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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杜辉升 罗从忠
通讯员 周华 李维江 报道
本报五莲讯 6月12日清晨，在五莲大青

山太极广场上，德国人Michael正跟妻子Sarah
切磋太极，练习推手。在这对异国夫妇身
后，三十多名陈式太极拳实用拳法练习者正
在晨练，他们肤色不同，发色各异。

推手，原本是太极拳的一种训练方法，
现在已经成为五莲与世界交流的姿势。自
2013年以来，大青山景区已连续举办4届“中
国·五莲大青山国际太极拳大赛”，每届约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千人参加，每年吸引境

外游客1万多人次，百余人常年驻山习拳，国
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近年来，大青山风景区不断加大资金投
入，先后建设了大青山国际酒店、森林木
屋、太极村等基础设施，日接待游客能力达
1 . 5万人，容纳2000多人就餐，500人住宿。目
前正规划建设国际太极学院、太极大道、太
极小镇、太极影视基地、国际太极文化交流
中心的项目。正在筹建中的大青山国际太极
学校于2016年9月迎来首批200多位学员，今年
10月份又将迎来国内、新加坡、澳大利亚和
德国的100多名学员参加实用拳法班。

五莲县计划以大青山风景区为核心，规
划建设大青山太极文化旅游综合体，推动文
化、体育、旅游相融合，建设“康养五
莲”，打造“太极文化名城”。2014年“大
青山国际太极拳大赛”入选年度“中国体育
旅游精品项目”。今年10月，第五届大青山
国际太极拳大赛将在此举行。

目前，五莲县太极文化“进校园、进机
关、进企业、进军队、进社区、进乡村”的
“六进” 活动正在积极开展。在“太极拳
进校园”活动中，五莲将“太极拳13式拳
法”统一编入全县学校课程计划中，通过体

育课、大课间等形式，让广大师生学打太极
拳、学习太极文化。自今年3月4日起，五莲
县还利用周末时间，分5期对全县机关企事业
单位太极拳爱好者进行免费培训。

“五莲县正积极构建以礼佛、泡泉、习
拳、登山健身为支撑，乡村游全覆盖的旅游
格局，聚力打造‘山水禅心、康养五莲’品
牌。大青山作为以太极文化为特色的景区，
在全县旅游布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们正积极借势，将太极打造成五莲走向世
界的名片。”五莲县委书记马维强说。

以太极之名 与世界“推手”

五莲推进文化、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

□白晓 李颖慧

青岛对新疆的扶贫工作从“单向帮扶”
向“双向合作”转变，由“输血式帮扶”升级为

“造血式帮扶”，最初的“政府帮扶”已经发展成
为如今的“社会多元化帮扶”。在这一系列的转
变之中，“辣椒扶贫”即是胶州独创的成功范
例，一颗颗红辣椒不仅让当地老百姓走上致富
路，也串起了鲁疆民族情。

每亩辣椒增收2000元

策勒县，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昆仑山北麓，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
和土质非常适合辣椒生长。策勒县发展辣椒产
业时间较短，但近年来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策勒县固拉哈玛乡副乡长买买提依布热
依木·买买提明与辣椒结缘，始于胶州人傅军
在当地推广种植辣椒。2006年，搞辣椒色素的
傅军在策勒县巴西玉吉买村试种了313亩辣
椒，帮助当地农民每亩增收2000元。当时，买买
提是该村的党支部书记。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的买买提依布热依木·买买提明，向习近平总
书记汇报了当地有关发展及青岛人与他结对
帮扶种植大棚蔬菜等情况，得到总书记的称
赞。傅军就是买买提向总书记汇报的“青岛亲
戚”之一。

策勒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在胶州辣椒企业
的带动下，巴西玉吉买村、齐格勒格艾日克村
等村的农民都种植了辣椒，每年每亩增加纯收
入2000元。而与策勒县相比，位于新疆中部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静县，辣椒种植面积达
到了6 . 5万亩。和静县协比乃尔布呼乡协比乃

尔布呼村农民加拉洪·依明今年种了40亩，这
是他连续第5年种植，年纯收入达8万多元。

现金收购 不欠一分钱

据了解，每年新疆种植的辣椒有2/3被胶
州辣椒企业收购加工。为了进一步推广“辣椒
扶贫”，今年4月份，胶州市组织相关部门及辣
椒加工企业赴新疆考察。

72岁的郭培正是考察团中一员，他创办的
柏兰集团，每年从全国各地收购辣椒6万吨加
工，生产的调料远销欧美。在策勒县齐格勒格
艾日克村的大棚里，他主动提出收购意向。“你

们种多少，我就收多少。”郭培正当场表示，“今
年还是现金收购，决不拖欠一分钱。”

“新疆建设兵团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辣椒收获后将以保底价全部收购。我们还在当
地注册成立新疆柏兰食品有限公司，就近建工
厂生产。”郭培正说，公司除了与新疆建设兵团
合作外，还积极引导当地农民种植辣椒，并提
高技术保障和管理指导。

