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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第三届山东省文化强省建

设先进市县公布，潍坊市以优异成绩蝉联第三届文
化强省建设先进市荣誉称号，奎文区、青州市、诸
城市、寿光市、安丘市、高密市、昌乐县等7个县
(市、区)获得第三届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市、区)
荣誉称号。

据悉，山东省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县是我省对
各地文化建设表彰的最高荣誉。自2013年开始，每
两年评选一次。2013年、2015年潍坊市连续两届被
省委、省政府评为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2013年诸
城市、寿光市、高密市被评为第一届山东省文化强
省建设先进县(市、区)，2015年青州市、奎文区、
临朐县被评为第二届山东省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
(市、区)，诸城市、寿光市、高密市顺利通过复
评。

□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近日从潍坊市国资委获悉，

今年，潍坊市积极利用与央企合作的良好契机，确
定与央企拟签约项目17个，总投资额299 . 37亿元，
相关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6月25日，潍坊市峡山区产城融合创新基地建
设项目在山东省举行的2018·央企助力山东新旧动
能转换座谈会上签约。同时，潍坊市国资委持续做
好项目宣传推介工作，集中向央企推介合作项目40
个，总投资规模达2088亿元。

潍坊市国资委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省
十强产业和我市确定的十大重点产业，按照项目
全、分类准、质量高的原则，梳理筛选已签约、拟
签约、拟推介三类项目，确定了一批大项目、好项
目。去年以来，潍坊市共与30多家央企签订合作项
目57个，总投资达1353 . 66亿元，目前已有52个合作
项目落地实施，总投资额933 . 66亿元，已完成投资
额230 . 02亿元。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袁彦奎

6月29日，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
家洼街道周疃二村，来自昌乐的李成敏品尝
了袁训军的葡萄。“水分大，很甜，还没有
籽，口感很好。”李成敏说。

周疃葡萄是在弗蕾葡萄的基础上，根据
大家洼盐碱土壤的特点改良的品种。这是
袁训军第二年种植葡萄。2017年，袁训军
和周疃二村党支部书记袁义华等7户一起
种植了15亩葡萄。袁训军建了2个葡萄温室
大棚，每个占地2亩，种植2000棵葡萄，当
年产量8000多斤，收入10万元。“今年产
量翻番，收入也要增加一倍。”袁训军
说。

去年8月，周疃二村成立了葡萄种植合
作社，袁义华担任理事长。“我们这里是盐
碱地，长期种植小麦、玉米，效益不高。尝
试了种植葡萄，没想到品质很好，给村民增
收带来希望。”袁义华说。

周疃二村正在对70亩果树林进行规整，
扩建葡萄基地，目前已有90多户村民报名。

“有了好品质做基础，我们今年将重点树立好
周疃葡萄品牌，走品牌之路。”袁义华说。

在大家洼街道南陈村，袁言飞、单红艳
夫妇种植的温室葡萄已经进入收获尾声。

“今年的葡萄更好，供不应求，每斤平
均17元多，一个大棚能收入20多万元。”袁
言飞说。

2014年初，袁言飞承包了南陈村的55亩
土地，先后投资200多万元建起了3个葡萄温
室大棚。每个大棚长160米、宽26米，3个棚

共种植17000棵葡萄。
“今年的葡萄，是在去年栽培的基础上

进行嫁接的新品种，不论是成活率还是结果
率都达到了我的预期。”袁言飞说。

袁言飞种植的葡萄品种有“巨峰”“贵

妃玫瑰”“维多利亚”“查娜”和“玫瑰
香”等五个系列，都是通过嫁接等技术培育
而成。“温室葡萄栽培是项复杂的技术活
儿，从苗期培育到植株管理，再到葡萄挂
果、膨大、成熟，每一个阶段我都小心谨

慎。幸运的是，这几年的培育试种都成功
了。”袁言飞说。

近日，袁言飞和其他4户葡萄种植大户
成立了北大洼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打算带
动更多农户加入。

