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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德琬 报道
本报曲阜讯 6月9日，在我国第十三个“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来临之际，“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孔子
博物馆传习所”揭牌仪式暨“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活动
在孔子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该活动由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曲阜师范大学和孔子博物馆联合举办。

古籍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千百年来历经消磨损
毁，其留存得益于修复技艺的补救保护。2008年，经国务
院批准，古籍修复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中的传统工艺门类。随着孔子博物馆传习所的成
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授牌的传习所已有25家。

在曲阜师范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广场，众多师生参与
了碑刻传拓、古籍修复技艺演示、木板年画刷印、《四库
全书》《永乐大典》复制书页抄写等互动体验。同时，国
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向曲阜师范大学师生赠送
了《国学基本典籍丛刊》。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聂志东 陈志勇 报道
本报邹城讯 “目前，你们村（居）共有多少精准扶

贫户？精准扶贫户中有没有村（居）干部的亲属？村里有
享受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的家庭吗……”6月11日，邹城
市峄山镇大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薄开吉从镇政府
大门走出，不由得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想起刚才谈话时
镇纪委书记的叮咛，薄开吉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深感肩上
的担子沉甸甸，精准扶贫工作事关大局，绝不能打半点折
扣，回去后自己还得再好好查一查。

今年以来，邹城市扎实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立查问题20余起。为延伸监督触角，持续深化
扶贫领域专项治理，4月份起，邹城市纪委启动了为期一
年的村居扶贫领域专项约谈活动。针对扶贫领域易发问
题，该市纪委梳理出“一张问题清单”，列出13条风险
点，作为谈话提纲，由镇街党委、纪委对村居四职干部逐
一约谈。

截至目前，全市16个镇街已约谈361名村（居）四职干
部，发现问题2起，对有关责任人依纪依规作出了处理。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孙路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11日，济宁市2018年节能宣传周启

动仪式暨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动员会在邹
城市太平镇召开。按照国家、省统一技术标准要求，济宁
市将推广建设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并依托市
节能信息系统改造建设济宁市智慧节能管理平台（以下简
称“市级平台”）。

根据《济宁市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推广建
设工作方案》，今年作为启动建设阶段，11月底前，济宁
市智慧节能管理平台将全面建成，实现与省级平台对接；
12月底前，列入“百千万”行动的“百家”重点用能单位
和建有能源管理中心的共25家重点用能单位建成接入端系
统，并与省、市平台进行对接。

据了解，重点用能单位接入端系统部署在重点用能单
位内部，其主要功能是，通过计量仪表、工控系统等采
集、汇总本单位能耗消费数据，将数据准确、完整、及时
接入到省、市级平台。

济宁改造建设智慧节能管理平台

重点用能单位能耗

将实现在线监测

孔子博物馆传习所揭牌仪式

暨“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

活动在曲阜举行

邹城开展村居扶贫领域

专项约谈活动

360余名村（居）干部被约谈

□记者 王德琬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市高新区市政建设管理局干

部徐强创作的诗歌《只身过闹市》荣获“第五届中外诗歌
散文邀请赛”一等奖。评委们一致认为《只身过闹市》，
文字朴素，情感丰富，由普通生活场景入手，彰显了人性
的至爱至美。

此次大赛由中国散文网和华夏博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主办。参赛作品由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现
代文学馆、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报纸副刊研究会、《中国文化报》等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
会评审。

济宁作家获“第五届中外

诗歌散文邀请赛”一等奖

□ 本报记者 尹彤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范培倩 杨光荣

5月正值甜瓜大量上市的季节，济宁
市任城区喻屯镇里瓜香四溢。5月23日上
午，兴福集村精品甜瓜基地里热闹异常，
前来采摘体验的市民和团购洽谈的商户络
绎不绝。甜瓜大棚里，村民刘恩成一边给
甜瓜称重，一边高兴地说：“种这个瓜，
不但无公害、生长期长、口感好，收入也
不差。目前我这个棚已收入3万多元了，
到八月十五前还能继续卖。”

