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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肖会 通讯员 张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1块钱的白将军烟，15块

钱的东昌窖酒，100元每桌的饭菜就是咱王口
小区的办白事的标准，再有钱也不能坏规
矩。”4月6日，记者在聊城市东昌府区王口小
区红白理事会了解到，该小区办白事的标准，
被居民严格遵守。

王口小区是由四五个城中村合并而成，
2017年，在聊城市民政局的引导下，小区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把“婚事新办、丧事俭
办”及标准写入小区公约。理事会成员从小区
老党员、退休干部、离职村干部中选举产生，
成员5到10人。

一旦小区居民家中有个红白事，统一由理
事会协助操办。不论贫富，事主亲朋均统一用
餐、统一标准。

以前，小区有老人去世，主家光雇唢呐
队，每天就2500元，一场白事下来，支出三五
万元不稀奇。现在不那样了，几个月前赵家的
老人去世，全部料理完毕才花了不到1万元。
移风易俗，既让主家摆脱了操劳之累，又减轻
了经济负担。”小区居民赵长乐说。

堵疏结合。聊城市民政局出台了《办理红
白事宜的指导性意见》，面向社会公布了20余
部热线电话，凡哪个村出现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的，轻则教育批评，重则由组织、纪委等部门
对社区支部书记、主任给予戒勉谈话或党纪处
分。

聊城有纷繁复杂的殡葬习俗。2017年以
来，聊城市在尊重传统习俗的同时，依据《山
东省殡葬管理办法》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
殡葬改革大力推行公益性墓地和骨灰堂建设的
意见》，积极推行尸体火化，倡导转变传统遗
体处理办法，在加快城区公益墓地和纪念堂建
设，积极推行村级小型公益性墓地和骨灰堂建
设的同时，倡树移风易俗新风。

在位于聊城市江北水城度假区代庄村的天
府阁墓园，统一规化的公益墓地排列有序，在
不到1米的墓碑下是双穴设计，这样的墓地，
每千人占地仅为2 . 5亩左右。院落四周遍植松
柏，显得幽静肃穆，在充满绿色的院内设置了
开阔的祭奠台，这使村民有了慎终追远、文明
祭祀的全新平台。而这是聊城市积极推行“绿
色殡葬”的一个缩影。

“传统殡葬方式，每个墓穴占3平方米计
算，10万个坟头占地就达到500亩以上。而公益
性的骨灰堂建设规模控制在每千人占房间3至5
间，占地面积不大于2000平方米。同时，一般墓
地和骨灰堂建设利用的是原有的荒涂和废弃
地，这样就有效节约了土地，减轻了群众负

担，倡导了新风，也避免了土地的浪费。”聊 城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的负责同志说。

统一标准 统一用餐

理事会“操办”村民红白事

□记者 王兆锋 杨秀萍
通讯员 肖艳伟 报道

本报聊城讯 4月9日，记者从高唐县发展
和改革局了解到，高唐泉林纸业被评为首批山
东省企业标准“领跑者”试点，这是山东省唯
一一家企业在环保领域获得此荣誉，同时作为
主要承担单位被省质监局批准开展泉林秸秆黄
腐酸肥料循环经济团体标准建设项目。就在3
月底，首批1000吨泉林嘉有黄腐酸营养液顺利
通过美国南卡罗纳州查尔斯顿口岸，拉开了泉
林嘉有黄腐酸肥料进军美国市场的序幕。

黄腐酸是国际公认的在农业乃至生命科学
领域能够发挥多种功效的物质，市场需求巨
大，但由于其来源有限、成本高，推广应用受
到限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应用少。通过多年
探索实践，泉林集团创造性地开辟了直接从秸
秆中低成本提取秸秆源黄腐酸的技术路径，既
有效解决了秸秆资源的循环利用难题，也极大
降低了黄腐酸的生产成本。生产出的液体、颗
粒、粉剂等多种形态的黄腐酸产品，作为底
肥、追肥、叶面肥等广泛应用于粮食作物、经
济作物、果树等多种农作物种植。目前，该产
品已在国内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大田作物和经
济作物中应用，并参与实施了山东省20万亩黄
腐酸示范推广项目 、哈尔滨10万亩黄腐酸示
范推广项目、东北黑土地保护项目等一系列政
府示范项目。

