭兔
养殖的信息，觉得很适合自己，投资少、见效
快、易饲养，还有销路。更重要的是，当地饲
料资源丰富，比如花生秧、花生壳、玉米秸等
都是獭兔喜爱的饲料。

于是，2013年，高吉朋与父亲东借西凑了
2万多元，分两年从大桑引进200多只种兔，由
于兔舍简陋，保温御寒防暑性能差，獭兔患
病，死亡率很高，养兔事业陷入亏损。

高吉朋望着父母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吃
不下饭、睡不着觉，有些心灰意冷了。

2015年，茌平县财政局驻村扶贫工作组进

驻小高村，闻听高吉朋家不幸遭遇后，茌平县
财政局局长张明及驻村扶贫工作组的同志当即
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质，第一时间赶赴
高吉朋家中看望，并为高吉朋加油鼓劲。

为了让高吉朋脱贫致富，张明及驻村扶贫
工作组在多次家访的基础上，进行了专门研究，

“量体裁衣”，帮高吉朋定制了“住新房、扩兔舍、
三年娶新娘”的个性化脱贫致富“蓝图”。

“一是争取危房改造政策，帮助高吉朋一
家翻新了住房；二是把他作为“小康示范户”
重点扶持，积极对接上级政策，争取残疾人创
业基金；三是抓住高吉朋有养兔经验的实际，
协调汇富牧业有限公司“一对一”帮扶，赊销
给他种兔、饲料，提供养兔技术，并签订了回
收商品兔的协议；四是针对高吉朋无力建起标
准化种兔繁育室的实际，张明和驻村扶贫工作
组组长董建忠又动员各自家属各拿出一个月工
资，为高吉朋建起标准化的种兔繁育室，彻底
解除了高吉朋养兔的后顾之忧”。小高村党支
部书记高化金告诉记者。

张明等领导及驻村扶贫工作组的行动，让
高吉朋看在眼里，暖在心里，重新树立了战胜

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高吉朋清楚，要想把现代化的养兔业做成

功，必须掌握过硬的养殖技术。于是，高吉朋
一边养兔，一边在电脑上查找学习资料，还不
断与上门服务的汇富牧业有限公司的技术指导
人员拜师取经，学习先进的养兔技能。

都说上天关闭了一扇门，也会开启一扇
窗。身有残疾的高吉朋虽然不能像其他青年一
样干重活，却养成了喜欢动脑筋、爱思考的习
惯。凭借着较强的领悟能力和勤奋学习的精
神，高吉朋很快掌握了先进的养兔技术。

目前，高吉朋已有优质种兔100只，每批
存栏“自繁自育”肉兔1200多只。已销售“自
繁自育”肉兔960只，实现销售收入36720元；
销售獭兔480只，实现销售收入5000元，2017年
预计实现纯收入10万元以上。

“下一步我想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再引
进优质种兔100只，到时一年可销售肉兔9000
多只，不但规模扩大一倍，而且效益还可翻
番，成为真正的‘小康示范户’”。已初尝致
富甜头的高吉朋做大做强养兔事业的愿望和信
心更强烈了。

“住新房、扩兔舍、三年娶新娘”———

残疾青年高吉朋迈向小康示范户

□通讯员 赵玉国 报道
3月20日，茌平县贾寨镇堤头袁村村民在管理大棚西红柿。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3月23日，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公

室召开新闻发布会，聊城市工商局副局长罗本江介
绍，“聊·胜一筹”知名度迅速提升，目前，品牌
价值已逾10亿元。

去年以来，聊城市成功打响了“聊·胜一筹”
这一农产品商标，以“聊·胜一筹”整体品牌形象
为引领，聊城优质安全农产品正大步走向全国。截
至目前，全市共有莘县蔬菜、临清大蒜、高唐驴
肉、东阿小麦等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2件。

据了解，2016年，全市新申请商标8030件，新
注册商标4631件，新认定山东省著名商标20件，新
增马德里注册商标1件。

罗本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商标品牌就是知
识产权，一经评估认定就是真金白银。在全市整个
商标工作中，仍有企业家商标意识不强，商标保护
意识亟待提高，部分聊城企业家缺乏商标品牌注
册、管理意识。另外，政府奖励政策不到位，应建
立商标品牌宣传机制，提高全社会商标意识。

“聊·胜一筹”

品牌价值逾10亿元

□记 者 高 田
通讯员 孟凌云 魏新茹 报道

本报东阿讯 3月22日10点，姜楼镇人民广场
上，在村民们的殷切期待中，“同筑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东阿县2017文化下乡推进会随着山东省
歌舞剧院带来的舞蹈节目《齐鲁风韵》拉开了帷
幕。

姜楼镇村民戏迷董大爷连连称赞：“一直想听
章兰老师的戏，今天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多年的愿
望。”

作为阿胶文化、梵呗文化的发源地，东阿拥有
“东阿阿胶制作技艺”“东阿杂技”等国家级、省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余项，形成了“阿胶·养
生”“鱼山·梵呗”“黄河·生态”“喜鹊·吉祥”
“历史·民俗”特色明显的五大文化资源。近年
来，东阿县立足实际，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培育文
化产业，东阿阿胶城、“三馆三中心”、影视大厦
等一批文化基础工程相继建成，县图书馆被评为
“国家一级图书馆”；“东阿县乡村记忆七大工
程”获“山东省文化创新奖”；“金刚力功”被评
为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二郎拳”入选
山东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东阿县文化下乡

为村民送去文艺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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