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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张强 张文玉

一处文化遗产，一份历史记忆。随着社会
发展，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逐渐被社会认知。
毗邻孔孟之乡的宁阳县，文物古迹众多，资源
丰富，在实际工作中多举措加强文物保护，科
学合理开发利用，全县文物事业实现了持续健
康有序发展。

古迹修复全面铺开

炎炎夏日，走进位于宁阳县鹤山镇泗皋社
区西北村的“ 复圣”颜回故里——— 颜子庙，记
者看到，新上的消防设备已安装完毕，地下进
排水管道也已铺设完成，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最
后的扫尾工作。

据了解，颜子庙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其独特的“ 二梁不在大粱上”现存木
架结构为最初建造木构件，具有典型的元代特
征，具备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因年久失修，颜子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
损，为更好地保护这一国宝级历史文化古迹，
宁阳县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颜子庙修复工程。

据介绍，该工程包括修缮、消防、安防、
防雷等方面的项目建设，预计总投资近千万
元。目前修缮及消防工程已基本完成，复圣殿
的变更设计方案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后即可实
施。鹤山镇副镇长颜世敏告诉记者，整个修缮
工程严格按照“ 修旧如旧、复古如古”的原则
进行，全部采用古旧青砖及传统工艺，尽可能
保留其历史原貌。

与颜子庙相隔15公里、位于大汶河南岸禹王
庙东侧的宁阳开元寺，其修缮工程也在如火如荼
进行中。7月19日，一个雨夜后的清晨，记者来到
开元寺发现，山东沃特的施工人员有的在搬运地
砖，有的在搅拌和灰，还有的在丈量尺寸，彼此分
工明确，各司其职，现场井然有序。据施工方负责
人介绍，整个寺庙外部装修已完工，只剩下内部
梁柱装饰、地面板砖铺设及物件归位，还得需要
两三个月时间才能完成。与开元寺一路之隔的禹
王庙，其内部修缮基本完成，修缮后的禹王庙更
加古朴典雅，尤其是禹王台，俯瞰四周，恢弘大
气，仿佛置身于圣境。

当前，全县上下正掀起一股修复历史文化古
迹的热潮，不管是国家级、省级还是市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只要是有残损，有破坏，都在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修复。

文物保护精准施策

记者了解到，宁阳自然条件优越，人类起
源较早，在距今2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
此生息繁衍，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距
今6400-4200年举世闻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就首
次在县境东部磁窑镇堡头村被发现，并被评为中
国二十世纪百大考古发现之一。目前，境内共发
现各类文物遗址、遗迹396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17处，其中宁阳文庙、禹王庙、颜子庙、灵山
寺四处文保为山东省历史优秀建筑。

丰富的文物资源成为展现宁阳厚重历史文
化的一张名片，同时其保存保护也给宁阳提出
了极大挑战。“ 历史文化古迹体现了一个地方
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
值、艺术价值和旅游观赏价值。科学保护、合
理开发好它们，我们责无旁贷。”泰安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宁阳县委书记刘学保说。

实践中，宁阳县坚持贯彻“ 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成立

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指挥部，规范文物保护项目规
划、方案编制工作，完善项目审批机制，实行政府
采购，推行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提升文物保护工
程质量；划定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在明显区域设立文物保护标志、标
示牌，埋置四至界桩；建立县、乡、村及看护员四级
保护网络，配备专兼职保护员，形成以政府保护为
主，动员社会人员积极参与的文物保护体制；加大
力度打击破坏文物恶性案件，落实法人和专人负
责制，实现“110”报警联网。近年来，收缴各类文物
近百件，制止在文物保护单位及建设控制地带内
的违法违规建设行为10余起，先后打击10余起倒卖
文物、盗掘古墓等破坏性案件，先后有8名嫌疑违法
人员，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通过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我县文物保护水平有了
质的提升，在省内居于前列。”宁阳县博物馆馆长
于勇说道。

开发利用科学得当

在保护好历史文化古迹的基础上，宁阳县
还特别注重开发利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
价值。作为国家公益性事业博物馆和县青少年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宁阳县博物馆拥有展厅面
积450平方米，长年举办各种陈列展览，是全县
文物陈列、展示、宣传人类文化和自然遗存的
重要场所。于勇告诉记者，博物馆多年来一直
免费开放，每天来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精心
打造的“ 宁阳文庙百姓讲堂”文化品牌家喻户
晓。同时开设“ 流动博物馆”，走进广场、社
区、校园、企业、乡镇集市进行展出，向普通
百姓解说文物历史知识，宣传文物保护法,实现
博物馆公益性的回归。

宁阳县还积极探索非国有博物馆建设。9月
中旬，该县拟举办民办博物馆培训班，对民办
博物馆登记程序和管理工作进行专题讲座，让
博物馆在民间生根发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求。