有着百年甜瓜种植历史的喻屯镇全镇
甜瓜种植面积约30000亩。虽然有着“薄皮
甜瓜之乡”的美誉，这些年却也充斥着
“膨大素”“口感差”等质疑的声音。
“这都是前几年种‘懒汉瓜’种的。”刘
恩成深有感触地说，虽然口感差，但贵在
品相好、产量高、生长期短，上市早就能
卖得贵。再加上种植户认定“瓜越生越
沉、越早越贵”，往往把六七成甚至是五
六成熟的瓜摘下来卖，结果这甜瓜还不如
黄瓜好吃。

刘恩成早年也种过“懒汉瓜”，一亩
地能收七八千斤，刚上市时能卖到十几块
钱。但因为品质差，后期跌价也厉害，最
低不到一块钱。“再种下去，喻屯甜瓜的
牌子就毁了！”刘恩成忧心忡忡地说。所
以，当去年村里打造精品甜瓜基地时，他
第一个报名，租了一个棚，种上了高品质
的甜瓜。

喻屯镇农业办主任赵晓波告诉记者，
去年，镇里打造了百果园、兴福集、城后
三处精品甜瓜基地，目的就是发挥甜瓜示
范基地的引领作用，引导大家种好瓜。

“我们这个基地，是镇里和区人大驻
村工作组帮我们争取的100万元省财政厅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项目资金建起
来的，一共流转了50亩土地，建成12个高
标准大棚，包括1 0个冷棚和2个温室大
棚。”兴福集村党支部书记刘学文告诉记
者，冷棚每年每棚租金为7000元，因为定
位是精品甜瓜，所以村民必须严格遵守要
求来种，实施统一选种、统一育苗、统一
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确保“一炮
打响”。

“经过前期多次考察，最终选取了航
天清雅、绿博特、绿翡翠等高品质甜瓜。
这些瓜的生长期比早熟品种长二三十天，
而且我们用土杂肥改良土壤，用黑色地膜
防止地里长草，瓜苗期仅浇4次水，可以
确保甜度。”刘学文掰开一个瓜说，“这
种瓜特别脆甜，只要吃过就会认可。”

虽然对瓜的品质充满信心，但刚上市
时却遭遇了滞销，原因是价格高、品相一

般，销售渠道少。“价格比普通瓜要贵两
三块，而且因为是自然生长，个头相对较
小，不如原来那种‘早雪’光滑均匀。”
刘学文说，开始大家有些着急，好在镇
里、工作组帮着设计制作甜瓜采摘券和宣
传手册，联系各大医院、中小学校、幼儿
园、商场超市、企业单位开展团购及采摘
活动。吃了好瓜后，不少人开始回购，也
陆续有人来地里采摘，现在每天都有好几
拨来地里采摘的，周六、周日田间地头能
停四五十辆汽车。

为打响喻屯甜瓜的品牌，济宁市御美
生态园有限公司和喻屯镇精品甜瓜基地争
取到了济宁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济宁礼飨”的授权使用权后，市区农业
部门和当地政府主动对接北京本来味道电
子商务公司，在高铁、动车上投放“济宁
礼飨·喻屯甜瓜”的宣传广告，加大宣传
力度。

北京本来味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供应
链总监李子萱告诉记者，因为目前高品质
甜瓜产量有限，为确保销售品质，只能先

限制购买数量，明年将覆盖更多的种植合
作社及种植大户，从种植源头开始把控，
在确保品质的同时扩大规模。

当电子商务便捷、高效、低成本的优
势与喻屯甜瓜高品质的特征相结合，越来
越多的人知晓喻屯甜瓜。赵晓波说，今年
的精品甜瓜基地和网上销售效果都很好，
不少村民都有种植高品质甜瓜的意向，政
府和农业部门会趁热打铁继续引导，争取
让“喻屯甜瓜”这个品牌走向全国更大的
市场。

□ 本报记者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姚淑华

初夏的泗水满目苍翠，到处是一片生机
勃勃的景象，阳光带着催生万物的热度倾泻
大地。5月22日，在泗水县华村镇延麻坡村
十亩桃园内，记者见到了泗水田丰盛业家庭
农场的负责人王飞，从2010年至今，他已在
泗水县3个乡镇流转土地3000余亩，他指着硕
果压枝的桃园骄傲地说：“这十亩桃林就是
我事业起步的地方。”

