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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田 欣 张学军

百亿元项目

夯实基础

盛夏的烈日下，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项目——— 金诚石化MZRCC项目施工现场，一
个大型炼化生产厂区已经初具规模，现场炼
塔林立、储罐成群，40多台大型吊车、装载
机正在紧张施工，项目现场处处穿梭着忙碌
的施工人员。该项目总投资97亿元，计划建
成以炼油为基础，炼化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性
大型石化企业。

金诚石化作为马桥化工产业园区的明星
企业，给当地带来了数千个就业机会，原本
种地为生的马桥人，变成了产业工人。金诚
石化总经理周竟平说:“目前，金诚石化正按
照炼化一体化的规划布局加快发展，建设以
丙烯为主的产业集群，努力为国家发展和地
方经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随着集团
不断发展壮大，对国家的税收贡献持续增
大，同时对当地的道路交通、文化教育、社
会福利等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带动一方百姓
都过上富裕幸福的好日子。”

与此同时，该产业园区内的博汇集团总
投资40 . 6亿元的ABS项目等10个淄博市重大项
目全部开工，预计年底完成投资约52亿元。
通过抓投入上项目，实现更大的财政积累，
为新生小城市建设做好资金储备。人气、财
气旺了，城市发展进程明显加快。

作为新生小城市的“后备梯队”,马桥镇
紧紧围绕着建设宜业宜居小城市的目标定
位，借助马桥化工园区“金字招牌”，坚持
“大项目、大企业、大产业”带动战略，不
断加大项目引进建设力度，镇域经济实力不
断壮大提升。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不到3万
人的小镇，经过飞速发展，现在的马桥镇建
成区面积已经达到44 . 96平方公里，人口6万
人，“小镇”渐渐有了“小城市”面貌，打
造了马桥经济跨越发展的“升级版”。

拆迁复垦

拓宽发展空间

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一处处房屋轰然
倒地，在大型车辆来回的穿梭中，连片的建筑
垃圾被依次清理……高温下，马桥镇前金村的
拆迁复垦工作依然井然有序进行，丝毫没有延
迟工期进度，一派热火朝天的拆迁场景。

自2009年开始，该镇作为全省的土地增减
挂钩试点镇，承担着全县旧村改造拆迁复垦工
作的重要任务。2018年是该镇的“旧村改造拆
迁复垦决胜年”，全镇定下了全年完成复垦验
收1800亩耕地的“军令状”。截至目前，已完成
拆迁房屋450余套，腾空土地1500余亩，为决胜
年任务目标完成打下坚实基础。

拆迁同时,马桥镇最重视的是抓拆迁户的
安置情况,通过合理调配安置房房价,确保群众
以最低价格入住新房。在马桥镇整村迁建项目
区展厅可以看到,前来选房的村民络绎不绝,或
是看沙盘仔细选房,或是催促工作人员赶紧办
理房屋手续,预定新房……而对于符合条件的

低保、五保等老人,集中安排入住老年公寓。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政策这么好,

咱不能拖了后腿。”这是马桥镇小庄村68岁
的村民杨彬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身为一名普
通百姓,拆迁工作开展以来，杨彬不仅积极拆
除自家房屋，还积极配合村“两委”工作，
主动参与其中，帮助协调房屋居住等，有力
助推拆迁工作开展。在拆迁过程中,还有很多
像杨彬一样的普通百姓、党员、机关干部，
带头拆，先锋作用在拆迁中再次凸显。

农村变城市

丰富建设内涵

一条条宽敞平坦的道路，一排排整齐漂
亮的民居，一处处便利齐全的配套。如今，
马桥镇以更加生态宜居的面貌，呈现在居民眼
前。住进时尚小区，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着变
化，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感受到了浓浓的“城
市气息”。

傍晚时分，马桥镇党建主题文化公园内
人气颇旺，北三村的李静正领着孙女玩耍，

她兴奋地对记者说，在这里不仅能休闲娱
乐，还能学到党的知识、感受爱国主义教
育。

近年来，通过抢抓新生小城市建设重大
机遇，马桥镇城镇环境不断优化。在编制完
善各类城镇规划的基础上，该镇实施了镇驻
地主干道路整治、河道治理、雨污管网、污
水处理厂建设工程、体育公园、植物园等配
套工程建设。道路、公园等硬件设施的建设
提升，推动着马桥镇新生小城市建设持续升
级。马桥镇产城融合发展的速度也在明显加
快，举办的首届牡丹节和各种文艺展演活
动，吸引镇内外游客10万余人入园参观游
览。群众幸福指数得到全面提升，现代化的
宜业宜居小城市呼之欲出。

