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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崔立来

“日高闲步下堂阶，细草春莎没绣鞋。折得玫
瑰花一朵，凭君簪向凤凰钗。”5月6日，在皇城玫
瑰谷，艳丽的玫瑰花摇曳在五月的阳光下，嗅着
满园沁人心脾的玫瑰花香，游人穿梭在花海中，
感受着“玫瑰小镇”的独特魅力……

“这么大面积的玫瑰花海还真是头一次见，
不虚此行！”来玫瑰谷赏花的淄博市民刘伟笑着
对记者说，一大早就开车带着家人从张店市区赶
到玫瑰谷，原本只是想就近找个地方打发时间，
没想到漫山遍野的玫瑰给了自己和家人一个大
大惊喜。

5月6日上午9点，“田缘舞沙”第5届玫瑰节正
式在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拉开帷幕。在这个面积
88平方公里的小镇，有超过30亿朵玫瑰竞相绽
放，一时间，“皇城”成了“花城”。更为可喜的是，
这一朵朵“小玫瑰”已成为推动皇城发展的“大产
业”。

皇城镇地处临淄区东北边缘，曾几何时，镇
域经济一直依赖简单的粮食生产。近年来，渴望
增收的皇城农民搞起了大棚蔬菜种植，蔬菜大棚
如雨后春笋般在全镇涌现。

目前，在皇城镇的10万亩耕地中，蔬菜大棚
就占了6万余亩，全镇已有蔬菜大棚1 . 4万个，以
种植西红柿和西葫芦为主，年产蔬菜6亿公斤，生
产高峰时仅西葫芦每天即产1000万斤。皇城也成
了著名的“西红柿之乡”，有“临淄西红柿”和“临
淄西葫芦”两个国家地理标志。

“蔬菜大棚让皇城百姓的腰包渐渐鼓了起
来，但单纯以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后
劲不足。”临淄区皇城镇党委书记郭亦华说，靠大
棚致富的皇城人，期待下一个增长极，经过分析、
论证，皇城镇决定由单纯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型
向“农业＋生态＋旅游”的农业旅游型发展模式
转型，以玫瑰为载体开辟旅游业增长极，打造淄
河生态文化产业带。

基于这一战略决策，临淄区皇城镇围绕坐落

于辖区内的淄河进行了系统规划，确定了“一个
模式、一条主线、七个主题”的定位。遵循规划定
位，沿淄河东岸建设了全长12公里、占地近万亩
的玫瑰谷。昔日垃圾遍地、杂草丛生的河谷
内，种植了千万颗玫瑰，玫瑰谷北端，村民沿
河种植了近千亩桃树，直至广饶边界，打造了
“南有十里玫瑰谷，北有千亩桃花源”的美丽
风景格局。

以高标准建设的玫瑰大道为主线，在皇城
镇10处进村路节点，打造了集文化娱乐、绿化
休闲于一体的齐民要术十里长廊；同时将散布
于各村的雪宫台、于家祖庙等历史文化遗迹和
于家革命烈士祠、北海银行地下印钞厂等红色
旅游资源串连成线，丰富玫瑰谷的文化内涵；
还有玫瑰主题展馆、滨河体育公园、皇城水上
乐园和蔬菜观光采摘等项目，让玫瑰谷具备了
更多乡村旅游元素。

其实，玫瑰谷的玫瑰花不仅有观赏作用，
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与皇城镇合作的玫瑰化
妆品企业——— 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把生产线建到了皇城，提炼玫瑰精油，生
产化妆品、玫瑰酒、玫瑰茶、玫瑰酱等，并在
玫瑰谷建设玫瑰博物馆，构建起了集种植、提
炼、销售、文化推广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既要有产业的支撑，又要融合人脉资源、
融资条件、市场分析，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实
现创业的梦想。”山东林森生物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的董事长于景堂说。眼下，公司打造的玫
瑰创新小镇项目已基本完工，面积12000平方
米，包含了多功能厅、玫瑰主题馆、植物护肤
观光式工厂、体验展示中心、电子商务中心
等，可容纳50-100个项目团体、1000-1500人办
公，为当地及周边民众提供了一个创业、创新
的平台。

如今，临淄皇城镇这个远近闻名的“蔬菜
之乡”有了一张新名片——— “玫瑰小镇”。各
种农业、文化资源与玫瑰谷、桃花源、花海等
景观交相辉映，沿淄河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乡村
旅游景区，实现了农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朱潇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临淄区举办了首届“临

淄和谐使者”颁奖典礼，表彰了10名社会工作经
验丰富、精于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优
秀社会工作者，“临淄和谐使者”在管理期间，
每人每月将享受区级补助500元，每年发放一
次。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孟迪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2日，记者从周村区文化新