今年33岁的王飞，是土生土长的华村镇
人，谈起自己的创业经历，王飞感慨万分。
2006年，为了照顾父母，退伍后的王飞决定
回家就业。其间，他当过公安协勤、开过馒
头房、卖过手机，对工作勤勤恳恳，日子过
得踏实满足。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飞在平邑的朋友家
吃到了黄桃，那是他第一次吃黄桃，“口感特
别好，朋友种了5亩黄桃，一年纯收益10多万

元，这可比上一年班挣得多多了。”王飞顿时
萌生了一个想法：种植黄桃，从土里刨金。

恰巧当时村里向外承包荒地，那是一片
十亩的涝洼地，每逢雨季，积水足有半米
深，而且排不出去；密密麻麻、疯狂生长的
野草足有一米高，没有任何人愿意承包。
“这野草长得越旺，说明土壤肥沃，太适合
种果树了。”王飞认为机会来了，“当时土
地流转还没时兴，村民们把土地都当成宝
贝，上哪里找整块的十亩地去？积水多不是
问题，修个排水沟排出去就是了，野草多也
不怕，费点劲拔了就是了。”王飞下决心租
下了这片地。

王飞找了6名工人，用时一个多月，拔了
野草，平整了土地，并在承包地的东面挖了一
个排水沟，把水排出去，还在地下深埋了排水
管，彻底解决排水问题。他从朋友那里购进了
树苗，载种上400棵黄桃。没有种植经验，他就
骑着摩托车到平邑学习种植技术。

为了这十亩黄桃园，王飞整日泡在桃园

里，锄草、施肥、浇水，精心管理着，那年
夏天他的肩膀被晒蜕了三层皮。由于土壤多
年涝洼，无人耕种，沉淀了很多营养，原本
3年结果的黄桃，在第二年就丰收了，这让
许多林业专家都感到震惊。在王飞的精心管
护下，他种植的黄桃不仅果大漂亮，吃起来
也格外香甜，售价每斤2 . 5元，在集市上十
分畅销。王飞细算了一下，除去各种成本，
他那一年就挣了10多万元，这是王飞的第一
桶金。

首战告捷，给了王飞莫大的信心。“谁说
种地不挣钱，只要肯动脑筋，肯下功夫，土里
照样刨出金。”2015年，王飞成立了田丰盛业
家庭农场，并被县农广校认定为新型职业农
民。2016年他又承包了东庄村的100亩地，把自
家的口粮地和承包地全种上了黄桃。

种植规模扩大了，就要考虑销路，在朋
友的建议下，他去临沂市康发食品饮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康发公司”）推销自己的
黄桃。在厂区门口等待验货那天，全国各地

的水果种植户都在那里排队，等了一天终于
轮到他了，由于王飞种植的黄桃品相好，康
发公司验货的负责人当场拍板：“以后你的
黄桃我全收了！”康发公司主要做出口贸
易，他们对水果的验收标准高，是行业的风
向标，被康发公司认可后，王飞的黄桃在行
业里声名远扬，很多企业和个人主动找到王
飞要买他的黄桃。

这让王飞对发展农业的信心更足了，随
后他将黄桃基地扩大到200余亩，特色西瓜
100余亩，小麦、地瓜200余亩，2016年底承
包了6 0 0亩荒山，复垦后全部栽上了黄桃
树。2017年，他响应产业扶贫号召，又在杨
柳镇承包大棚10余亩种植草莓，解决了20余
个贫困户的就业问题。目前，王飞种植的草
莓已经和韩国、以色列签订了订单合同。谈
起自己的制胜法宝，王飞说：“我做事只认
一个理，就是诚信，实实在在做事，不弄虚
作假，坚持种植无公害农产品，正是由于诚
信待人，我的产品从来都是供不应求。”

