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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伊巍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7日下午，大众日报社

淄博分社党总支、中共四宝山街道工作委员会
联合组织主题党课。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
社）社史陈列馆馆长于岸青讲授“不管走得多
远 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大众日报》报
史党史）主题党课。大众日报社淄博分社党总
支全体党员、中共淄博高新区四宝山街道办事
处机关第一、第二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

大众日报创刊于1939年1月1日，到1949年
新中国成立，在战争中走过了整整十年。当日
的联合主题党课，于岸青讲授了有关大众日报
的战争十年。

大众日报是中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
长的党报。大众日报从无到有，与山东根据地
的成长相伴始终。抗战胜利时，大众日报已经
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报，发行全根据地，包括华
中、冀鲁边等地，拥有着近千人的队伍。到解
放战争，大众日报不仅自己不断发展壮大，而
且向全国各地输送了近千人的新闻干部，参与
创办了全国各地45份党报。

大众日报创刊时期，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
发。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要在敌
前和敌后创办各种地方性的报纸。但这些报纸
几乎都出版时间不长，只有大众日报不间断地
出版到了今天。

1938年12月31日，编辑部在王庄画好版样
编好稿子后，由交通员拿着徒步送到八里地外
的云头峪。由于红色墨比黑色的粘稠，机器转
得慢，天亮也印不完。1939年1月1日，2000份
套红的，4000份黑白的《大众日报》正式面
世。到这一天，山东的共产党组织建立已经近
20年，公开出版党的机关报这是第一次，山东
人民大众有了自己的喉舌。

战争年代，几乎可以说一切新闻皆为“突
发事件”，大众日报本身就一直处在敌人的分
割、封锁和包围当中，经常受到扫荡、清剿和
袭击，经历大小战斗一百多次。大众报人既是
记者又是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创造和积

累了很多应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经验。
多媒体的格局，孵化出了根据地、解放区

的文化事业架构。这也是大众日报一个了不起
的贡献。

从大众日报创刊起，就与人民群众的理解
支持分不开。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里有一面黑
色的大理石墙，上面用金字镌刻着578个名
字——— 他们是战争十年为《大众日报》的出版
发行献出生命的烈士，这在世界新闻史上是绝
无仅有的。其中人数最多的则是大众日报的发
行人员，共有468位。

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里介绍大众日报的头
一条就是：自一创刊，就建立了先进的办报理
念——— 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

“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出
发。我们是普通人，但做的事情并不普通，因
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相加就等于未来。因为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于岸青说。

随后，淄博高新区四宝山街道办党工委书
记李凯发言，他说于馆长的授课再一次告诉我
们，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
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同时要严于律己，慎初、
慎独、慎微。还要敢于担当，主动作为。

大众日报社淄博分社党总支书记孙宏弢表
示，《大众日报》是党的报纸，从创刊那天起
一直秉承这样的办报理念：党的立场，群众的
报纸。“我们是大众报业集团的一员，也就打
上了大众报人的烙印，因此，无论何时、何
地，我们都应该铭记，自己是党的新闻工作
者。随着技术的进步，媒体进入多元化时代。
但是，我们的责任没变，我们的方向没变，我
们初心未改。”

“不管走多远，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
大众日报社淄博分社党总支、中共四宝山街道工作委员会联合组织主题党课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秦剑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6日，记者从共青团淄博

市委获悉，2018年淄博市青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
暨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启动，获选项目将获得
3000元至10000元不等奖励。

据了解，青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参赛项
目包括志愿服务、公益服务支持；按照社会工作
专业理念和方法开展帮助特殊困难人群的社会工
作服务项目；青少年合法权益维护和社会保障服
务；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青少年思想引导服务
等公益项目。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包括阳光助残、
关爱农民工子女、邻里守望与为老服务、节水护
水与水利公益、脱贫攻坚、环境保护、应急救
援、禁毒教育与法律服务等领域。

本次大赛项目评选分一、二、三档，获选项
目将获得3000元至10000元不等奖励，要求公益创
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市级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注册的
社会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其中
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均无不良记
录，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具有独
立的财务管理、财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具备
申报项目相关的设备、专业人员及相关资质。自
筹资金占项目总资金比例较高的项目优先，能广
泛整合青少年社工、志愿者资源，拥有社会工作
师或助理社会工作师的社会组织优先；志愿服务
项目实施主体为全市各级团组织以及在各级民政
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各类青年社会组织、
大中专院校学生社团组织，要求100人以上规
模，成立1年以上，独立实施或主导过相关公益
项目。

