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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潍坊市奎文区教育局下发《致家长的一
封信》，提醒家长理性选择校外培训机构。自即日
起严禁在学校门口发放任何形式的校外培训传单，
校外培训信息以奎文区校外培训机构信息公示二维
码提供的信息为参照。同时，还公布了培训机构“红
白黑”名单。教育部门建议，理性选择校外培训机构。
在选择培训机构时，要做到“三看”：一看办学资质，
二看民办学校的名称、地址和办学类型是否与《办
学许可证》上的名称、地址和类型相一致，三看业
务范围。家长们应拒交一切赞助金、储备金、抵押
金等，不要跨学年或跨学程交纳学费。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郑颖雪

7月12日，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在山
东寿光成立，选择寿光成立该中心，不仅
因为寿光是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和集散
地，更是因为潍坊市良好的农业产业基
础。

如今，在全国提起潍坊，人们首先想
到的肯定是多种多样的农产品。近年来，
潍坊市以品牌农业为统领，以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坚持绿色生态发展方向，突出农
产品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坚持质量
兴农、品牌强农之路，构建了特色鲜明的
区域化格局，形成了以寿光为中心的设施蔬
菜生产区，以安丘为中心的出口蔬菜生产加
工区，以昌乐为中心的西瓜生产区，以及青
州花卉生产集散区、高密食用菌生产区、临
朐大棚樱桃生产区、昌邑大姜生产区、峡山
有机农业发展区、寒亭西瓜和潍县萝卜生产
区等。

区域公用品牌多、规模大

7月15日，记者来到位于寒亭区朱里街
道后周二村的博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孙聚峰正在地里查看西瓜长势。“种萝卜的
地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西瓜地，收了西瓜种萝
卜，这种萝卜，甜度更高，品质更好。”孙
聚峰说。

以潍县萝卜、青州银瓜、寿光鸡等传统
品牌为代表，潍坊市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已
有100多个。为推进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该
市聘请浙江大学进行了农业品牌的整体策
划、包装和推介，发布了“齐民要术地·中
国食品谷”品牌宣传语，开展“潍坊农品”
品牌产品认证及推广活动。昌乐西瓜、昌邑
大姜被评为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

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潍坊市各个农业
合作社都认识到了品牌的力量，品牌就是品
质保障，更是收益保障。“以前都是农户单
打独斗，很容易出现压价竞争、滥用肥料的

问题，成立合作社，统一品牌，实现长远发
展。”孙聚峰告诉记者。

潍坊市共16个名特优新产品入选全国名
特优新产品目录。全市种植面积10万亩以上
的瓜菜有西瓜、生姜、大葱、番茄、茄子等
11个品种，种植面积在1万亩以上的特色农
产品品牌有20个。

电商化格局初步形成

安丘市兴安街道白芬子村的王成林是一
个普通大姜种植户，以前他的姜都是在地
头直接卖给收货商，这样的销售方式遇到
好的年头还可以，但如果遇到比较差的年
头，价格低不说，还可能卖不出去。随着电
商的兴起，王成林开始逐渐转变销售思路，

专门划出一块地，种植精品大姜放到网上销
售。

“和以前相比，网上售姜的主动权能够
握在自己手里，即便年头差的时候，网上的
销量也不会受太大影响。”王成林说，如今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姜农开始探索到网上销售
大姜。

目前，潍坊市已建成寿光市蔬菜批发市
场、安丘姜蒜批发市场等5个农业部定点批
发市场，还有寿光稻田蔬菜、寿光田马洋香
瓜、诸城皂户辣椒等多个专业批发市场，加
上在国外的80余个办事处，蔬菜产品流通迅
速。在做好农产品常规推介的基础上，潍坊
市采用信息化手段，积极推行“互联网+”
的现代农业产品推介模式。全市农村电子商
务骨干企业约有2000家，网络商铺2万家以

上，开展电子商务的农村合作社、家庭农
场、批发市场超过1000个。先后建设阿里巴
巴潍坊实力产业群和潍坊市、诸城市产业
带，引入“千县万村”市场工程 ,在寿光、
高密、青州、诸城、安丘设县级淘宝服务中
心8个、乡村服务站点超过800个，数量和规
模居全省首位。

多种农业经营主体争奇斗艳

在青州市弥河镇赤涧村的鲁威有机果蔬
专业合作社里，各类绿色有机蔬菜等待着游
客的采摘，赤涧西红柿还入选农业部《2017
年度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记者看到
多位农业工人在田间地头忙碌着。每个农户
管理2至3个棚，统一经营、统一销售。该合
作社共完成土地流转1800余亩，每户平均年
入土地租赁费5000余元，每年直接增加村集
体收入25万元。

