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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颖雪 李波 刘芳芳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近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布2016

年全民阅读相关称号的决定，对2016年度全国全民
阅读先进单位和优秀项目进行表彰奖励。青州市全
民阅读直通车工程入选全国2016年全民阅读推广优
秀项目，青州市图书馆再次被评为全国“全民阅读
示范基地”。

“全民阅读示范基地”每两年评选一次，需连
续两次以上获得全国“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称号，
方有资格申报。该荣誉是图书馆界最高荣誉之一，
也是对各级各类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工作中所做
贡献的高度认可。青州市图书馆于2015年晋级全国
“全民阅读示范基地”。

青州市全民阅读直通车工程于2015年12月启
动。该工程通过个人买借直通、馆际联盟直通、全市
家庭直通、城乡互借直通等四项内容，变“政府配送”
为“群众选择”，构建全域阅读资源共享网络，建设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文化青州影响力。
工程实施以来，通过“个人买借直通——— 你点书·我
买单”活动，累计购买图书41847册；“馆际联盟直通”
方面，与4所驻青州高校签订共建协议，在图书、电子
资源、讲座、展览、阅读活动等方面加强合作共享；

“全市家庭直通”方面，在市民卡借阅图书的同时，开
通居民二代身份证免押金借阅图书功能；“城乡互借
直通”方面，全市13个镇、街道、开发区全部建成镇级
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基本成型。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刘芳芳 李小东

11月6日，在位于青州市的山东七叶树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几十名工人正在
精心管护新引进的多肉植物新品种——— 小米
星。“在先进的温控系统调控下，这些多肉萌
宠将严格按照客户指定的标准生长。”该公司
总经理蒋海滨告诉记者，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
间，在去年成立了青州市首家集花卉生产、交
易、展览、流通于一体的科技示范基地，全面
采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种植，为公司开
辟出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青州市花卉产业已经发展多年，目前生产
面积达12 . 9万亩，年产值76 . 5亿元，市场覆盖
全国。近年来，伴随着行业形势的新发展和市
场出现的新需求，青州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切入点，将花卉产业主动融入全国花卉产业
布局和全省花卉产业发展整体规划，工厂化生
产、多种苗研发、网络化营销、专业化配送、
全产业链共赢已经成为发展新常态，为青州花
卉产业大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蝴蝶兰历来是青州组培花卉的主打产品，
而山东绿圣兰业花卉科技有限公司更是青州蝴
蝶兰品种的先行者。在绿圣兰业花卉公司，几
十个智能温室内是一望无际的蝴蝶兰海洋。这
些长在营养钵中的蝴蝶兰，叶片油绿，生机勃
勃，将在春节上市，装点千家万户。

“去年一年，我们共计销售蝴蝶兰100多
万株，销售收入5000多万元。”山东绿圣兰业
花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广磊说。有了多年
的技术积累和更精准的市场信息把控，绿圣兰
业逐渐把精力向花卉新品研发倾斜。“在产业
链最顶端的科技创新，自主研发，才是经济效
益最高的部分，我们现在主打研发之路，近年
来赚得盆满钵满。”王广磊告诉记者，他们自

主研发的蝴蝶兰新品青州金凤等一上市就供不
应求。

“‘花卉+科技’才是企业长远立足市场
的根本，我们从一盆明代‘小打梅’国兰，培
育出新品‘花艺双辉’，一盆就卖出了600万
元的高价。”王广磊说。近年来，青州大力实
施“科技兴花”战略，先后建立起了院士工作
站和花卉科学研究院，大力培育花卉专业人

才，鼓励花卉科技创新，花卉新品种培育和种
苗产业实现了创新发展。目前，青州花卉产业
已经形成完整的研发、培育、引进体系，花卉
种苗年产量突破2000万株，先后培育“青州仙
子”等11个花卉新品种，一批花卉生产重点企
业成为新品种研发的主力。

面对花卉市场的新气象，青州广大花卉从
业者积极应对，迅速转换。“花卉+互联网”

的兴起，使广受市场青睐的多肉植物在青州异
军突起，青州已经成为新兴的“多肉王国”。
在中国（青州）花卉苗木交易中心，除了各式
各样的花木，种类齐全的多肉已经唱“主
角”，南方的品类这里有，世界各地的品类这
里也有，单卖、组合销售各式各样，尽供客商
选择。

“青州花卉多年积累下的技术和客户资源
为多肉植物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且
多肉植物耐运输、成本低、市场需求广阔。去
年一年，仅生石花一个多肉品种，我们就卖出
了1000万株。”青州七彩多肉植物合作社总经
理李天学说。

目前，青州市多肉植物生产面积已经突破
15万平方米，多肉植物存养量达到3亿株，引
进及培育多肉新品种1600多个，已经成为全国
最大的多肉植物生产基地和培训基地，青州花
卉又着实“火”了一把。

此外，在多领域延伸方面，“花卉+互联网”
“花卉+旅游”等新业态的出现也让青州花卉呈
现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今年以来，青州市按
照“资源整合、项目支撑、产业融合”的原则，依
托青州（国际）花卉创业园，打造了国家级花卉
电商物流园区，探索推进生产型向服务型专业
园区转型发展；利用花卉生产规模、区位交通等
各方面优势，通过优质高效的仓储、物流及其他
配套服务，增强全市花卉电商粘性，实现服务花
卉全链条可盈利的商业模式，推动了花卉电商
产业升级壮大。与此同时，该市还不断挖掘花文
化内涵、包装花旅项目、完善旅游服务，持续推
进花卉文化产业、花卉休闲旅游提档升级，让花
卉产业实现全产业链创收。