淄博市青年社会组织

公益创投大赛正式启动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刘刚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7日上午，淄博市工商和

市场监管系统非公党建工作推进会在桓台举行，
淄博市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以及个体私营企业党
建工作负责人共计100余人参加。

据了解，目前，淄博市工商局和博山、临
淄、沂源、桓台、高新区、周村、高青7个区县
成立了个体私营企业党委（党工委）。初步建立
起系统机构，并落实了人员力量。通过积极探索
创新，系统上下呈现出齐抓共管的新格局。非公
党建“两个覆盖”得到了提升，成果初步显现。
今年以来，非公党建工作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
淄博市个体私营企业党委坚持系统指导与直接发
展联系并举，新发展非公党组织7个。截至目
前，淄博市工商和市场监管系统共建立非公党组
织189个（不含工商所支部）。

工商和市场监管系统

非公党建工作推进会召开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陈江宁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9日，记者从淄博职业学

院了解到，近日，在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养老服务技能赛项的比赛中，淄博职业学院护
理学院学生刘琪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得一等奖。
至此，淄博职业学院学生在2018“国赛”中共获
得一等奖4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

据了解，淄博职业学院坚持以赛促教、以赛
促学，培养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该院学生
先后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12项一等
奖，近5年共在全国、全省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中
获奖500余项。通过参加比赛，师生的职业素养
和职业技能进一步得到了锻炼。2018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共设置82个赛项，全面考查了参赛
选手的核心技能与综合素质。淄博职业学院学生
在今年的比赛中先后斩获工业分析与检验赛项、
工程测量赛项、中药传统技能赛项和养老服务技
能赛项的一等奖。

淄博职业学院学生

获2018“国赛”4项一等奖

□ 巩悦悦

“以前光卖辛苦钱，传统种植产量也上
不去，现在用了渌鑫无土育苗栽培基地的西
红柿苗，每亩西红柿能增收6000斤，不用自
己到市场卖，外地客商自己就跑来拉货。”
在高青县木李镇昌盛村一处蔬菜种植基地，
菜农王恩生和妻子陈秀梅正将一个个又红又
大的西红柿采摘、装筐。

近年来，该村80后青年高春和妻子返乡
创业，通过无土栽培技术，培育了各类品种
的西红柿苗，当地不少蔬菜种植专业户都选
用他们基地的种苗，如今各种蔬菜种苗已销
往全国10多个城市。

诚信待人订单不断

高春最早在滨州一家种子公司当过小职
员、跑过业务、开过车。后来又到济南一公
司，做起了无土栽培销售。2008年，高青老
乡邀他一同经营农业园。

2012年冬天的一次亏损，让高春印象深
刻。当时老百姓从他这里预定了50多万元的
苗，由于技术和管理原因直接赔了15万元。

“一年到头，老百姓就指望这些苗种菜
赚钱了，我这时候撒手不管，那叫不地
道。”为诚信经营，高春以6毛钱一棵种苗

的市场价，从济南一家公司购进，再按之前
约定的5毛一棵卖给了老百姓。加上成本、
运输、损耗等费用，高春前后总共赔了25万
元。虽然赔了钱，但在当地老百姓看来，他
却赚得了比金钱更重要的“诚信”。

“打那以后，我的名声就打出去了，通
过老客户推荐，我又赢来了越来越多的新客
户。”高春说。通过这件事，他深知技术才
是最重要的。“到了第二年，我通过朋友找
到两名可靠的技术员，仅用了一个春天，就
把去年冬天赔的钱，全都赚回来了。”

“小订单往往是两三千棵种苗，而大订
单能达三四十万棵。”高春说，他现在大小
订单不断，每天都会有新的订单。“一个大
棚占地5亩，大棚内实际利用面积仅有2亩。
一个大棚能培育30万棵种苗。每棵苗在5毛-
8毛钱不等。”