闻出版局获悉，该局开展了以“创新创造改变生
活，知识产权竞争未来”为主题，“以网络环境
下的版权保护和产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版权保
护宣传周活动。工作人员社区、书店张贴宣传海
报，放置版权保护宣传牌，并向购书顾客、社区
群众派发了“著作权（版权）保护小知识”宣传
页，倡导大家养成尊重知识产权、拒绝盗版、支
持正版的良好习惯。

活动期间共张贴海报20余张，发放宣传页
200余份，放置宣传牌25个，接受群众咨询60余
人次。此次活动提高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知
识产权的知晓度和支持度，营造了全民参与的浓
厚舆论氛围，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田缘舞沙”第5届玫瑰节拉开帷幕

30亿朵玫瑰绽放“美丽大产业”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王慧 报道
本报桓台讯 服务大厅办事流程有哪些？工

作人员服务态度有没有改善？5月4日，记者从桓
台县纪委获悉，县纪委聘任的35名党风政风监督
员正式“持证上岗”，走进县行政服务中心进行
首次履职体验，实地察看了工商、税务、教育、
民政等部门窗口，仔细询问办事流程、服务效能
等问题，现场提出意见和建议，切实发挥好社会
监督“千里眼”的作用。

临淄表彰

10名“和谐使者”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朱晓蕾 报道
本报讯 5月2日，记者了解到，淄博市周村

区在厦门大学举办企业家高级研修班，全区“双
二十强”工业企业、部分服务业企业、金融单位
和相关部门近60人参加。

针对企业需求，在广泛征求企业意见建议的
基础上，该区将培训地点定为厦门大学经济学
院，培训形式采取学习与实践、讨论、产学研相
结合的多种形式开展，授课内容新颖、丰富、有
实践性，得到了学员的广泛好评。培训间隙，由
各部门牵头，分行业带领企业赴中国科学院海西
研究院、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和厦门大学进行
专题对接，并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桓台35名监督员

上岗

企业家高级研修班

举办

周村区开展

“版权保护宣传周”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张希锋 杨永杰 报道
本报桓台讯 “幸亏质监局工作人员的及

时督促，我们才得以及时进行技术改造，在转
型升级这场攻坚战中转危为机，抢得主动。”
5月2日，桓台县新宇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
林说。去年以来，桓台县质监局引导督促新宇
集团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加快设备升级
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其中，硝胺项目去年通
过技改升级达到国家标准要求，成为目前江北
地区少有的能够正常生产的企业，今年一季度
该项目实现盈利600余万元。

近年来，桓台县质监局不断创新服务方

式，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和支
撑。截至目前，该县有中国名牌2个，省级名
牌21个，获得省长质量奖1个，累计主持或参
与制定(修订)国家级标准8个，行业标准9个，
省级地方标准9个。数量均居全市区县前列。

服务理念做引领。日前，桓台县质监局组
织人员分别到全县31家重点企业进行走访调
研，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50余项，并邀请上
级有关部门帮助企业解决难点问题。近年来，
县质监局倾力打造服务型质监，实现从“管”
字当头到服务为先的转变。他们围绕服务全县
中心工作、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三个服
务”，倾力打造服务型质监，强化“服务企业

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坚持工作重心下移，
质监工作向基层延伸，形成多部门联动、各镇
(街道)参与的大质监工作格局。

信息化监管唱主角。目前桓台县在册特种
设备数量达1 . 2万台，压力管道465千米，采用
传统方式进行监管面临较大压力。为了解决以
上问题，县质监局把质监信息化建设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构建起特种设备监管信息化平台，
进一步完善基层监管体系，实现信息化与质监
业务工作有机融合，并在全省率先将特种设备
安全监管系统使用权限延伸到各镇、街道，大
幅提升了特种设备监管的有效性。一季度，全
县特种设备即时检验率达到96 . 8%，比去年提

高了20%。桓台县质监局局长高圣明介绍。
第三方服务增长效。县质监局在提高自身

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的同时，率先在全市探索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配合开展日
常监管和重点整治，利用专家的管理经验和技
术优势，形成“专家查隐患、企业抓落实、执
法促整改”的工作机制。自去年以来，桓台县
质监局聘请专家检查企业90余家，查找隐患200
余条，隐患整改率达100%。近期，他们又与山
东深度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实现合作，派出
相关专家对全县21家企业、7000余台日常检查
的特种设备进行隐患排查整治，帮助企业提升
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桓台县质监局：

优质服务促企业发展

5月6日，淄博市民在皇城玫瑰谷赏花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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