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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们的致富果熟了！”
源泉镇万亩猕猴桃喜迎游客来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余冬青 张文涛 报道
本报淄博讯 经过一年多的规划、设

计、建设、调试，8月31日，一个面向淄博市
民的开放性网上终身学习平台——— “淄博市
民学习中心”正式建成向广大市民开放。这
也意味着，在淄博市图书馆新馆这个实体图
书馆之外，淄博又新增一个高标准的“网上
图书馆”。

记者从页面上看到，这一学习平台分为
“搜索引擎”“学习平台”“学习空间”三
大版块，市民只要根据要求注册账号并登录
后，即可免费搜索、使用这一平台中的海量
资料。淄博市民学习中心存储着270万册电子
图书、670万篇电子期刊、7000位名师1．5万门
课程、12万集视频、7821万篇报纸、12亿页文
献资料，可为市民提供便捷的在线学习、资
源搜索、生活休闲、文化娱乐等全方位、个
性化服务。

淄博市图书馆馆长刘玉湘介绍，“淄博
市民学习中心”是一个集门户网站、数据搜
索中心、学习资源中心、读者学习空间及后
台管理与统计中心为一体的学习平台。同
时，它提供统一检索服务，针对各种异构数
字资源进行应用检索整合。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淄博市民学习中心
仅针对IP地址归属地为淄博的用户。用户按
照要求进行注册并登录，即可享受淄博市民
学习中心这一“网上图书馆”中的丰富资
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网络阅读和
手机移动阅读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内容。基于这种阅读需求，公共图书
馆越来越重视数字资源建设及开展网上阅读
服务。”刘玉湘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提出的“一个定位、三个着力”
的总体要求，对标国内先进公共图书馆建设
经验、助力全市文化名城建设，淄博市图书

馆从2016年上半年开始提出实施总分馆服务
体系、打造市民学习中心平台等项目的建设
报告，拟打造15－20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提升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服务水平。

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淄博市图书馆近
几年来不断加大力度，从读者阅读需求出
发，加大数字文献资源的购置力度，先后订
购了清华同方“中国知网”、超星数字图书
馆、“读秀”学术搜索知识平台等资源，截
至目前已有近10个数据库向读者开放，资源
量达到30TB。而平台的建立将在之前的基础
之上，再打造一个高标准的网上图书馆，可
为市民提供便捷的在线学习、资源搜索、生
活休闲、文化娱乐等全方位、个性化服务，
建立市民数字化学习档案，构建终身学习服
务体系，满足社会个体多层次、多方面的学
习需求，打造全市社会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
的学习平台。

“市民学习中心”上线

淄博人有了网上图书馆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王傈 崔兴莹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29日，淄博市第30次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工作会议在张店召开，来自全市
近4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评奖会议。

会议要求，全市社科界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
感，不断推动淄博市社科事业繁荣发展，为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要积极宣传解读党中
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党委、政府的重
大决策部署，凝聚起强大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要
围绕中心、突出重点，不断增强社科研究的针对
性、实用性，为淄博深化供给侧改革，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建设现代化组群式大城市提供理论支持和
智力服务。

第30次社科优秀成果奖

评选工作会议召开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29日，淄博市规划局临

淄分局组织召开了《淄博市临淄区辛店街道铁
路南片区城市设计》《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
城市设计》论证会。未来，辛店街道铁路南片
区将打造成为临淄区南部花园城区，临淄大道
将打造成为齐文化展示大道。

据悉，辛店街道铁路南片区规划范围是北
临胶济铁路，南至辛烯路，西至胶济铁路，东
至淄江路，总规划面积434．63公顷。该片区将
依托南部新区优越的景观资源环境及城市交通
区位条件，规划形成“三心两带五片区”的空
间布局结构，打造成为临淄区南部花园城区、
活力城区、品质城区。《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
道城市设计》的规划范围是临淄大道及两侧各
600米左右（一个街坊）的范围用地。该城市
设计将临淄大道定位为：齐文化展示大道、临
淄城区门户大道以及贯穿临淄城区东西的中央
活力带，规划总用地面积为16．15公顷。