“多亏了渌鑫无土育苗栽培基地培育的
西红柿苗，用了他的种苗，每亩能增收6000
斤。”6月20日下午3点左右，在木李镇昌盛
村一处蔬菜种植基地，菜农王恩生和妻子陈
秀梅正将一个个又红又大的西红柿采摘、装
筐。与外面相比，蔬菜大棚内又闷又热，王
恩生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随时准备擦拭滴
落下来的汗珠。

“中午送货到市场，送了4筐600多斤。
今天总共才卖了9筐1350斤，算是这些天卖得

最少的一次了。”王恩生边擦汗边说，他所
种植的西红柿长势好，酸甜可口，很受市场
喜爱。“最多一天卖了22筐3000多斤，除了
送去市场，更多的是客商前来提货。

木李镇提出“科技发展蔬菜，企业带动
贫困户”的建设思路，在打造绿色乡村旅游
创业园的同时，打造出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
生产基地，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试种展览39个西红柿品种

在一号棚内，记者见到了渌鑫蔬菜无土
育苗合作社负责人高春。他正在大棚里的货
架上爬上爬下地操作航喷种苗：“大棚内培
育着各种蔬菜种苗，最常见的还是茄子、辣
椒、西红柿、豆角、苦瓜……仅西红柿，就
有39个品种。”高春说。

为保证老百姓买到手的种苗能生长出个
大饱满、防病虫害的西红柿，高春专门设立
了一个实验棚，用来种植同一蔬菜的不同品
种，“仅这一种蔬菜就有很多个品种。我们
从全国各地的种子公司，优中选优购进了39
个品种，全部种植在大棚里，每个品种种植
一沟。这两天计划组织菜农们过来参观，让
他们根据长势，自主选择品种。”

实验棚内，每沟地头都悬挂着西红柿的
品种信息，不同品种的西红柿，长势也不

同。“这个品种的个小、发青，明年就得淘
汰掉。”高春边弯腰指向不同西红柿，边向
记者介绍，“老百姓选好了品种，我们再将
这个品种的种子，使用专用育苗基质将其培
育成种苗。”

为争取到更多新客户，高春每天都要连
轴转，白天在大棚基地负责管理，等工人们
下班后，他再驾车到百里开外的农庄，登门
拜访有合作意向的菜农。

“菜农们白天种地，晚上才有工夫谈合
作。一年365天，后半夜赶回来得占到200天
以上。”高春妻子告诉记者。

在记者采访高春期间，往往聊不了多
久，就会被电话铃声所打断。据高春介绍，
他有两部手机，光中午接听电话就能把电用
光。“平均每天得接听300多通电话，往往
是一部手机没说完，另一部手机就响了。”
高春说，最近自己的右耳总是嗡嗡响，很可
能与长时间接听电话有关。

“想要种苗，种植户需要提前两三个月
预定。除高青花沟镇、黑里寨镇、木李镇、
青城镇、唐坊镇外，我们还将种苗卖到了北
京、上海、河南、河北、寿光、济南等十几
个城市。”高春说。

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在一号大棚，棚内支架上有数不清的黑
色小盘，一个盘内有72个小格子，每个格子
里都培育着一棵小种苗。一位妇女正熟练地
选苗、插苗，她说自己今年50多岁了，在家
门口就能上班，一干就是8年多。“每天干8
小时，工作时间自由，相对而言很轻松，一
天能挣50元钱。”

“高青昌盛村是我老家，村里很多50岁以
上的剩余劳动力，年龄大到工厂打工没人要，
我们就考虑在家乡发展这么个产业，增加乡
亲们的收入。”高春夫妻俩商量后，于2016年
在村里成立了渌鑫蔬菜无土育苗合作社，为
当地老百姓提供种苗，提高蔬菜大棚种植者
的经济收益，带动周边更多村民增收。

高春妻子告诉记者：“他们只要想干就能
来。来了主要在大棚里选苗、装苗、插苗，根据
工作强度，每人每月能赚1500元-2000元钱。”
高春妻子说，现在正是淡季，本村和周边村子
的40多位村民在这干，年龄大都在55岁以上。

“等到了旺季，能来七八十人。”
“进设备、建大棚，总共投资了450万

元。但如今订单量上去了，大棚反而不够用
了。”高春说，他们计划明年上半年建设两
个占地200多亩的连栋大棚，打造集特色有
机种植和原生态农家乐，以及垂钓、采摘、
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循环生态现代农
业产业园，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