马桥镇党委书记柴涛说：“2020年，马桥镇
镇域经济总量将实现新增长，预计全镇规模以
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将达到1200亿元，税收收入
50亿元，财政收入超12亿元，为新生小城市建
设奠定雄厚财力支撑。我们将继续着眼民生项
目，加快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品位，丰
富城市内涵，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全
面打造现代化宜业宜居小城市。”

□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尚现军 崔小芸

弘扬中国爱情文化传统

8月16日，第十一届中国（沂源）“七夕”情
侣节在沂源县牛郎织女景区开幕。本届“七夕”
情侣节以“传承“七夕”民俗·推动全域旅游”为
主题，“感动中国（山东）爱情”颁奖盛典、“大
雁”爱情邮票首发式、“爱的祈福”“七夕”庙会
等九大主题活动，为游客奉上了一份精彩纷呈
的“七夕大餐”。

“七夕”，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如
今越来越成为人们表达爱意的载体。2007
年，沂源县被中国民俗学会授予“牛郎织女
传说之乡”称号，沂源“牛郎织女传说”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何真正让“七夕”传统文化融入沂
源，成为新的文化名片，沂源一直在努力。
连续举办中国（沂源）“七夕”情侣节，建
设了牛郎织女景区、牛郎织女民俗馆、爱情
邮票博物馆，设立了国内唯一的“牛郎织女
传说”专门研究机构——— “中国牛郎织女传
说研究中心”……如今，“七夕”已渐成沂
源的全新文化符号，“牛郎织女、情定沂
源”开始唱响。

牛郎织女景区内的织女洞位于沂源县大
贤山东北侧，与织女洞一河之隔的对面村子
里，自明代就有一座牛郎庙，与悬崖峭壁上
的织女洞遥相呼应，这里也被称为“中国爱
情文化发源地”。

在牛郎织女旅游景区内的世界爱情邮票
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包含着一个个美丽爱情
故事的爱情邮票。该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个
以爱情为主题的邮票博物馆，分为“玫瑰花
的问候”“爱情中国，优美的爱情传说”等
九个展区，集纳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
法国等136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余种20多万枚
爱情题材邮票。

牛郎织女传说的传承人解明泉说：“我
从小就爱听牛郎织女的故事，美好的爱情是
人间永恒的主题，传统文化一定要坚守、发
扬、传承，不能丢掉。”他说自己平时会参
加县文化局举办的宣讲会，也会到一些学校

讲述牛郎织女故事，关于牛郎织女传说的文
字记录也已经整理出版。

续写当代爱情新篇章

在“中国爱情文化源地”、红色沂蒙山区，
沂源新时代的动人爱情故事仍在发生。8月16
日，在朱彦夫党性教育基地，讲解员在讲解战
斗英雄朱彦夫和护理员陈希永的爱情故事。

“没有希永就没有我朱彦夫”。这是参
加过淮海战役、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战役的朱
彦夫常说的一句话。1950年，朱彦夫在抗美
援朝的一次战役中身负重伤，住院期间认识
了护理人员陈希永。1955年，陈希永和高位
截瘫的失彦夫步入婚姻，从此，她做了老英
雄一辈子的“拐杖”。

朱彦夫在复员后担任沂源县张家泉村党
支部书记，带领群众治理荒山、兴修水利、
发展教育，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改造成
为一个山清水秀的富裕村。据了解，朱彦夫
任支书时，孩子小，婆婆年迈，陈希永一个
人支撑着全家熬过那些艰难的日子。朱彦夫
写作《极限人生》时，无论多晚，陈希永都
一直陪着他，在《极限人生》的创作过程
中，陈希永没睡过一个囫囵觉。2010年，陈
希永因为肺癌去世。朱彦夫痛不欲生，他披
麻戴孝，用最尊贵的礼节送妻子最后一程，
感动了无数人。

本届“七夕”情侣节更加注重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继续评选感动沂源爱情故事，促
进现代家庭观念和文明理念的养成；还举办
了汉式集体婚礼，为6对新人举办与众不同的

汉式婚礼，让新人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民俗文化的源远流长。

探索“文化＋旅游”模式

立秋后天气逐渐凉爽，来牛郎织女景区
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来欣赏美景，有
的到织女洞祈求好姻缘，有的到爱情邮票博
物馆参观、留言……

据了解，牛郎织女景区创办于2008年，
2010年升为4Ａ级景区。历届沂源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景区的发展和建设，依托爱情文
化举办七夕民俗节，弘扬传统文化，过好民
俗节日。景区一直着力加大基础设施配套建
设：民俗馆、邮票馆、“七夕”爱情广场、
牛郎庙、织女洞、玉皇阁、祈愿阁、游客中
心、游客休闲区、情人谷、登山步道、停车
场等设施设备，不断打造提升景区形象，给
游客创造整洁、美丽、舒心的环境。