此外，宁阳县整合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历
史文化遗存，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发展旅游

业，助力经济增长。位于县城核心区的宁阳文
庙，是国家AA级旅游景区，共收藏各类文物
10210余件(套)，三级以上珍贵文物538件，保存
有经、史、子、集四大类明清古籍线装书3714
册，善本454种。这些丰富的史籍和文物每年都
会吸引省内外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尤其是寒暑
假期间，参观者摩肩接踵，极大带动了周边餐
饮、住宿、娱乐等行业的发展。

为促进文化与商业深度融合，宁阳县以文
庙为依托，规划建设了文庙历史文化街区项
目，目前范围内的国有土地征收及商铺和居民
区房屋拆迁正有序进行中，文庙修缮和扩建

（ 教育署）、古县衙（ 民俗博物馆）复建、宝
相寺复建三项工程近日将开工建设，年底前完
成主体工程建设。“ 文庙历史文化街区项目预
计2019年基本建成，它的建设对提升城市品
位，改善居民环境，传承优秀文化，建设宜居
宜业新宁阳具有重大意义。”宁阳县统筹城乡
发展公司总经理商涛说。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宋 杰 周倩倩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让肥城桃等
地理标志农产品卖得更好”，给予肥城桃极大
的认可和赞誉。肥城桃不仅种得好，而且卖得
好，成为了中国地理标志产品的标杆和样板。
肥城桃的品牌战略打响了全国市场，开启了新
旧动能转换的新里程。

肥城的优势农业不止肥城桃，10万亩粮食
绿色高产创建示范方、16万亩“ 两菜一粮”与
10万亩肥城桃,统领起该市农业产业格局。如何
将“ 厚家底”变为新优势？

肥城市委书记常绪扩说：“ 坚持市场导
向，实施品牌工程，壮大龙头企业，突出园区
带动，多业态发展精致、品牌、特色农业，培
育农业发展新动能，加快农业向优质高效、生
态安全转型升级。”

紧跟市场 调优结构

市场需要啥，农户就种啥

“粮食效益低，还得是种菜。以前光知道种小
麦、玉米，后来种起两菜一粮，效益高多了。”桃园
镇种植大户王广锋算了笔账：一亩地，土豆纯收
入近3000元，玉米1000元，白菜、西兰花能赚2000
元，一年下来就有近6000元的收入。

“ 两菜一粮”模式，起初是肥城的独创。
“ 开春种土豆，夏天种玉米，秋天种白菜。”

王广锋说。
然而即便如此，也挡不住菜贱伤农。桃园

镇、王庄镇地多，一直有种植大白菜的传统。
“ 白菜收益低，赶上大雪，白菜都被落在地

里，卖不出去，喂猪都没人要。”肥城市有机
办党支书尹逊民感慨地说。

现在不同了。“什么效益高，就种什么。”王广
锋自信满满地说，“我的200多亩地，秋天主要种
西兰花和萝卜。可不是一般的萝卜，是水果萝卜，
市场好、价格高、有赚头。”

同样是“ 两菜一粮”，名称没变，内容却
变了，收益翻倍。

种植结构调优调高，农民收益日渐日涨。目
前肥城市形成了有机蔬菜、肥子茶、食用菌等高
效特色农业。截至目前，全市蔬菜播种面积63 . 5
万亩,占种植业总产值的71 . 2%，产量234 . 5万吨，
产值达36 . 23亿元，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个，
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达到4个。

减肥增效 绿色转型

把品质做到最好，叫响品牌

肥城桃打响品牌不易。“ 过去一些桃农只
顾眼前利益，滥用化肥，增殖密度，产量增加
了，但品质下降了，口感不好了，再加上品种
单一，影响了价格和口碑。”肥城市肥桃产业
发展办公室主任刘士勇说，只有把品质做到最
好，肥城桃才能久负盛名。肥城大力实施“ 培
优工程”，让肥城桃提质增效。

前些年刘士勇没少作难，领导经常问他催
他，他心急又很较真儿，天天泡在桃园里，给
农户絮叨。市里建起了肥城桃研究所，邀请北
京林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的教授科技入户，

增施基肥、桃园生草、起垄覆盖、改造修剪、
绿色控害五项实用技术逐渐应用。

“ 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上的是有机肥，
吃的都是营养餐，种出的桃子绿色、天然，口
感纯正，香气更浓。”刘士勇介绍。生物反应
堆技术在17家桃园推广，连续两年，肥城市每
年买1000吨有机肥免费送给桃农，见效很快。
目前，肥城桃的平均含糖量达到14%以上，最
高达到27%。