夫妻返乡创业 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种苗卖到全国10多个城市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王克军 张忠考 报道
本报高青讯 “真没想到，学校为我申

请了中职国家助学金，还免去了我的教材费
和住宿费。”高青县职业中专2016级1班焦文
斌同学感慨地说。焦文斌之所以能够获得精
准资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脸”识别资
助系统的运用。原来，学校通过“人脸”识
别资助系统，发现焦文斌长期未考勤，便
“顺藤摸瓜”发现了他贫困的家庭状况，并
特事特办，有针对性地为他申请了中职国家
资助和相应的费用减免。

“利用信息化手段准确及时掌握学生在
籍在校动态变化情况，做到学生资助精准定
位、零次失误。”高青县职业中专校长李锋
说。针对中职学生变动频繁，流动性较大，
学生在校在籍数据不够稳定，资助工作繁琐
复杂，较为容易出现差错和导致失误的特
点，高青县职业中专积极探索“人脸”识别

学生在籍在校信息动态收集、及时锁定、随
时调整工作机制，构建数量与质量“双精
准”学生资助新模式。

如何才能最直接、最精确地获得学生数
量的动态信息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学校
信息化资源和信息化成果的运用。”李锋告
诉记者。2017年9月，在借鉴“人脸考勤”技
术基础上，该校依托班班通，在各班安装了
学生信息动态采集系统，根据学生实际变化
情况，每周采集一次学生信息。

“有了动态、适时的学生数量信息，就
可以把资助精准落实到每一个时段里的每一
名学生。”在高青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曹希花看来，更希望“人脸”识别不仅能
“看”出学生是谁，而且还能同时知道这个
学生的家庭贫困状况和贫困程度。

为此，该校在适时采集学生动态数量信
息的同时，还通过调查了解、实地家访、综
合评估等方式，定期对每一名在籍在校学生

的家庭经济困难程度进行量化，并计划随时
录入到学生资助电子档案。这样，在下一步
每次学生动态数量信息采集时，就会同时显
示每位被采集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状况适时变
化情况。“学生数量适时清，每位学生家庭
贫困状况适时清，我们的资助举措更加有的
放矢、更加因人而异、更有针对性了。”曹
希花说。

此外，该校把“人脸”识别学生信息采
集与学生日常管理相结合，培养学生良好守
时守纪习惯；与学籍管理相结合，随时掌握
学生在籍在校情况，提高学籍和学生管理规
范化水平。

为推进“人脸”识别学生信息采集操作的
自动化，该校结合中职创新创业活动，启动实
施“人脸”识别学生信息软件开发升级攻关行
动，打造“互联网+”中职学生精准资助新平台。

“‘人脸’识别，可以实现学生资助数量精准与
质量精准的统一。”李锋说。

高青中职生资助迈入“看脸”时代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董晓沅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2日，淄博海关监管系统

显示，一批来自印度的进口椰浆运抵淄博保税物
流园区，货重87吨。

近期，尼帕病毒席卷印度，据世界卫生组织
日前通报，尼帕病毒病是一种高病死率的新发传
染病。

来自敏感疫情地区的这批货物的运抵引起了
淄博海关的高度重视。淄博海关保税监管二科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核对该批货物的报关单和报检
单证，并及时对接货主单位。交谈中得知，签订
此批货物的5名业务代表，刚刚从印度回国。现
场关员立即主动与从疫区回国人员取得联系，根
据《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54号(关于防止尼帕病
毒病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重申尼帕病毒危害
的严重性，提醒5名疫区回国人员对照公告中的
症状时刻注意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定期派专员回
访，如发现类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向海关报备。

疫情的关注提醒，是“新海关”亮相后的新
职能，也是海关全面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自4
月20日至今，通过“单一窗口”整合办事窗口，
淄博海关受理企业注册申请125家；“一个窗
口”受理承运海关监管货物运输车辆年审、进境
动物产品检疫审批、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
等行政审批事项101次。

提醒疫情关注

打造海关“新铁军”

高春的妻子（右）
说，现在正是淡季，本
村和周边村子的40多位
村民在打工，年龄大都
在55岁以上。“等到了
旺 季 ， 能 来 七 八 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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