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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刘雪雯

在潍坊市寒亭区通亭街与霞飞路交叉口
西北角，有一处口袋公园，叫做“亚康游园”，
引得周围居民纷纷前来休闲。“以前这里也有
个公园，但是杂草丛生，重建后焕然一新，我
们全家经常过来散步。”9月6日下午，家住北
美枫情小区的马夕瑶说。

寒亭区园林处副书记孙忠波告诉记者，
“亚康游园”是寒亭区通过积极引导，结合绿
地认建认养活动，由亚康总部基地投资350万
元，区园林处组织招标聘请景观设计单位进
行规划设计建成的。“该开放式街头游园的建
设设施完善、功能完备、形式简洁、景观高档，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孙忠波说。

今年，寒亭区园林处调研发现大部分道
路原有沿线绿化建设与城市快速发展已不相
适应，迫切需要改造重建。结合实际，他们探
索利用社会资本，采取授予“冠名权”等措施，
鼓励沿线单位、小区投资进行绿化改造。

“我们采取自愿、公益性原则，公开认建
认养绿地。认建认养者可以是企业、个人或者
合法社会组织，认建绿地的，个人出资不低于
100元，单位团体不低于1000元。所认建认养的
绿地（树木）由区园林管理部门选择专业绿化
企业实施建设或养护管理。”孙忠波告诉记

者。
引入社会资本进行绿地建设，只是寒亭

区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中的“小打小
闹”，真正的大手笔是寒亭区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的PPP项目。

如今走在寒亭区，随处可见道路修整、排
水设施建设提升等项目建设，这些项目耗资
巨大，完全由政府出资，资金压力太大，一个
项目需要分成几年进行，市民只能继续使用
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针对这一难题，寒亭

区对商业运营潜力大、投资规模适度、适合民
间资本参与的项目，采取PPP合作模式，吸引
民间资本参与，加速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速度，
让市民早日享受优质基础设施服务。”寒亭区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副主任郭素英说。

在寒亭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郭
素英向记者介绍，“潍坊市寒亭区2018年度道
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PPP项目”，是寒亭区政
府与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的，项
目总投资估算81245万元，其中建设期3年，运
营期11年，建成移交使用后寒亭区政府开始
付费。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是潍坊昌大建设集
团的强项，该集团有着良好的建设经验和市
场化运作经验，能够有效提高公共服务的质
量与效率。”郭素英说，“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能够保证项目建设又快又好，市民早日享
受优质基础设施，还能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
难题，缓解政府资金压力。”

目前，寒亭区2018年度排水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PPP项目正在建设中，6年度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PPP项目已进入运营阶段。下一步，
寒亭区将建立PPP项目长效机制，健全促进民
间投资健康发展工作机制、多措并举加大民
营企业融资支持、鼓励民间资本采取多种方
式规范参与PPP项目，继续积极引导社会资本
参与城市建设。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建设
寒亭让市民早日享受优质基础设施服务

□魏其宁 徐光莹 韩文彬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7日至18日在淄博市博山

区召开的全省地理标志助推乡村振兴现场推
进会上，与会人员现场学习博山区以地理标
志为纽带，建基地、强产业、促增收，进而实现
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的措施做法，动员全省上
下推广博山经验、推进乡村振兴。

博山区以良好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地域
环境为依托，着力发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培
育形成了“博山猕猴桃”“池上桔梗”“博山韭
菜”“博山草莓”“博山蓝莓”“博山板栗”“博山
金银花”“博山连翘”“博山山楂”“博山核桃”
等10件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淄博陶
瓷”“博山琉璃”“博山陶瓷”等3件工业产品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总数达到13件，名列全国区

县前茅。
“‘地名+品名’构成了地理标志，既包涵

着地域特色，又映射出产品品质，是区域发展
的靓丽名片。”博山区委书记刘忠远说，“地理
标志多是博山区的优势，把这种名片优势化
为产业优势，是我们做的一篇大文章”。

博山区探索形成了“地理标志+公司+协
会+农户”“地理标志+合作社+农户”“地理标
志+活动+农户”“地理标志+公司+陶琉大师”
等多种品牌发展模式，不断释放地理标志品
牌价值，放大地理标志品牌效应。猕猴桃是该
区特色产品，种植区域集中在博山区东南部，
以源泉镇为中心，辐射面积97平方公里。“博
山猕猴桃”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博山
区成立多个专业合作社，整合土地资源，加强