到2017年底，聊城市共参与了377项各级
标准的制修订，968家企业对3168项执行标准
进行了自我声明公开，全市企业取得了100张
采标证书，71家企业创建了标准化良好行为企
业，在工业、农业、现代服务业、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综合领域批准建立了18个国家级，30
个省级标准化试点。聊城钢管产业集群团体标

准建设项目、阳谷县特种光电线缆产业集群团
体标准建设项目获批国家级团体标准试点。

聊城市将质量强市列为全市三大战略之
一。制订和实施标准化战略，加快聊城标准体
系建设是质量强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强
化标准引领，完善各领域标准体系”作为工作
重点列入了市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聊城市
在充分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联合
省标准化研究院对全市300余家代表性企业、
19个业务主管部门的标准化工作进行了实地调
研，研究出台了《关于提升标准化建设水平的
意见》，明确到2020年聊城提升标准化建设水
平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成立了

聊城市标准化委员会，出台了《聊城市质量标
准品牌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加大了对标准化
工作的政策扶持力度。该市对于标准化相关工
作的奖励力度，在全省领先。

建立协调推进机制。成立了由市政府分管
副市长任主任、43个市直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
的聊城市标准化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全
市标准化建设工作。

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深化标准化工作改
革，全面推行了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
度，企业标准化工作活力有效释放。同时搭建
标准服务平台，充分发挥鲁西质检中心技术、
信息聚集优势，在全省率先建设了标准资源中

心，全面共享了省标准化研究院60万件国内外
标准资源。

标准领跑，增强企业在行业内的话语权。
由聊城万合工业制造有限公司主持制定的GB/
T 33230-2016《铝及铝合金多孔微通道扁管型
材》和GB/T 33226-2016《热交换器用铝及铝
合金多孔型材》两项国家标准，由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
发布实施。“这两项标准的发布，对规范企业
产品质量要求，指导行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同时也将确立公司在铝及铝合金多孔微通道扁
管型材领域的龙头地位。”聊城万合工业制造
有限公司的负责同志介绍。

完善标准体系 强化标准引领

聊城：377项标准引领企业走向高端

□记者 肖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4月9日，记者从聊城市工商

局获悉：2017年，全市新注册商标6262件，列
全省第6位，同比增长35 . 2%；注册商标总量
30738件，列全省第7位，同比增长23 . 6%。全
年新增中国驰名商标1件，即“山东冠州股份
有限公司”；地理标志商标5件，即“高唐葫
芦、高唐锦鲤、高唐桑葚、高唐黄晶梨和东阿
黄河鲫鱼”。截至目前，全市拥有中国驰名商
标23件，地理标志商标28件，马德里国际注册
商标26件。

商标品牌战略是新形势下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重要抓手，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突破口。聊城市不断加大商标知识宣传培

训力度，提高企业商标意识，开展走访企业，
利用“4·26”知识产权日等加强商标品牌知识
宣传，进一步提升企业对商标品牌的重视程
度，提高企业申报注册商标的积极性，企业商
标保护意识显著增强；按照“培育一批、扶持
一批、推荐一批”原则，加强商标培育，促进
商标数量稳定增长；组织商标专业培训，和市
商务局合作，聘请专家讲课，举办了马德里国
际商标注册培训班，各县(市、区)局、代理机
构及100余家企业参加了学习培训。为进一步
详细了解全市商标发展情况，解决存在问题，
助力全市商标品牌建设，市工商局开展了“商
标助企大走访”活动，督促企业积极申报注册
商标、驰名商标、地理标志商标、马德里商