近几年，潍坊市培育了一大批特色农产
品的经营主体。其中，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12家，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75家，市级农
业龙头企业596家。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
26878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42家，省级
示范社216家，市级示范社707家，家庭农场
7306家，仅发展较好的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
经营主体就有800多家合作社、400多家龙头
企业。全市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在
国内外的市场体系也逐渐成熟，产品出口到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得利斯牌低温肉制品、冷却肉等22
个产品被评为山东省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
牌。

潍坊市以种植业为主的园区发展到900
多处，园区总面积达到200多万亩，辐射带
动面积450多万亩。重点统计的规模化园区
398个，规模化园区年农业总产值达到91 . 2
亿元，占全市园区农业总产值的50 . 6%，带
动农民55 . 5万人就业，园区内农民人均年可
支配收入达到2 . 4万元，辐射带动区内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 . 9万元，分别高于全
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18%，园区带
农增收效果显著。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通讯员 肖 蕾 报 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潍坊市出台《关于深
入推进“一次办好”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就加快推进“一
次办好”、优化营商环境等作出部署。

《方案》明确了总体目标和要求，即围绕
建设富裕文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强市，以政府
为企业和群众办事“一次办好”为改革理念，
以打造“八最”发展环境为目标，以企业和群
众办事便利度、快捷度、满意度为衡量标准，

推动政务服务理念、制度、作风全方位深层次
变革，全力营造“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高、
服务质量优”的发展环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

据悉，“一次办好”即“一次办结、群众
满意”，改革范围为政府全部行政行为，主要
是以企业和群众办好“一件事”为标准，以
“应办即办”为原则、“说办就办”为承诺、
“一次办结”为目标、“办就办好”为理念，
倒逼各级各部门更新观念，转变作风，优化服
务，提升效能。企业和群众办“一件事”，在

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情况下，从提交
申请到获取办理结果，政府要提供“保姆
式”服务，实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
办、一次办”，不论“见面不见面”“跑腿
不跑腿”“线上线下”都要实现“一次办
好”。

为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
潍坊市一是推行“一次办好”改革要完成的具
体任务，包括公布“一次办好”事项清单、健
全“一次办好”服务网络、创新“一次办好”
服务模式、推行“一次办好”集中审批、完善

“一次办好”服务标准、强化“一次办好”信
息支撑等六个方面；二是开展优化营商环境10
个专项行动，包括优化企业开办、优化不动产
登记、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简化水气暖报
装、简化获得电力、便捷获得信贷、优化政务
服务、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推进信息共享、营
商环境评价行动；三是完善配套措施，实施精
准协同放权，持续开展“减证便民”，减轻企
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准入门槛，清理规范中
介服务，构建新型监管机制，推进法规规章立
改废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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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依靠质量兴农、品牌强农

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达百余个

□ 本 报 记 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明涛 张化德

青州市绿龙蔬菜生产专业合作社是全国
首批登记注册的老牌农民专业合作社。每
天，这里的韭菜、西红柿、黄瓜、水果萝卜
等20多种蔬菜，刚刚采摘下来，便被贴上品
牌标识，发往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地
的大型超市。这家合作社经过10多年探索发
展，通过科技化种植、品牌化管理、网络化
运作，带领社员走上了发展、致富之路，先
后被评为“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山东省十
佳技术服务型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是农民的创业平台

2006年，在餐饮行业做得红红火火的程
金厂，放下老本行，在青州市高柳蔬菜批发
市场建起了农资服务中心。他聘请专家，研
学知识，从种子、肥料、技术等方面，大力
推广设施蔬菜标准化种植。

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程金厂意识到，
农民专业合作社正是他苦苦寻觅的最佳管理
体制，他立即申请成立了青州市绿龙蔬菜生
产专业合作社。成立大会上，程金厂面对20
多名会员郑重承诺：“合作社是农民的创业
平台，我一定要带着大家干出个样子来！”

科技和品牌是腾飞双翼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品牌管理是合作
社发展的助推器。”程金厂说，绿龙合作社近
年来先后与中国人民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在
合作社建设、规范化运营、品牌营销、参与全
产业链服务、网络电商发展以及合作社之间
再联合等方面开展了科研合作。他们开发引
进了“中国蔬菜视频医院系统”，通过视频实
现菜农和植保专家直接对话交流，当场诊断
蔬菜出现的问题，及时提供解决措施，运用最
先进的科技手段，为农民解决最实际的问
题。

通过流转土地，绿龙合作社建设了集有
机蔬菜种植、冷藏、包装、销售于一体的合

作社自属示范基地，注册“绿鸽”“然中
然”“古州香韭”商标，从韭菜种植开始试
验示范，创建品牌信誉，使合作社从规范标
准化种植向发展有机农业转变。其产品包括
茄子、辣椒、西红柿、西葫芦、黄瓜、韭
菜、胡萝卜、山药、大姜、大葱、水果青萝
卜、白菜、甘蓝等20多种，其中9个品种通
过了有机食品认证，市场主打产品为韭菜、
特殊口感西红柿、密刺芳香黄瓜、水果青萝
卜等4种特色无农药残留蔬菜。