行业自律，规范种植经营，通过举办采摘节、
发展电子商务等，推动猕猴桃产业实现品牌
化、规范化、基地化、标准化。“我们这里的猕
猴桃口感酸甜，营养价值高，全国找不出第二
个地方，游客就认‘博山猕猴桃’这个品牌。”
源泉镇猕猴桃种植户董云健说，去年他种的
３０多亩猕猴桃，收入了三十多万元，今年只多
不少。目前，博山猕猴桃种植面积达到2万余
亩，今年预计产量2000万斤，产值1 . 5亿元，户
均增收2 . 6万元。

博山区还注重做硬打响地理标志品牌，推
动地理标志产品与世界对话。“池上桔梗”成功
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建立了“地理标志
+龙头企业+桔梗协会+农户”的经营模式，实现
了桔梗种植、收购、加工、包装、出口“一条龙”服

务。目前，池上镇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桔梗产品集
散地，年加工桔梗1 . 6万吨，年均出口创汇2500多
万美元。在博山传承千年的“博山琉璃”成功注
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品牌效应日益凸显。
近几年，“鸡油黄”“鸡肝石”等琉璃精品入驻北
京故宫博物院、走进法国卢浮宫，琉璃摆件先后
荣登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和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琉璃品的艺术价值强势呈现，原来一个国
家级大师的灯工石榴作品不足一千元，现在超
过了一万元。

“培育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重要目的，就
是以品牌拉动产业，实现富民强区。我们要以
此次现场会的召开为契机，掀起地理标志助
推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高潮。”博
山区市场监管局局长刘持会说。

13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拉动产业、强区富民

博山：地理标志强力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许振峰 尹丽娜

8月11日，济宁经开区马集镇东运合作社紫薇花培育
基地里，来自周边村的“职业农民”正将包装整理好的紫
薇花树搬上车，这些品种为“中华红”“红火箭”的紫薇
花树将发往北京、上海、四川、湖南、山西、河南等20多
个省市。地还是那片地，田已不是那片田，种地变成种
“风景”、种产业，百姓腰包鼓了，乡村风景美了。

“这仅仅是整个项目的一期，建设总共分为一二三
期，预计三年之内建成集旅游、休闲、观光多位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紫薇花培育基地由经开区马集镇东运农
作物种植合作社总经理杨志宣投资经营，目前园区占地
1200亩，种植紫薇花树400余亩。整个园区目前有可售卖
紫薇花树100多万株，紫薇花树幼苗1000多万株。杨志宣
说，现在园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种植、花卉培育以
及垂钓，下一步将园区活动与民俗活动进行结合，逐步
开放蔬菜种植采摘区、农耕文化体验区、传统工艺体验
区、紫薇小镇、婚纱摄影、水上乐园等项目，推动传统
农业纯生产功能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合一”功能
的转变。

14岁就走出乡村做生意的杨志宣，没想到自己会再
次回归乡村，成为一名“农民”。“现在国家重视乡村
发展，镇里推出一系列好政策吸引大户回来发展农业，
我也认为休闲农业这块蛋糕大有可为。”杨志宣坦言，
先前自己只是发展紫薇花种植、销售，从去年年底开
始，他在原来投资的基础上，又相继投入200多万元，用
来打造田园综合体。杨志宣说，前前后后投入1000多万
元，今年刚有起色，就吸引了周边的人纷纷来紫薇园观
花、垂钓、品尝农家菜。同时带动了周围村民的就业，
贫困户、农村妇女也都习惯了农闲时到紫薇园打工的日
子。

田园综合体建设需要输血的同时，更需要引智。现
在，紫薇花园区培育基地种植专家、营销人才、产品开发
设计人员十分紧缺。“田园综合体的图纸设计还是由上大
学的孩子设计的，如果以后孩子感兴趣，我会引导他回到
乡村，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杨志宣说，以
后他会想办法聘请一些种植和农业设计方面的专家，为紫
薇园的发展出谋划策。

从种植向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合一”转变———

紫薇花

“开”出乡村好风光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
大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广告

□杨国胜 报道
图为潍坊市寒亭区2018年度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PPP项目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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