近几年，肥城更是把有机绿色肥城桃生产
作为培优的主攻方向，目前，有2万亩肥城桃获
得有机转换认证，3万亩肥城桃获得无公害认
证。

实现绿色转型的，不止肥城桃。尹逊民介
绍，肥城市加强监管，向绿色、生态、优质要
效益。投资600多万元，建成了监管追溯中心，
严格检测，严把关口，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
保证农产品品质。肥城市还出台政策，每认定
一个150亩规模以上的有机蔬菜品牌，政府补贴
企业一半认证费用。目前肥城市有机蔬菜面积
已达5 . 2万亩。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更具辐射带动力。
“ 通过企业去引导、去影响，带动农户提高产

品质量，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肥城市农业局
产业化办公室主任曹庆说。

园区带动 产业融合

培育新业态，激活全链条

商品粮是肥城农业的一大优势，依靠粮食
发展起来的山东富世康制粉有限公司建成农业

三产融合产业园，擦亮了“ 富世康”品牌。该
公司在汶阳、安庄等小麦主产地建起基地10万
亩，涉及18家合作社140多个种粮大户；新上小
麦胚芽制油项目，建成传统主食工业化生产车
间，做大品牌，提高附加值；发展快餐连锁
店、便利店、面粉专卖店，搭建电商平台，形
成线下线上立体销售模式。从基地种植到产品
加工、公司运营，一二三产全面开花，实现企
业、基地、农户的多方共赢。

典型带动全局。肥城建成泰盛光伏农业产
业园、边院万亩有机蔬菜、东兴茶文化庄园等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40多个。

肥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殷锡瑞说：“ 通过
园区带动，农业的综合效益挖掘出来，不仅培
育了新业态，激活了全链条，种植管理经营也
更加精益求精，实现了从粗放型向精致型转
变，多业态发展了精致、品牌、特色农业。”

目前，肥城市构建“ 一核四区”，以园区
为载体，优化布局，调整结构，促进产业融
合。汶阳田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其中一
区，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区，发挥富世康、京粮
集团、农大肥业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整合南
部丰富的农业资源，利用好汶阳田农耕文化，
以规模化、有机化、功能化、品牌化、融合化
为方向，打造以有机菜、干鲜果品、高端苗
木、粮食高产创建及深加工为主的沿汶河特色
产业带和生态观光保护带，打造肥城农业的

“ 汶阳田”整体品牌。同时，加快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培育农耕体
验、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持
续发扬汶阳田“ 膏腴之地”的风采，带动全市
农业向现代化转型升级。

探索非国有博物馆建设，促进文化与商业深度融合———

宁阳：让历史文化遗产“ 活”起来

壮大龙头企业，突出园区带动，多业态发展精致、品牌、特色农业———

肥城：将“ 厚家底”变为新优势

□记者 曹儒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中华联合保险新泰公

司经中国保监会批复准予承保的全国首例商业
性鸭肉产量保险成功签出。这是在农业保险领
域的一次成功的探索，实现了该公司扶助农险
创新产品发展的新突破。

山东益客集团成立于2004年10月，目前是
世界第二大肉鸭供应企业，中国肉禽供应企业
前三甲。截至2016年年底，年加工肉禽近5亿
只，饲料产能75万吨，年营业额逾百亿元。在
新泰当地有规模较大的肉鸭养殖基地，实行公
司+农户一条龙服务，采用订单养殖、合同回

收的经营方式，通过科学化、专业化经营管理
模式解决了广大养殖户的实际问题。

去年，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新泰负责人积极
向益客集团介绍商业性养殖保险，与益客集团
共同探讨了肉鸭养殖保险的可行性，经过双方
多次磋商交流，建立数据模型测算，最终确定
了承保方案。该方案对国内养殖产业中的问题
进行了客观的规范，创新性提出并确定了“ 在
保险期间内，因养殖风险造成保险肉鸭死亡导
致实际产量低于目标产量时且亏损，视为保险
事故发生，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
偿。”的这一探索性方案，上报中国保险监督

委员会并得到批复。
今年以来新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始终以

“ 保险本身是一个扶危济困的行业，保险与扶
贫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保险业积极参与脱贫
攻坚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作为指导思想，
积极致力于探索和创新扶贫新方式，投身于农
业保险创新和改革等方面，充分发挥国有保险
公司的职能作用，积极落实惠农政策，积极开
发适合地方民生经济需求的新险种，先后在全
市系统开办了政府公共安全事故责任保险、樱
桃保险、黑驴保险等创新产品。

全国商业性鸭肉产量保险第一单签出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刘静 报道
本报泰安讯 7月26日，记者从泰安市岱

岳区教育局了解到，为了让辖区少年儿童快乐
安全过暑假，岱岳区教育局通过“ 千名教师访
万家”活动、电话访问、QQ家长群、微信群
等方式，向家长、学生不断发出“ 安全温馨提
示”，明确了安全教育是家校的共同职责，共
同做好暑期孩子的防溺水、交通、饮食、疾病
控制等各项安全教育工作，实现家校对学生监
管的无缝隙对接。