如今，应季葡萄马上上市，而袁言飞的
葡萄将进入休眠期。“反季葡萄与应季葡萄
之间并不是完全衔接，所以我打算再扩建两
个拱棚，将三个时期的葡萄有机衔接起来，
达到效益的最大化。我还打算建设个采摘
园。”袁言飞说。

与此同时，袁言飞还尝试种植姜、土
豆、草莓、樱桃等经济作物。

以葡萄种植为基础，大家洼街道正在
建设弥水盛景田园综合体。该综合体以周
疃村和南陈村的葡萄园、南陈红色桃园、
绿色休闲采摘园为主，采用现代玻璃温室
大棚模式，建设规模化、标准化、智能
化、品牌化、生态化的现代设施农业示范项
目。

“弥水盛景规划总面积1万亩，一期规
划2000亩，集现代农业、休闲农业、田园生
活为一体，开展亲子文化、养老健康、民
俗风情等活动，增加乡村旅游的文化内
涵，为周边居民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从而带动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和
生态振兴。”大家洼街道党委书记肖清雨
说。

据了解，目前大家洼街道组织8个村居
的28名种植大户、技术能手成立了弥水农韵
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着重塑造周疃盐碱地
甜葡萄、南陈22°桃、鲁玉葡萄等农产品品
牌。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刘立犇

从2000年上海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中心建
成并对外服务起，国内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已
历经1 8年的发展历程。经过1 0多年快速发
展，全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规模越来越大，
服务能力也得到大幅提升。不过，在快速发
展的同时，实训基地建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政府主导型的公共实训基地缺乏与职业
院校、企业、行业、产业的结合，使用效率较
低；政企合作型公共实训基地与职业院校融合
不深入，缺少市场化运作，经营性收入不稳定
等。

为此，位于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
东（潍坊）公共实训基地采取由国有企业投资
运营公共实训基地，走出了“企业+合作+市
场”的新模式：即依托省部共建潍坊国家职业
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有力政策，充分发挥政
府作用，由潍坊市财政局和滨海区共同出资成
立市级国有企业潍坊滨海教育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现更名为潍坊市教育投资集团），专门负
责投资建设和运营职业教育项目。

据潍坊市教育投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秦春雨介绍，他们通过国有企业公司化运
作，将基础实训放在学校，高端实训依托国有
企业的政策优势，整合集中到公共实训基
地，避免重复、低层次建设带来的资源浪
费。在众多院校、专业当中，选取共用性和
通用性强的中高端专业建设实训项目，与学校
建设的基础性和个性化实训项目实现错位发
展。

“基地坚持公共性、公益性、示范性、引
导性四个基本属性，推进政校企全面合作，基
地面向职业院校学生提供实习实训，面向企业
工人提供技能提升培训，面向社会人员开展就
业创业培训，同时打造成为永久性技能大赛基
地、技能鉴定基地和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基地
立足公共服务职能，基本运行费用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解决，使用单位承担耗材费、师资费、
设备维护费，实现实训基地公共性、公益性及
盈利性的有机统一，培养了基地的自我造血功
能。”秦春雨说。

尤为重要的是，潍坊市通过国有企业的公
司化运作，一方面有效解决了财政资金沉淀问
题，利用现有财政资金和未来的财政资金安
排，撬动金融机构资金跟进，保障基地建设资
金，实现财政资金循环利用；另一方面推动了

资源的有效利用，有效发挥国有企业的政策优
势，推进了资源整合，提升了公共职业教育资
源的有效供给水平。通过国有企业公司化运
作，基地在建设、运营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
一期样板区2 . 5万平方米已建成投用，2018年
底10万平方米将建成投用。

运营方面，山东（潍坊）公共实训基地积
极开展校企合作，组织“基地进校园”“基地
进企业”活动千余次，承办了首届公共实训和
虚拟现实跨界融合研讨会，举行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嵌入式技术与应用开发”赛项说明会，
联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举办CWU《创业人
生》公开课全国巡讲活动。基地吸引政府、院
校、科研机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共实训，
率先搭建起了“政、商、学、企、研”合作的
平台。