科学的管理模式和先进的经营理念使绿
龙合作社得以飞速发展，截至目前，已从最
初的20余名发起人的规模，发展为拥有281名
社员，开设分支机构、大型服务中心和村级服
务点30余个，种植蔬菜面积2700多亩，拥有高
标准冬暖式大棚570个、春秋拱棚210个、露天
蔬菜1050亩的当地合作社产业龙头，每年销
往各地的品牌蔬菜达500多吨、交易额超千
万元，带动非成员农村人口近万人致富。

合作社建起网络服务平台

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绿龙合作社努
力打造网上合作社，成立了青州市农帮手供
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全市供销系统的
400多家村级服务站提供线上信息交流、线
下产品配送的服务，形成了上下贯通、左右
关联的农产品、农资及信息的综合平台，实
现农民得实惠、合作社得效益、供销社得发
展的共赢局面。

每年，绿龙合作社开办农民培训班20余
期，针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生态农
业、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测土配方施肥、土壤
改良、生物菌技术等开展培训，服务70多个村
庄，累计培训会员2700多人次，全面提高合作
社范围内的农民综合素质。绿龙合作社还联
合潍坊4个县市区的十几家专业合作社展开
再合作，成立了山东省首家联合社——— 潍坊
然中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目前，绿龙合作社正在响应新旧动能转
换的号召，加大科技研发力度，积极筹备
“中央厨房”的设计和筹建，争取在一二三
产业的融合发展上做出有益探索，努力为乡
村振兴作出更多贡献。

科技化种植 品牌化管理 网络化运作

一家合作社的乡村振兴路

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出台
◆公布“一次办好”事项清单 ◆开展优化营商环境10个专项行动 ◆持续“减证便民”

乡乡 村村 振振 兴兴 看看 行行 动动

在潍坊鑫盛食品有限公司大姜加工车间里，工人正在加工大姜。该公司是以保鲜蔬菜、
速冻蔬菜等加工为主的外贸出口企业，集基地种植、生产加工、出口销售于一体，是山东省
最大的蔬菜加工出口企业之一。

奎文———

公布培训机构

“红白黑榜”

近年来，潍坊市坊子区按照“产业先行、资本
下乡、带富老乡”的理念，聚焦产业发展，以现代
农业园区为载体，创新发展了以玉泉洼生态观光园
为代表的综合体模式、以潍坊金润农业示范园为代
表的品牌农业模式、以乐高农场为代表的农业旅游
模式、以潍坊博纳庄园为代表的养生度假模式、以潍
坊稷丰农业为代表的生态农业模式等五种发展模
式。坊子区还积极吸引工商资本下乡，引进金润农业
投资7000万元建成冬暖式大棚118个，年产“齐达利”
西红柿3000吨，主要销往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
等周边国家及广州、深圳、武汉等国内大中城市，成
为全省最大的西红柿单品生产基地。目前全区具有
一定知名度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总量发展到63个。

坊子———

“五种模式”擘画

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近年来，潍坊市寒亭区深入推进河长制管理工
作，全区河流生态得到明显改善。去年，寒亭区在
全市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次，
名列四区第一，并获得最高奖补资金65万元。为进
一步确保河长制“清河行动”实效，寒亭区创新性
建立多种检查模式，由各街道包靠部门自行选择任
一模式接受检验。区河长办根据自选情况，实行现
场评比、现场打分、现场公布，减少人为干扰因
素，考核结果通报区级河长、联系单位和各街道、
开发区。在后期巡河过程中，针对前次抽查河道发
现的问题随机抽查3至4个检查点，再进行“回头
看”，对已整改的通报表扬，对未整改的由区政府
督查室督办限期整改并通报批评。

寒亭———

河长制管理再上一层楼

近日，在安丘市政务服务中心旁边新开了一间
24小时“不打烊”的小房子。原来，这就是目前全
潍坊第一家24小时无人受理服务区。据了解，该服
务区可以通过政务服务大厅旁边的工商银行自助银
行入口进入，配备了无人受理平台、高拍仪、打印
机、文件交换柜等设施，对于目前还必须提供纸质
申报资料的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申报受理。办理人
通过登录网站平台选择自己所要办理的业务，填写
内容后将材料打印签字并装入文件袋放进文件交换
柜，由政务服务中心的代办员在工作时间取出并帮
助其进行办理，办理完成后通知申报人前来领取。

安丘———

24小时“不打烊”

服务区亮相

近日，临朐县为推进林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林业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助力乡村
振兴，制定印发了《临朐县特色经济林产业发展规
划（2018－2020）》。临朐县将重点建设山楂、柿
子、板栗、核桃、油用牡丹、薰衣草、红香椿、甜
枣、花椒等9大特色经济林基地，计划3年内新增特
色经济林种植面积3 . 26万亩，至2020年底实现种植
面积22 . 43万亩。

临朐———

发布特色经济林产业

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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