景区不断加大旅游项目的开发，多设计游
客参与项目，研发扩展“七夕”民俗节日文化和
旅游产品。随着全域旅游的发展和景区的汇总
提升，景区人气越来越旺，今年比去年的游客
增加了48％，收入也同比增加了30％。

近年来，沂源县通过举办“七夕”经典诵读
活动、“七夕”家庭美德建设活动、“七夕”文明
出行、文明旅游专项行动，进一步延展“七夕”
情侣节这一传统民俗活动的内容，宣传普及传
统节日知识，倡导现代节日理念，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认知传统、
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为沂源争先进
位、走向前列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丰润道德
滋养和良好文化条件。

伴随着席卷全国的全域旅游浪潮，沂源
县牢牢把握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这一
机遇，充分挖掘和激活沂源丰富而独特的山、
水、林、果、文化等资源，积极探索“文化＋旅
游”发展模式，深入挖掘爱情文化、生命文化、
红色文化等特色文化内涵，统筹推进“修路、建
城、治水、兴农”，全面提升硬件设施，不断优化
软环境，加快建设国内一流的休闲养生度假目
的地，以全域旅游带动全域发展，取得了丰硕
成果。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沂源县接待游客
达到360万人次，同比增长41％；旅游消费总
额达到20．5亿元，同比增长38％。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唐宁宁 报道
本报沂源讯 8月17日，记者从沂源县扶贫办获

悉，沂源县积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力促社会爱心不断
凝聚，奏响社会扶贫“大合唱”。

据了解，沂源县一方面依据“政府主导，企业、社
会积极参与”的原则，积极搭建捐款捐物平台。今年
来，全县已经成立中庄镇“果乡爱心志愿服务社”，石
桥镇扶贫基金两家平台，募集资金20余万元，帮扶困难
群众8人，发放救助金1．2万元；一方面，健全完善县扶
贫志愿者服务网络，团县委牵头组织“金晖助老”等各
类志愿者参与青春扶贫活动，积极选派骨干志愿者参加
全市培训；另一方面在全县推广孝善养老工作，通过在
各村发放孝善养老倡议书、党员干部签订孝善养老承诺
书等形式，营造全社会孝善养老的浓厚氛围。

沂源奏响

社会扶贫“大合唱”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芦晓卿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

博山区城东街道积极抓好街道党风廉政建设和日常监督
执纪，大力推动机关效能建设纵深发展。

作风建设更“细”。街道不断完善机关管理机制，
细化服务措施，针对群众反映办事难、诉求难等问题，
围绕“细”字抓服务，同时积极对街道便民服务大厅进
行软硬件整改升级，真正实现一个窗口对外、“一站
式”服务办理。警示教育更“勤”。街道通过不定期上
党课、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学习典型案例通报、组织
党纪法规和德廉知识测试、开展廉政文化宣教活动等多
种形式开展警示教育，强化警醒和示范带动作用。日常
监督更“严”。街道制定细化考核细则，将考评结果作
为评先树优主要参考依据；专门成立督查小组，及时指
出问题并责令整改；对各级党组织、党员违规违纪行为
进行专项检查，对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教
育、早整改，深入推进反腐败工作“关口前置”，全面
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未雨绸缪”。

日常监督助推效能提升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许晓雪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12日，一场由社区居民自发组织

参与的睦邻文化专题文艺演出在博山经济开发区域城镇
南域城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场上演。舞蹈、歌
唱、乐器表演……精彩纷呈的节目吸引了上百名居民观
看。

据悉，睦邻文化进社区活动开展期间，域城镇将充
分依托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场所，围绕“睦邻相
知”“睦邻互动”“睦邻相亲”“睦邻互助”主题，组
织开展主题文艺演出、邻居节、百家宴、趣味运动会、
“五助”活动等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实现“千家访友邻、传美德、做志愿”。通过一系
列新时代社会实践文明活动，引导邻里间相互尊重、以
心换心、用心交流、和谐共融，积极营造居民共居、共
学、共事、共乐的良好社会氛围，形成邻里互助、守望
相助的社会新风尚。

睦邻文化进社区

文明实践促和谐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岳海燕 朱玉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16日，记者走进博山区山头街道

秋谷社区大院，红瓦白墙上用黑色大理石板雕刻的金色
廉政警示语特别引人注目，院墙旁莲花池内朵朵莲花出
淤泥而不染。这是山头街道创建清廉社区以来，秋谷社
区打造的一面“清廉墙”。