根据规划，临淄大道最终规划形成“两
轴、一环、四心、六节点、三片区”的功能结
构，最终发展为临淄城区的商务大道、文化慢
生活街区、活力滨水街区。

临淄将建

齐文化展示大道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田蕾

金秋送爽，硕果压枝，此时的淄博市博山
区源泉镇，万亩猕猴桃已经进入最佳采摘期，
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猕猴桃的香甜气味。近年
来，源泉镇依托绿水青山的自然优势，发展猕
猴桃种植特色产业。猕猴桃连年丰产，更从采
摘园搭上电商“快车道”，“博山猕猴桃”品
牌叫响全国。

“致富果”再迎丰收年

9月2日上午9点多，第五届博山猕猴桃采
摘节正式启动。记者来到源泉镇，只见公路两
侧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猕猴桃售卖点，游客车辆
停得密密麻麻，找个车位都困难。珍珠村猕猴
桃种植大户董云健满是自豪地说：“去年冬天
桃树没有受冻，产量估摸着能有去年的两三
倍，你去俺家园子里看看，桃子结得格外
稠！”提到自家猕猴桃园的高产，董云健高兴
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拉着记者到自家园子
里逛。

“今年前期管理到位，猕猴桃长势喜人，
果实均匀饱满，4－5个便有一斤重，肯定能卖
个好价钱，真是俺们的致富果！”董云健说。
不远处的董奶奶也凑了过来，“咱们源泉的猕
猴桃品种抗冻，源泉又是自然保护区，不让建
化工厂这些污染环境的企业，水土比别处好，
猕猴桃也沾了俺们青山绿水的光啊！俺们这几
家给猕猴桃施肥都是用了黄豆渣，你想想这养
分还能育不出好桃子来！”

源泉镇位于鲁中腹地淄博市的南部山区，
是国家特级水源保护地，境内山高、水美、林
茂、泉清，土质优良，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
的自然优势造就了“博山猕猴桃就是有点甜”
的独特品牌。

据了解，源泉镇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优质猕
猴桃产业，在“博山碧玉”的基础上，先后引进培
育红阳、黄金果等优良品种，全镇种植面积累计
超过1万亩，预计今年猕猴桃产量将达到1500万
斤。近几年，“碧玉”品种价格稳定在每斤7元左
右，而红心猕猴桃一斤能买到18元，今年猕猴桃
产业预计带动户均增收2．8万元。

从采摘园区到电商平台

沿着今年政府刚为源泉人民修整的新路，
记者看到公路两旁都统一架起了白栅栏，猕猴
桃果农的园子沿着公路一家紧挨一家，户户的
果园都装上了木门，写上了编号。源泉镇打造

了规范、特色的猕猴桃采摘生态园区，沿路观
光的旅客随处可以进院采摘，门内采摘，门外
清点结算，前来观光的旅客不仅能尽游青山绿
树，还能体验园林采摘的丰收之乐。

随着博山特色产业的不断开创和电商行业
蓬勃发展，农商一改从前的单一零销，开始建
立独有品牌，通过物流、微商、网店等平台，
出口外销有机作物到美国、加拿大等地，开创
了靠旅游扶贫、靠金融致富的增收模式，实现
了农商精准脱贫和高利润收入。

“2016年初，曾因地处偏僻而担心影响采
摘收益的郑家村一位种植户的儿子找到我，那
是个80后年轻人，他与另外两个同龄人想做电
商，帮父辈销售猕猴桃。”源泉镇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副主任翟慎红说。去年3月份，几个年
轻人便成立了淄博奇遇农业有限公司，在当年
9月推出的一次线上秒杀活动中，仅1小时就接
下1．2万份订单，销出约20万斤猕猴桃。

70％依靠采摘，10％通过电商，20％供给

收购商……已声名远扬的源泉猕猴桃供不应
求，到2016年已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截至目
前，源泉镇已成立舜丰农业发展公司、淄博宏
泉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济组织12家，种
植户入社率达到80％以上。几年来，合作社和
淄博邮政物流、淄博乐物网、淄博土豆电商有
限公司、淄博农丰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进行了收
购合作，让源泉猕猴桃进入了北京、上海、南
京、杭州等大城市。