岱岳区教育局利用家访活动，让教师进村
入户与家长面对面，指导学生暑期防溺水工
作；教育学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并要求家长
做好监督；倡议并指导家长对学生进行消防安
全教育工作；提醒学生及家长不购买“ 三无”
食品，不在街头流动摊点购买零食，注意饮食
卫生，不暴饮暴食，做到饮食平衡。

暑假期间，学校还倡议家长多与孩子沟
通，有计划地安排一些志趣高雅、积极健康的
兴趣活动，让孩子适当参加社会实践，让学生
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提高学生认识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岱岳区明确家校职责

守护学生暑期安全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郭广生 吕太国 报道
本报宁阳讯“ 说起咱这个平台，我最喜

欢的是警务会话的聊天室，我们十里八村的警
务助理大部分都是老治安，有时候邻村人在我
们村发生了矛盾，平台里一喊，邻村警务助理
看见了接着就能商量如何解决纠纷，很实用，
让我们成了真正的‘ 社区民警’。”7月19
日，在宁阳县葛石镇派出所，神童山警务助理
沙兴东说。

原来，宁阳县公安局葛石派出所依托微信
和移动互联网，打造了派出所一体化的掌上移
动警务管理平台。该平台集警务公告、考勤打
卡、警务外勤、任务分派等15个工作模块为一
体，一键式操作、分层级管理应用，各模块之
间相互关联，逻辑性强，实现了警务工作和队
伍管理双提升。

派出所负责人吕太国介绍，为寻找破解警
力紧张的办法，偶然的机会，吕太国想起了大
家常用的微信群，结合“ 宁阳警方”微信公众
号，他们就着手建设了这个掌上警务平台。为
了能让平台发挥实际效用又符合派出所特点，
他们根据日常工作建立了不同层级的管理组，
所有模块内容只要阅读了即为签收。对于一些
未阅人员，可以一键发起群聊通知，提升工作
效率。通过平台，今年上半年该所刑事案件发
案率同比下降12 . 3%，治安案件调解率同比上
升21 . 6%，辖区群众安全感明显提升。

宁阳“ 微警务”

正式上线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李金华 报道
本报泰安讯 7月25日23时14分许，泰安

市公安消防支队接到警情，在东平县大羊镇裴
洼村有1人在山上摔伤，急需救援。消防官兵
立即赶往现场实施救援。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由于天黑找不到伤
者具体位置，他们就借助手电筒进行地毯式搜
寻。最终，在一处山底的草地上找到了受伤
人，伤者为一名50岁中年人。事发当晚，他上
山摸蝎子，打算回家泡酒和做药材，因天黑不
慎从山坡跌落，造成头部、腰部受伤。经初步
检查，额头无大碍，腰部因撞击导致暂时无法
行动。最终，消防官兵用担架把伤者抬上120
救护车上。

东平一男子山上摔伤

消防急救援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李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7月28日上午，经过两个多

月的精心筹备，泰山农商银行牵手提拉米苏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泰安首家甜点主题
银行正式与大家见面。泰山农商银行信合佳苑
分理处成为泰安市第一家异业联盟经营模式的
金融机构。

泰山农商银行与提拉米苏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的深度合作，以全新的经营业态、全新的品
类重组、全新的服务规范树立起跨界融合的新
典范，使社区银行基于蛋糕服务为载体全面升
级，将金融服务更加直接地融入泰安百姓的生
活之中。

据了解，这种大胆的异业联盟合作，不仅
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而且让客户及
消费者的利益都得到大大提升，增强了客户的
市场附加值。例如：为等候区（ 休闲区）办理
业务的客户提供饮品及甜点供应，为银行储户
提供消费折扣，为办理业务的优质客户提供礼
品答谢，不定期举行客户联谊会、客户答谢
会、金融小讲堂等，让办理业务不再枯燥，让
等待变为一种生活享受，此举是泰山农商银行
与提拉米苏再次全面升级服务能力，领跑业内
服务口碑的一次重大提升。

泰安首家甜点主题银行

开放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牛晓东 报道
今年来，东平县技工学校

以提高培训质量、服务脱贫攻
坚、服务就业创业为导向，成
立了25人的能力提升培训工作
小组，下乡进村开展技能培训
和创业培训。今年上半年共选
取需求大、实用性强的“ 农家
乐、渔家乐”、面点制作、汽
车驾驶员、电焊工、柳编等5
个专业作为重点开展培训。先
后到东平街道韩庄村10个乡
镇、45个村，举办培训班33
期，共培训1841人次。

技能培训班

办到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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