在潍坊市教育投资集团看来，公共实训基
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设备、技术、师
资、课程、应用等各个因素的有效聚合才能发
挥作用。尤其是在专业平台建设方面，政府、
企业、学校各有优势和资源，利用何种载体、
利用何种方式将优势和资源有效的整合，并能
将平台有效利用是实训基地建设成败的关键。

为此，针对实训基地在具体建设过程中缺

少硬件设备、运营管理、师资技术和开放性不
足等问题，山东（潍坊）公共实训基地按照共
商共建、共用共享、众包众筹、众创众赢的经
营理念，创新构建“4+X”的公共实训基地建
设机制，即以潍坊市教育投资集团为投资建设
主体，以实训基地公司为运营管理主体，以共
好实训师资研究院为实训师资主体，以技术服
务公司为技术服务主体，四个主体联合学校、
企业共建实训平台，有效解决了实训平台建不
好和用不好的问题。

目前，山东（潍坊）公共实训基地已建成
投用财经商贸跨专业、新能源汽车、物联网、
大数据、工业机器人五个省级高端实训平台，
正在建设虚拟现实、海洋化工、创新创业等实
训平台。该基地引入了用友新道内容最全的商
科实训项目，联合开发了能够同时满足1万名
学生在线上课的“云立方”在线智慧教学系
统，建设了华为公司在北方地区最大的认证中
心，汇聚了“ABB”“KUKA”“Fanuc”全
球机器人四大家族最先进的机器人设备，建成
了全国教育领域内最先进的智能制造教育生产
线，实现了实训基地平台建设的开放、技术合
作的开放、教学科研的开放，提升了各实训平
台的建设品质和利用效率。

乡乡 村村 振振 兴兴 看看 行行 动动

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

潍坊探索公共实训基地运营新路径

潍坊滨海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盐碱地上长出甜葡萄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丛清洁 冯文杰

昌乐县高崖水库库区窝铺村62岁的张勤
俭，种着7亩芋头，其中包括2个大棚和部分
大田芋头。靠种芋头，老张一年纯收入超过
10万元。老张有4个孩子，除了一个还在上
大学外，其他3个都已经工作。可以说，老
张两口子的日子，已不止是小康水平了。

“今年光两个大棚就能出1万斤芋头，1
斤 6块 5，在地头上就被胶州的客商收走
了。”6月30日，张勤俭对本报记者说。

窝铺村位于昌乐县最南端，民风淳朴，
风景如画，是高崖水库库区移民整体搬迁
村。该村在水库西岸，有560口人。芋头是
窝铺村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有30多年的种植
历史。窝铺村出产的“白塔”牌芋头品质
高，以前出口日本，后来国内市场供不应
求，就优先供应青岛和烟台地区。

据窝铺村党支部书记张纪国介绍，刚移

民过来时，窝铺村人多地少，村民收入低。
1987年，该村引进芋头种植。“这里特有的
沙质土壤和高崖水库的优良水质，产出了最
好的芋头。我们现在是远近闻名的芋头产业
带头村、示范村。村里的600亩耕地中，400
亩用来种芋头。其中，仅大棚就有43个。”
张纪国说。

有了芋头产业的支撑，窝铺村村民人均
年收入超3万元，最高的一户年收入达到20
万元。靠着大棚租赁和采摘园等项目，村集
体年收入也有20万元。

放眼窝铺村，田野一片厚重的绿色，东
边的水库碧波荡漾，村内房屋则是白墙黛
瓦。

据高崖水库库区党工委副书记宫晓亮介
绍，为守住记忆，留住乡愁，实现乡村振
兴，自去年以来，窝铺村在库区党工委、管
委会的支持下，充分利用地理区位、生态环
境和人文资源等优势，秉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引入社会资本，系统规

划建设了窝铺田园综合体，着力打造窝铺民
俗文化村，使该村从一个种植作物单一的小
山村，变为现在经营主体多元、当地小有名
气的旅游大村。窝铺，已经成为昌乐美丽乡
村的新名片。