叫响“博山猕猴桃”

喜欢出门旅游的人对博山猕猴桃并不陌
生，但也有些人会难以置信，山东也有猕猴桃
种植区？还比外地的更好吃？其实博山种植猕
猴桃的历史已经有近30年了，源泉镇已多次被
评为“山东猕猴桃名镇”，“博山猕猴桃”获
得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所
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每年博山的猕猴桃

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博山猕猴桃也逐渐成为
山东的新兴特色农产品。

“今年我们将以源泉猕猴桃入选首批淄博
市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契机，全面实施
农业提升战略，围绕打造整建制生态农业强
镇，提升‘博山猕猴桃’品牌价值，推动猕猴
桃产业纵深发展。”源泉镇副镇长赵春霞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在万亩猕猴桃产业带
的基础上，将沿仲临路往西延伸，计划在天西
村、南南村、南北村等村新增猕猴桃种植面积
1000亩。

赵春霞告诉记者，对于源泉猕猴桃品牌的
挖掘和推介，也将成为今年源泉镇文旅融合发
展规划的核心。“建设猕猴桃研发中心、猕猴桃
文化休闲广场、猕猴桃主题夜生活体验区等项
目，用猕猴桃文化等我镇独有的特色，丰富旅游
资源内涵，提升源泉镇旅游整体形象。”赵春霞
说，通过由采摘游向精品游、特色游、深度游的
转型提升，源泉猕猴桃品牌也将被叫得更响。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30日，记者从淄博市文化广

播新闻出版局获悉，9月9日到12日，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精品展将在位于淄博市张店区的中国课本
博物馆·山东大家境界美术馆启幕，届时将有来自
全省的一百多项非遗项目参与展出。

据悉，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是由山东
省文化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淄博
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主办，淄博市文化馆、淄博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课本博物馆·山
东大家境界美术馆承办的精品文化艺术展，将面向
社会免费开放。

山东大家境界美术馆馆长高磊介绍：“本次山
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是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
全民盛会，精品展现场不仅能欣赏到精雕细琢的工
艺品的制作，品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味道，还能亲
自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

9月9日在淄博开幕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李岩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30日，由省人社厅组织开办

的“创业齐鲁训练营精英班”40名企业家学员，走
进淄矿集团学习企业经营管理及研讨互联网+时代
企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淄矿集团是此次学习交流活动的第
一站。该集团介绍了企业经营管理及转型升级情
况，并针对部分学员提问作了细致解答。其间，学
员一行还分别到淄博煤矿博物馆、德日建筑群及调
度指挥中心进行了实地参观，切身领略了淄矿集团
的厚重文化和优良传统，详细了解了企业的技术装
备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

创业齐鲁训练营精英班

走进淄矿集团研讨学习

游客在采
摘园体验采摘
乐趣。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王倩 报道
本报桓台讯 9月1日，记者从桓台县文化出版

局获悉，为了活跃和繁荣基层文化生活，让群众乐
享文化发展成果，桓台县购置移动演出车，开展
“文化大篷车，服务走边行”系列文化活动，走进
偏远村，计划开展送文化下乡演出活动200场次，
拉近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

本次系列文化活动的演出形式有综艺演出、戏
曲专场演出，计划组织综艺演出100场次，包括舞
蹈、独唱、小品、相声、器乐演奏等精心编排的节
目；计划组织戏曲专场100场次，由县文化馆6个群
众戏曲团队承演，演出节目有《墙头记》《姊妹易
嫁》《四郎探母》等吕剧、京剧演出，还有新创作
的《梧桐花开》《姐弟缘》《特别相逢》《九月
三》等13个小戏。

此次文化大篷车走基层活动贯穿全年，旨在能
在“家门口”就能让基层群众享受到一道道丰盛的
文化“大餐”，推动全县文化发展水平提升，促进
公共文化建设均等化。

桓台开展

“文化大篷车”进基层


	4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