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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盛超

街道边、公园里、社区内、公交站点……
一幅幅“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勤俭节约绿色
低碳”等内容的公益广告随处可见；自觉维护
公共设施、遵守交通秩序、讲文明树新风的良
好习惯体现在每位市民日常行为之中，成为了
当今孟子故里一道亮丽风景。

突出文明城市创建

提升城市文明水平

“小区路面干净了，绿地整洁了，乱扔垃
圾的也看不到了，‘创城’让我们的生活环境
变美了！”家住燕京小区居民王燕感慨说道，
现如今社区成立的志愿者队伍迅速壮大，越来
越多的人用实际行动参与到创城工作之中。

今年邹城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为重点，全面开展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健康城市试点、国家森林城市、国家
智慧城市试点、国家产业转型示范区“七城同
创”工作，努力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群众
生活幸福指数。坚持为民创建、创建惠民，从
群众诉求中找出突破重点，充分发挥群众的主
力军作用，以构建大网格为抓手，通过网格化
工作机制，确保工作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切
实把创城工作做成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为打好城市管理专项整治攻坚战，邹城市
全面加强农贸市场、主次干道、商业大街、背
街小巷、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区域的规范管理，
努力提升市容环境卫生，深入实施交通文明行
动，畅通城区交通秩序，改善居民出行环境。
以基础设施为突破，加快实施道路、棚改、管
网、绿化、水系提升“五大工程”，增强城市
功能，1295条背街小巷改造工程快速推进，56
处旱厕改造限时完成，13处城区农贸市场提档
升级，工地扬尘进行24小时持续监管，违建拆
除整治工作成效显著，“三比三创”、街道
“大工委制”、城市社区大党委制等为民服务
创新如火如荼，一件件以往的老大难问题正转
化为创建工作的突破口被有力破解，更激发了
群众支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热情。

抓好农村环境整治

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夏收时节，最让种粮大户苦恼的就是不知
怎么收拾地里的秸秆，香城镇利用集盛集团用
秸秆制菌的有利时机，组织各村与集盛公司签

订回收协议，免费对农户秸秆进行机械化打捆
回收，并每亩给农户发放15元的清运费，实现
了秸秆回收利用，以前的老大难问题迎刃而
解，实现了农户和企业的双赢。

邹城突出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三美
同建”，大力推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工程
质量、管护机制四个标准化建设，加快水电气
暖宽带“五网并进”，实现城乡环卫工作一体
化全覆盖，相继建成香城、中心店、张庄3处
济宁示范片区，田黄、石墙、城前、峄山、大
束5处邹城示范片区，美丽乡村（生态文明
村）覆盖率达到65%以上。良好的生态环境为
农村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生态农业、观光农
业和高效农业连片发展，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4处，新增退耕还果还林15万亩，规模以上
农业龙头企业达到126家，成功创建国家级出
口农产品质量示范区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实
施“旅游+”融合发展，把美丽乡村建设与生

态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结合起来，逐步打造了
以上九古村、五宝庵山、凤凰山、蓝陵桃花源
等为代表的魅力乡村游景区，叫响“邹东深呼
吸”生态休闲游品牌，成功入选首批山东省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

倡导移风易俗行动

引领良好社会风尚

邹城市峄山镇大庄二村光荣榜上，贴满了
25年来开展精神文明评选活动的照片，1800余
人相继被评为先进典型，曾经的“好媳妇”现
如今变成了“好婆婆”，勤俭持家、孝老爱亲
的传统美德被延续传承。

今年以来，邹城市把弘扬家庭美德，倡
导移风易俗作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
化乡村文明行动的重要抓手，着力破除陈规

陋习、树立新风正气。积极推行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和厚养薄葬，全市887个村居全部成
立红白理事会，完善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
章程、操作细则等各项制度，同时，该市充
分利用农村广播“村村响”、户外广告、建
筑围挡、街面LED屏、主题文化墙等多种形
式，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活动，并拍摄了
《移风易俗，我们在行动》、《云山营的
“文艺官”》等4部移风易俗微电影进行巡回
展播，组织开展了举办首届青年儒家集体婚
礼，评选表彰邹城市文明家庭、感动邹城道
德模范评选等活动，使得移风易俗“有声有
影有形、入耳入脑入心”。

自去年9月份以来，该市农村红白理事会
操办的婚丧嫁娶活动花费均降至万元以下，
社会上各类家庭、商务聚会浪费现象逐步被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替代，群众满意度得到
大幅提高。

七城同创为民惠民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移风易俗引领风尚

邹城：文明新风最怡人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于惠惠 报道
本报曲阜讯 7月8日上午，2017中国曲阜孔子

研学旅游节在曲阜市万仞宫墙前宣告开幕。
本届旅游节主题为“研学曲阜，快乐成长”，

聚焦少年学生这一特定群体，体现孔子研学游“在
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的主旨。旅游节期间将举
行成人礼、经典诵读、孔庙朝圣、孔庙祈福、开笔
礼等一批有文化内涵，参与性、互动性、趣味性兼
备的研学游活动。