拒绝“早熟”，用高品质打市场

今年甜瓜格外甜

从2010年至今，泗水县华村镇延麻坡村村民王飞流转土地3000余亩种植黄桃、特色西瓜、

地瓜等无公害农产品———

土里刨金美名扬

□记者 尹彤 报道
5月23日上午，刘恩成在大棚中

采摘甜瓜。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乔志宇

一根柳条可以创造多少价值？在鱼台
县清河镇，一件件杞柳编织而成的工艺产
品，编出了村民家里的新电器、编出了村
边停放的汽车、更编出了价值6亿多元的
产业。

5月23日，当记者来到鱼台县清河镇
王台村王忠合老人家时，70岁的老人正在
自家院里编着柳编圆塔。“这个按件算
钱，编好一件可以挣五块钱，一天多的话
能编出20个。”老人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编制好的杞柳交给当地的加工企业后，一
天可以挣到100元，不仅自己吃喝不愁，
还能给孙子一些零花钱。

“这是我们村里的一门老手艺，从过
去生产队的时候村民们就在农闲时制作柳
编制品。后来村里建起了专门的柳编加工
厂，给大伙培训了之后，家家户户都开始
弄起了柳编。”王台村党支部书记王友君
介绍。目前，王台村已形成了从种植到编
织到深加工的产业链，通过村集体+公司

+农户的形式，保障好农户的利益。
“今年春节，加工厂统一发下来工

钱，数百位村民领到了 2 0 0万元的工
钱。”今年73岁的村民王忠朋对于今年春
节的热闹景象印象深刻，“这些年，正是
得益于编杞柳的收入，村里家家户户都盖
起来了至少两层高的小楼，1400多人的村
里就有100多辆私家车。”王忠朋自豪地
告诉记者，这几年家里不仅空调、冰箱、
电视机都置办齐全，还给在城里买房的儿
子赞助了几万块钱。

农忙不误事，农闲有活干，村民们积极
参与到杞柳产业中来。据王友君介绍，村里
的年轻人现在很少去外地打工，为当地的
柳编加工厂收购柳条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
择。“地里种的杞柳，一年一亩地可以产六
七千斤柳条，市场价可以卖到每斤1元钱，
算起来一亩地一年下来能挣6000元。”王友
君告诉记者，年纪大一些的老人在家编织
柳编，一个月也能挣近3000块钱。

“清河镇目前有5万亩土地，大多数种
植了杞柳，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据清
河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清河镇有三

分之一的人口在从事与杞柳产业相关的工
作。鱼台县建立了以清河镇为核心的杞柳
产业示范区，杞柳加工企业已有30余家，带
动从业人员2万多人，杞柳工艺产品达200
多个系列近千个品种，产值达6亿多元。

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
鱼台县以市场为导向，创新发展机制，出
台了一系列扶持杞柳产业发展的优惠政
策。对今年新建300亩以上集中连片的现
代化、标准化杞柳产业园的实施主体，鱼
台县将一次性给予奖励15万元，每增加
100亩，再增加奖励5万元。对年内投资
2000万元以上建设现代化、标准化杞柳加
工厂区的实施主体，一次性给予奖励30万
元，每增加1000万元，再增加奖励10万
元。重点扶持创新柳编加工企业，实现年
内生产50万件、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
实施主体，一次性给予奖励20万元。

“今后，我们将改变生产、营销理
念，拓展符合现代市场需求的新型柳编工
艺品，做好杞柳制品深加工，提升杞柳制
品特别是杞柳工艺品的价值。”济宁金筑
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勇峰表示。

小杞柳编出大产业

□记者 赵德鑫
报道

5月18日，鱼台县
清河镇王台村村民王忠
朋在自己家中编织柳编
圆塔。

□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济宁市太白湖新区以新城发展大厦等项

目为试点，推行楼宇精细化管理，努力打造“绿色、环
保、节能型”政务空间。

区里根据楼宇结构和承担职能的不同，将新城发展大
厦建筑合理划分为6个管理区域，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
理，分类施策，推行“五常”管理法，直观地记录反映设
备的参数和状态，为节能减耗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制订
了“调峰填谷”用电方案，合理安排大功率设备运行和维
保时段。通过“调峰填谷”措施，新城发展项目制冷季节约电
费28 . 67万元，采暖季节约电费35 . 64万元。新城发展大
厦现拥有卫生间洗手盆256个，每个洗手盆的感应水龙头
需用4节5号电池来维持应用。管理部门在洗手盆下方加装
五孔插座，以5V的电源适配器代替4节5号电池，不必再
更换电池。经统计，改造后每年能节省约1 . 3万余元。

太白湖新区打造

绿色环保节能型政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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