加拉洪·依明介绍说，每年4月，都是辣椒
移苗期，新疆建设兵团二师22团都要从和静县
及周边雇用几千位村民帮助移苗。每天村民能
赚到300多元，还能学到移苗、浇水、防病、采摘
这些辣椒种植技能。

辣椒产业从原料基地

转型深加工
胶州将辣椒发展成为产业扶贫特色，有着

得天独厚的优势。胶州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辣
椒加工出口集散地，同时拥有辣椒新品种研
发培育的基础。而新疆地区光热资源充足，
无霜期长、昼夜温差大，利用通畅的铁路，
胶州和乌鲁木齐之间可以实现便捷的物流运
输。诸多优势促成了胶州将辣椒产业作为援
疆的重要方式。

更大的扶持政策已提上日程。5月15日，胶
州市政府与新疆策勒县政府建立了扶贫协作
关系。胶州市将利用辣椒产业优势，助力策勒
县发展壮大辣椒产业，打赢脱贫攻坚战。

根据协议，胶州市将在色素辣椒种植、加
工、收购、销售等领域与策勒县建立紧密型的
产销对接关系，双方将大力发展订单种植，引
导胶州市辣椒加工企业与策勒县农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签订订单合同，实现“公司
获利、农户受益”的双赢。

胶州市副市长刘明县告诉记者，胶州市将
定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赴策勒县对辣椒种植
户开展免费培训，推广应用辣椒新品种、新技
术，并组织策勒种植户和胶州种植户结对子，
互相学管理、学技术、学技能，为策勒县发展辣
椒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借助胶州市的帮扶，策勒县的辣椒产业
将从原料基地向深加工基地转型。”代表策勒
县政府签约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木合塔尔·阿
布都卡迪尔表示，“我们将为投资企业创造良
好的投资环境，在生产、生活上提供全力保障，
提升辣椒精深加工企业进驻的积极性。”

胶州独创“辣椒扶贫”模式，带动新疆农民致富———

辣椒串起浓浓鲁疆情

□白晓 李颖慧 报道
新疆策勒县固拉哈玛乡考察团在胶州柏兰集团考察辣椒深加工情况。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宋伟 韩顺立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我也领上工资啦？”“是的，这

是您的工资卡，每月200块钱。”6月11日，家住枣庄
市山亭区山城街道王峪村的76岁贫困老人刘福荣，从
爱心企业枣庄瑞丰食品有限公司经理张显涛手中接过
一张银行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瑞丰食品响应政府“孝善养老”号召，对公司内建
档立卡的贫困户职工，家中有60岁以上老人的，每月由
职工交上100元孝敬老人的钱(同意从工资中扣发)，公
司额外再给补贴100元，每月按时打入银行卡中，把银
行卡直接交到贫困老人手上。这样，贫困老人的子女在
公司打工，老人同样可按月领取一份“工资”。

今年以来，山亭区创新扶贫模式，探索多种形式
帮助贫困户增收致富，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失去劳动
能力的老年人，推行孝善养老行动，实现稳定脱贫。孝
善养老有两块资金构成：一是贫困户子女(企业职工)
上交的孝心款，暂定50元、100元两个档次(在工资中扣
出)；二是企业配套的善心款，按照子女上交的孝心款
等额配套，即“子女尽孝，企业行善”。“孝善养老”倡议
发出后，目前已有山城街道、城头镇、冯卯镇、店子镇等
16家民营企业响应，惠及贫困户老人617人。

□记者 肖芳 通讯员 吕栋 杜梅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7日，农业部公布首批全国农村

创业创新园区(基地)目录，即墨市华盛现代光伏农业
创业创新基地、浩丰生物科技现代农业园区、玫瑰圣
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3家农企入选。

目前，即墨已成立一个农业创业创新联盟，培育
“农民创客”近万人，建设一批农业创业创新园区。此次
入选的华盛现代光伏农业创业创新基地，全国首创实
行“棚顶发电、棚下种植”的光伏农业模式，并于2015年
建立起全国首个国家级农业创客空间和农业孵化器。

山亭617名贫困老人

喜领“孝善养老”金

即墨3家农企入选

首批全国农创基地

□记者 杨国胜 通讯员 刘姝君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9日,来自美国的Emily老师正在

潍坊高新区钢城现代学校授课。作为美国南佛罗里达
大学音乐专业的高材生,课堂上，Emily老师发挥自己的
音乐特长声情并茂地给孩子们演绎“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这首歌曲，俏皮的动作加上标准的美式发
音，使学生们完全沉浸在这种奇特的英语教学环境中。

今年以来，潍坊高新区主动融合全域国际化发展
进程，以外籍教师引进为抓手，为中小学生提供了高
品质的“国际理解教育”套餐。而随着Emily等8名外
籍教师引进工作的完成，全区13所中小学在校外籍教
师达到43人，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公办中小学外籍教师
100%全覆盖，老百姓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纯正
的英语教育。

潍坊高新区中小学

实现外教全覆盖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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