自今年4月份开始，山头街道开展了“清廉社区”
示范点创建活动，各社区以加强作风建设、促进廉政勤
政，深入推进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教育、制度、监
督并重，把“清廉社区”建设贯穿于社区党建、反腐倡
廉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等各个领域，为
社区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截至目
前，各社区已建立健全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制，
把“清廉社区”创建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总体规划，
成立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完善社区党
员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服务承诺、廉政谈话等制度，形
成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办事的长效机制；
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在各社区相继打造清风墙、清
风街、清风廊、清风亭、清风林、清风屋以及清风一角
等廉政文化景观，举办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活动，寓教
于乐。

树清风正气 创清廉社区

提升城市品位 丰富城市内涵

大项目撑起小城市建设“马桥”模式

沂源打造“文化＋旅游”发展模式

“七夕”文化成崭新旅游名片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王克军 报道
本报上海电 生在黄河边，香飘上海

滩。８月18日，高青黑牛美食品鉴会在上海
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知名美食评论
家、美食顾问以及盒马鲜生采购运营商共襄
盛举。此次新天地黑牛集团与上海盒马鲜生
联袂推动高青黑牛从牧场到餐桌，让消费者
近距离接触黑牛美食，必将推动高青黑牛立
足高青、迈向全国、走向世界。

日本资深生鲜牛肉精细化分割大师齐藤
现场表演了纯日式鲜牛肉花式分割，现场观
众品尝了入选G20峰会的的东坡牛扒等雪花
黑牛美食。中国美食评论家、作家、《舌尖
上的中国》第一第二部总顾问沈宏非对高青
黑牛赞不绝口 ,他评价说：“高青黑牛足以
与日本和牛媲美，在国内吃到绝不输给日本
和牛的雪花牛肉这还是第一次。与和牛相
比，高青黑牛在柔嫩之中更带有中国牛的嚼
劲，纤维感的韧劲让肉质更佳。”他还提醒

消费者，高青黑牛分割精细，像这样的高品
质牛肉不要过度烹饪，以保持其软嫩香醇、
鲜美多汁的口感。

据阿里巴巴副总裁、盒马鲜生创造人
CEO侯毅介绍，去年盒马“双12”，纽澜地品牌
黑牛肉一举突破100万销售，成为盒马热销品
牌。他表示，盒马鲜生将与高青纽澜地品牌黑
牛继续保持长期合作，将这个国内顶级高品
质牛肉品牌端上更多中国人的餐桌。

高青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亮云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高青地处北纬37度黄金纬度
线，素有“中国黑牛城”的美誉，拥有高青黑
牛、高青大米等地理标志农产品19件，是中国
温泉之城、中国白酒名城，自然资源丰富,生
态环境良好 ,为高青黑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生长环境。作为国内顶级牛肉新品种，高青黑
牛在2009年通过了国家高档肉牛新种质鉴
定，不仅填补了国内优质肉牛品种资源的空
白，也填补了我国没有高档牛肉产品的市场
空白。近年来，纽澜地高青黑牛肉接连登上

“杭州G20峰会”“青岛上合峰会”等国家舞台
的出彩表现，得到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和认可。

张亮云说，高青黑牛成就大产业、蕴藏
大商机，高青县委、县政府对黑牛产业发展
高度重视，集中资源要素全力扶持新天地黑
牛集团做大做强，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目前，
正集中精力打造规划面积2 . 1万亩，集肉牛繁
育、屠宰分割、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及大宗交
易于一体的黑牛特色小镇，加快建设肉牛标
准化养殖场、肉牛交易平台、综合交易大厅、
技术研发中心等设施，积极推进国家级黑牛
育种研发中心、国家级优质肉牛大宗商品电
子交易中心、全球领先的黑牛养殖加工中心
建设 ,全力打造集中饲料种植基地、集中育
种育肥基地、集中屠宰分割基地、集中仓储
物流基地、精加工中央厨房中心、中国肉牛
大宗交易中心、黑牛文化交流中心、黑牛文
化体验区、黑牛经济延伸产业区等九大产业
板块，推动黑牛产业步步为营向百亿产业链
迈进。

“纽澜地·盒马鲜生”美食品鉴会在上海启幕

高青黑牛冲刺百亿级产业

“ 马 车 桥 文 化 、 百 年 猴
戏、哗啦杆”……从桓台县
马 桥 镇 一 张 张 老 “ 名 片 ”
中，人们能够清晰地寻觅到
这座新生小城市的悠久历史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量元
素。伴随着入选省级新生小
城市试点镇，桓台县马桥镇
特色建设进程不断加快。

□陈明 报道
8月16日，第十一届中国（沂源）七夕情侣节在沂源县牛郎织女景区开幕。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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