标；同时将相关情况汇总研究，形成调研报告
报市政府，2017年新增中国驰名商标1件，地
理标志商标5件。

聊城市加强马德里体系的国际注册商标的
宣传，鼓励企业通过马德里体系进行商标国际
注册，鼓励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自主商标，
提高自主品牌商品出口比例;对全市进出口前
50家企业进行重点帮扶，强化“产品出口，注
册先行”的理念，谨防侵权事件。聊城市深入
推进商标品牌战略，强化对企业指导力度，维
护其合法权益，开展了“关于排查和防控商标
监管风险的集中行动”；召开全市商标业务推
进会，加大商标侵权打击力度，净化市场，查
处商标案件14件。

聊城企业竞相打造“金名片”

□彭振林 杨秀萍 报道
4月5日，在阳谷县十五里园镇裕丰生态农场，村民在管理樱桃树。2016年以来，十五里园

镇争取资金上百万元建成生态农场，主要种植无公害大棚樱桃，可使29户贫困户97人受益。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王忠友 报道
本报聊城讯 4月9日，“立海杯”2018中国国

家队VS“一带一路”世界联队国际象棋对抗赛，
在聊城落幕。历时3天鏖战，经过10轮拼搏，中国
队获得4胜3平3负、场分11比9、局分30比20的佳
绩。

2018中国VS“一带一路”世界联队国际象棋对
抗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棋
院）、中国国际象棋协会、聊城市体育局、东昌府区人
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国际象棋高端水平国际赛事。

在为期10天的比赛中，中国男子国际象棋队分
别与来自法国、俄罗斯、印度、美国、波兰组成的
世界联队之间进行角逐，这也是聊城市东昌府区继
2017年成功举办中印国际象棋对抗赛后第二次承接
国际性国际象棋赛事。

此次，中国男子国际象棋队由丁立人、余泱
漪、韦奕、李超、卜祥志组成，对手是在世界上久
负盛名的杜道（波兰）、费多谢耶夫（俄罗斯）、
维迪特（印度）、巴克洛特（法国）、沙克兰德
（美国）组成的世界联队。大赛采用舍维宁根赛
制，进行十轮对抗赛，比赛用时为每方10分钟，每
步棋加10秒。

此次中国VS“一带一路”世界联队国际象棋
对抗赛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
也为聊城市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步伐，拓宽经济
改革渠道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VS世界联队

国象对抗赛落幕

□孙亚飞 曹现龙 报道
本报莘县讯 4月5日，莘县莘州街道汤庄村的

张存来安顿好妻子、儿子，去同村张翠云家“上
班”。张存来对记者说：“这个护理员工作，让我
既能赚钱，又能兼顾家庭。”

原来，张存来一家共四口人，妻子和19岁的大
儿子有智力残疾，小儿子还在上小学。为了照顾家
人，张存来无法出门务工，收入微薄。

在镇帮包干部王佃强的帮助下，张存来在家养
了羊、拿到了土地流转的租金，一家四口还入了低
保，并于2016年达到了脱贫标准。

为了使张存来一家能够稳定增收，王佃强又推
荐张存来做了汤庄村的邻里互助护理员，护理同村
的张存其和张翠云两人，提供简单的生活照料和精
神慰藉，每月有300元收入。

张翠云与张存来年纪相同，是聋哑人，无生活
自理能力，与儿子孟祥禄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贫困。
自从邻里互助工作开展以来，张翠云由张存来悉心
照看，孟祥禄没有了后顾之忧，在莘县县城打零
工，一年能有18600元收入，达到了脱贫标准。

邻里互助一家亲

同心协力共脱贫

□孙亚飞 高博 报道
本报茌平讯 4月8日，在茌平县博平镇颐品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草莓大棚里，技术员卢达向贫困
户赵淑英讲解草莓管理技术。

“俺一天能挣45块钱，多干一个小时就能多挣
8块钱，活不累，离家又近，中午也能回去给老人
做饭。”赵淑英说。

茌平县博平镇通过打造生态农业园，对辖区内
有一定劳动能力和一技之长的贫困对象进行帮扶，
帮助他们就近就业，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助力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在博平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颐品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新建了3个新型草莓大棚，引进种植白草莓
品种，给周围村庄的贫困户提供十余个工作岗位，
每人每月可增收1500余元。

生态农业园

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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