记者看到，在窝铺村的入口处，镂空石
砖影壁墙上篆刻着“窝铺人家”四个大字；
高大的戏台古朴典雅，水车、溪流增添了村
庄的灵气；大片盛开的百合花，让人心旷神
怡。行走在村里，白蜡、法桐、樱花、石楠
等绿化苗木郁郁葱葱。一到晚上，仿古路灯
点亮整个村庄。

张纪国说：“村里已建成综合服务区、
休闲采摘区、创意景观区、田园课堂区、高
崖水库纪念馆、民宿体验区、张氏文化区等
独具特色的乡村游板块。今年春节期间，采
摘大棚开园，一天就全部采完了。‘五一’
假期，村里一天就接待游客700多人。”

在窝铺村，游客可在休闲采摘区采摘火
龙果、奶莓、葡萄；在创意景观区，参观

“花田喜事”“饮水思源”“汶水观鱼”；
在高崖水库纪念馆，学习高崖水库精神，接
受党性教育；在民宿体验区，体验精品民宿
小屋、农家乐、儿童娱乐沙滩、石碾、吊床
等；在张氏文化区，了解窝铺与张氏一族的
悠久历史和名人轶事。游客万斌说：“周末
带着孩子来采摘，住民宿，自己动手做饭
菜，感受到了久违的田园生活乐趣。”

村庄的富裕，也吸引了年轻人回乡创
业。原在潍坊一家电信公司工作的张志超，
去年回到村里，担任了田园综合体的负责
人。“村里现在发展得这么好，我也想回来
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全村人一起更上一
层楼。”张志超说，“下一步，调整村东50
亩土地，建更多的大棚，实现采摘品种多
样化。同时，再发展一批农家乐，以满足
游客需求。另外，加快建设高崖水库纪念
馆二期工程和窝铺生态湿地，让田园综合
体发挥更大效益，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致
富。”

窝铺：从芋头小村到旅游大村

潍坊市与央企战略合作

取得新成效

潍坊蝉联第三届

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杨树林 报道
本报诸城讯 6月22日，诸城市汽车产业党建

联盟启动会暨联盟成员第一次交流会召开。
在该市市委两新组织工委具体指导下，由福田

汽车诸城厂区党委牵头，汽车产业党建联盟成为该
市配套单位党组织自愿参与的汽车产业党建工作议
事联络协调机构。

联盟成立后要按照党建联盟章程的有关规定，
将党建工作做实做细，在各成员企业新技术研发、
新市场开拓、员工幸福感提高等方面发挥实实在在
的引领作用。

诸城市汽车产业

党建联盟成立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27日，山东省第一批化工园

区和专业化工园区名单公布，潍坊市的昌邑下营化
工产业园、寿光羊口化工产业园、潍坊滨海化工产
业园入选。

根据《山东省化工园区认定管理办法》《山东
省专业化工园区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经各市政府
申报、第三方专业机构评审和省有关部门审核，山
东省确定了第一批化工园区和专业化工园区名单。

其中，昌邑下营化工产业园隶属昌邑滨海（下
营）经济开发区，成立于2005年4月，经过10多年
的建设发展，形成以盐化工、石油化工、新型医
药、低碳产业为特色的化工园区。

潍坊3家园区入围

省第一批化工园区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古晏宁 报道
本报寿光讯 6月19日至20日，山东省电力企

业协会组织专家组对国华山东售电公司开展信用评
价现场访谈工作。该公司成为全国售电行业首家正
式开展信用评价工作的售电公司。

此次评价，山东省电力企业协会组织专家组从
企业管理、质量安全、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四个专
业进行现场查评，并根据企业实际按照基本条件、
守信能力、守信表现、财务状况、社会责任、信用
记录等六大方面19项指标开展了较为全面的评价。

国华山东售电公司———

以信用评价促发展提升

潍坊滨海大家洼街道周疃二村的袁义华正在查看葡萄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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