2016年，曲阜市荣获首批“中国研学旅游目的
地”称号，“三孔”景区同时获得“全国研学旅游
示范基地”称号，“孔子修学旅游节”由此便更名
为“孔子研学旅游节”。

2017中国曲阜

孔子研学旅游节开幕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李辉 报道
本报济宁讯 7月7日下午，济宁高新区王因街

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暑期“四点半学校”正式开
课。

针对辖区内外出务工人员较多、暑假小学生学
习和生活没有规律的实际情况，王因街道特开设暑
期“四点半学校”，招收留守儿童300余人，特聘
多名教师对孩子们进行课业辅导和组织文化活动。

据工作人员介绍，街道提前对教师进行了“小
手牵大手，共创文明城”、“暑期防溺水专题讲
座”、“交通安全常识”、“传统文化与民族文
化”等方面内容的培训。

济宁高新区

暑期“四点半学校”开课

兖州规划建设新型材料

装配产业新城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张美荣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29日，济宁市政府、兖州区

政府与河北卓达集团合作签约仪式在兖州区圣德国
际酒店举行。

发展装配式建筑是建造方式的重大变革，是国
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
举措。今年，兖州区在颜店工业新城规划建设装配
式建筑产业示范园，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发展新高地。

根据协议，济宁市政府同卓达集团将在“卓达
新材料装配式建筑产业园”暨“国家住宅产业化基
地建设”、绿色装配式建筑、城市综合开发运营、
大健康等产业开展合作。

卓达绿色模块化建筑(新型材料)产业园项目总
投资150亿元，总用地1500亩，总体规划产能5000万
建筑平方米，产值1250亿元，综合纳税能力100亿
元；产业园一期工程产能为100万建筑平方米。

□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尹彤
本报通讯员 王友芹 薛海波

6月30日，在嘉祥县金屯镇扶贫办工作
人员的见证下，孟营村贫困户王中信与盛祥
青蛙养殖专业合作社签下用工协议，每天80
元，按天记工。王中信高兴地说：“我是个
‘病秧子’，年纪大了，找了几次活都杳无
音信。没想到，在镇扶贫办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我和老伴能在家门口打工，今年脱贫就
不愁了。谢谢扶贫办，谢谢盛祥青蛙养殖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孟祥雷。”

今年30多岁的孟祥雷是嘉祥县金屯镇孟
营村人。2013年，他和弟弟孟亚非开始尝试
养殖青蛙，但二人缺少技术支持，快要养成
的青蛙“一病不起”，让兄弟俩欲哭无泪。
2014年，不信邪的兄弟俩再次养起青蛙，却
还是败得一塌糊涂。

青蛙养殖陷入低谷，但来自父老乡亲的

鼓励给予他们极大的安慰。“孩子，别灰
心，慢慢来。”“你们可以到外地学习养殖
青蛙技术，也许可以少走些弯路。”这些暖
人心的支持坚定了他们养殖青蛙的决心。
2014年下半年，孟祥雷兄弟和父亲一起到湖
南拜师学艺，功夫不负有心人，孟祥雷掌握
了养殖青蛙的要领。

现如今，孟祥雷成立了盛祥青蛙养殖专
业合作社，出资总额1700万元，拥有社员
102户，成员覆盖省内数十个行政村，带动
养殖面积近千亩，成了名副其实的“青蛙王
子”。目前该社青蛙产量平均亩产1500余公
斤，每年向市场供应1200余吨新鲜青蛙，形
成四五千万元的产值。

富裕起来的孟祥雷没有忘记给予过自己
支持的父老乡亲。“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
时候，是乡亲们的支持鼓励给了我前进的动
力，现在我富了，可不能忘本。”一次，他
到镇上办事时听到帮扶贫困户的事情，马上

就找到分管扶贫工作的副镇长高春国，表达
了自己愿为扶贫做点事的想法。很快，镇扶
贫办将盛祥青蛙养殖专业合作社列为首批精
准扶贫就业基地示范点。

目前，盛祥的青蛙养殖面积已达550余
亩，其中流转贫困户土地16亩，吸收6户贫
困户就业。

“盛祥青蛙养殖专业合作社是金屯镇就
业扶贫领域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金屯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不在少数，扶贫开发工作不是简单的‘输血’，
是以‘输血’来‘造血’，‘造血’是重点，最终目
的是通过政府引导帮扶与个体的自力更生，
实现脱贫致富。”高春国表示，镇扶贫办将
积极扮演好“娘家人”角色，依托种养殖合
作社解决一批，依托劳务输出解决一批，依
托港口码头解决一批，依托服装手套加工解
决一批，依托”五小”产业解决一批，让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实现脱贫梦。

“青蛙王子”孟祥雷：

创业受挫得关爱
致富回报乡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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