目前，青州市的花卉电商企（店）已近
400家，年交易额达到18亿元，电商销售已占
交易总额的20%以上，全市花卉旅游年接待游
客超过50万人次，花卉旅游逐渐形成体系。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刘芳芳 张 鹏

近日，大型现代吕剧《情满人间》在青州
市云门剧院上演，千余名市民现场免费观看了
演出。该剧全部由青州市文艺爱好者自编自导
自演，并且取材于本土，故事亲切感人，赢得
了观众阵阵掌声。“现在，政府大力支持文艺
创作，每年都举办文艺演出下基层活动，文艺
爱好者有了更广阔的展示舞台，观众也看到了
各种新颖的文艺节目。”该剧组主创人员马传
根告诉记者。

近年来，青州市把“一村一年一场戏”工
程作为加快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
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
重要举措，创新工作思路，不断加大投入，大
力开展文化惠民演出，让更多人民群众享受到
文化发展成果。近三年累计投入资金2000余万

元，演出4322场。
青州市不断强化政策保障，自2013年起，

连续4年将文化惠民演出工程列入市政府为民
办理的民生实事中，制定下发相关方案，对演
出任务、演出补助标准进行明确，从政策上保
障“一村一年一场戏”工程的顺利实施。同时
强化资金保障，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600
万元用于购买优秀民营文艺团体、青州市京剧
团以及邀请的地市级以上专业院团的文艺演
出，同时积极争取社会资本，发动企业冠名赞
助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为形成长效机制，该市
坚持强化考核保障，成立由财政部门、文化部
门共同参与的公益性演出考核管理领导小组，
负责各团体日常演出的考核，根据各团体每场
演出的实际情况划定等级给付相应补助。

为了推动文化事业全面发展，青州市抓好
送戏下乡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一方面
开展覆盖城乡的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另一方

面，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文化惠民演出
构建平台。近年来，先后投入资金2 . 3亿元，
建设了新文化馆、新图书馆，改造云门剧院、
宋城大舞台等文化场所；逐步完善提升了镇村
文化站、农家书屋、文体广场等，为广大群众
开展文化活动搭建平台。

青州市推动送戏下乡与文艺人才队伍培训
相结合，依托现有文化资源，积极做好基层文
艺骨干的培训工作。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草根
明星评选活动，让全市广大文艺人才有地方、
有机会展示才能，实现了由“送文化”到“种
文化”的转变。送戏下乡与特色活动品牌打造
相结合，市级层面打造形成了“千场大戏送农
村(社区)”“公益大舞台，欢乐进万家”“文
化惠民乡村行”“精品大戏惠民行”等一系列
特色文化活动品牌，各镇、街道也逐步形成了
“一镇一品”的文化格局。

为了使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文化惠民带来的

实惠，形成长效机制，青州市坚持公益性、基
本性、均等性，加大文化载体和设施的建设，
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建立群众文化菜单式
服务模式，为百姓构筑起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明显增强。把开展
“一村一年一场戏”文化惠民演出作为提升基
层群众文化满意度的突破口，在基层培育形成
了新春文化艺术节、农村文艺汇演、广场艺术
节、锣鼓秧歌比赛、专题节庆活动等大型文化
品牌，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越来越高。

如今的青州，本地文艺创作激情迸发，
电视剧、小说、歌曲等多种题材的文艺佳作
相继涌现，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宣传党和
国家惠民政策的好载体。与此同时，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到了群众生活中，市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市民文明素养也得到
了相应提升。

近三年累计投入资金2000余万元，演出4322场

文化“软实力”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青州“花卉+”深挖经济发展潜能

一盆花卖出600万元

□通讯员 王继林 报道
图为在青州市黄楼街道一处多肉花棚内，花农正在给多肉植物喷水。

全民阅读直通车

入选全国全民阅读

推广优秀项目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史海莹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公布了山东省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
库名单，青州国际陆港公铁水集装箱多式联运示范
工程成功入选，为潍坊市唯一入选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能够有效整合物流资源，优化
鲁中地区物流格局，填补潍坊地区缺少公共性铁路
运输海关监管区的“空白”，缓解港口城市和内陆
城市外贸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效促进全市对外开
放和物流产业上档升级。公铁水集装箱多式联运示
范工程顺利建设及青州国际陆港建成后将为青州市
270家外贸企业和潍坊、东营、淄博、临沂、滨州
等地区的外贸企业，提供一站式通关、报检、仓
储、物流配送等各项服务。

一项目入选省多式联运

示范工程项目库

广告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史海莹 报道
本报青州讯 目前，青州市冬雪蜜桃已陆续成

熟上市。冬雪蜜桃是极晚熟青州蜜桃新变异树种，具
有粘核、脆甜、耐储运的特性，在立冬前后成熟，是
我国冬季上市桃的代表。冬雪蜜桃在青州市邵庄镇
曹家沟、程家沟一带广泛种植，面积达2万亩。

今年，青州市气候适宜降水适中，无极端天气
影响，冬雪蜜桃普遍个头大、色泽好、口感甜，甜
度普遍在15%以上，高于往年。冬雪蜜桃批发价格
稳定在每斤2元左右，零售价格每斤2 . 5元左右，主
要销往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

青州市加强与潍坊市农科院联合，开展提质增
效研究与应用，大力实施品质提升项目。其中2012年
青州市“菜篮子”桃产品生产项目在该市曹家沟村实
施，2014年青州蜜桃品质提升技术推广项目在该市
程家沟村实施，致力于冬雪蜜桃园区提升和提质增
效，逐渐使冬雪蜜桃成为名优品牌，享誉全国。

极晚熟冬雪蜜桃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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