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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张鹏程
通讯员 李 猛 金雪莲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天天气真好，漫山遍野
的菊花开放，金灿灿一片非常美丽。”11月3
日一大早，住在济南市区的刘先生和老伴就坐
上了停在英雄山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东门的“市
中区郑家窝坡村菊花采摘专车”来到村里，泛红
的树叶与金色的菊花相映衬，老两口被景色吸
引，时不时停下来拍照传给留在家中的女儿。

当天上午，市中区兴隆街道郑家窝坡村扶
贫成果展暨采摘节开幕，未来半个月的时间，
数万朵菊花竞相绽放，迎接客人。游客们带着
桶或袋子上山采菊花，新鲜的菊花既可做中
药，也可制作成菊花茶、菊花酱、菊花醋、菊
花酒等。

把菊花“高质化”，进行产业化和产品化
加工，转换成商品推向市场，建立起完善的产
业链，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市中区委办
公室主任科员肖楠成为市级贫困村——— 兴隆街
道郑家窝坡村新任“第一书记”后一直在做的
事情。发展产业不仅让脱贫攻坚工作由“输血
式”扶贫转为“造血式”扶贫，更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关键。

“今天来山上旅游的人真不少，连带着村
里酿的蜂蜜也卖出去不少。”肖楠介绍，郑家
窝坡村种植的菊花是山东农业大学的教授到南
方考察时带回的品种，经过十几年的栽培试
种，培植成为一种适合北方生长的菊花新品
种。其体大形美，朵厚芳香，雍容华贵，被称
为“贵妃菊”。

目前，郑家窝坡村标准化的菊花大棚基地

里共有50亩的小菊花、20亩的大菊花。这些菊
花生长在山坡上，连成一片已初具规模。“贵
妃菊的特点就是适合生长在郑家窝坡村这样风
景秀丽、空气清新的地方，而且这里地理位置
相对较高，适合菊花生长。”肖楠说，村子里
有一口古泉，所有的菊花都是喝这里的泉水
“长大”的。

“我们种植的‘贵妃菊’是南菊北移留下
的唯一品种，品质高于市场上售卖的多数菊
花。‘贵妃菊’的花瓣中含有17种氨基酸，富
含维生素及铁、锌、铜、硒等微量元素，有清
热解毒、养肝明目等药效。”肖楠说，“贵妃
菊”性味甘凉，不仅清热祛风，明目解毒，还
能抑制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发挥良好的消炎作
用，对口干、火旺、目涩以及抽风、寒、湿引起
的肢体疼痛、麻木等疾病均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肖楠从当上郑家窝坡村首任驻村“第一书
记”开始，就想着靠发展以菊花为代表的中草
药种植来帮助村民脱贫致富。2015年，郑家窝坡
村成立了扶贫产业合作社，并注册“药谷花田”
品牌，通过精准扶贫、科技兴农，流转了330亩土
地，建起了小有名气的中草药生产基地。

如今的郑家窝坡村，已种植发展了菊花、
丹参、决明子、板蓝根等多种中草药。肖楠告
诉记者，连续两年，村里每年净收入16万元，
并每年向全村60岁以上老人和贫困户每人每户
发放500元的红利。合作社雇用了80名本村及周
边的残疾人或老人，长期工一年能拿1万多元。

为延长菊花等中草药的产业链，提升产品
附加值，济南药谷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内还建起了菊花烘烤加工线，研发了菊花茶、

菊花酒等深加工产品。“菊花进行烘干加工
后，不仅便于运输和储存，每亩还能增收4000
元。”肖楠说。

脱贫要有市中品质，产业要有市中品味、

打出市中品牌。肖楠设想，今后在扩大中草药
种植、销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采摘体验、
观光旅游、素质拓展、科普教育等多种业态，
推动该村美丽乡村旅游服务业发展。

市中区兴隆街道郑家窝坡村———

小菊花开出脱贫大产业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乔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1日，《重塑光华——— 灵

岩寺彩塑罗汉绘画艺术展》在济南市博物馆开
展。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10日。

灵岩寺是佛教4大名刹之一，是世界自然与
文化遗产泰山的重要组成部分，1982年被国务院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文物众多，有
雄伟壮观的辟支塔、造型各异的墓塔林以及大量
的佛教造像等，而其中最令人感叹、称奇、最有
价值的是千佛殿内的40尊宋代及明代彩绘泥塑罗
汉像。梁启超誉之为“海内第一名塑”，刘海粟
赞其为“灵岩名塑，天下第一，有血有肉，活灵
活现”。这些珍贵的塑像经过岁月侵蚀和自然风
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为了抢救和保护这
批誉满海内的珍贵文物，1981年开始，济南市文
管会、济南市博物馆在长清县灵岩寺文管所协助
下，经过三年时间对罗汉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加
固和维修工作。

济南市博物馆一级美术师周群先生曾参与此
次维修工程，数年后他根据维修前测绘的罗汉残
臂断袍白描图，精心补充完整，用中国传统工笔
重彩方法绘制出四十幅罗汉画作，填补灵岩罗汉
有塑无图之空白。此次展览将周群先生画作以及
珍贵的图文资料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
古代艺术工匠精湛高超的雕塑技艺和写实生动的
艺术风格，同时展现济南市博物馆文物保护取得
的成果，以增强市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灵岩寺彩塑罗汉

绘画艺术展开展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刘静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7日，“魅力历下 创业

沃土”历下区第七届2018年创业大赛决赛暨首届
山东省大学生创业文化节在山东大学落幕。

本次活动由历下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山东
建筑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共同主办。活动持续
百余天，在启动之初就受到了创业者、投资机构
的热烈关注。自启动以来，来自全区100多个参
赛团队报名参赛，经过初赛、复赛的激烈角逐，
最终产生了晋级决赛的12个优秀团队，决赛现
场，12位参赛选手以“创业V电影+项目路演+评
委点评”形式，充分展示自己的创业项目，最后
决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和优秀
奖6名。

本次首届省大学生创业文化节还设有创业成
果展示区和投融资路演对接推介会两大分会场，
创业成果展示区涉及文化产业、物联网、智能硬
件、体育产业等多个领域的32个优秀项目参展，
展区还集中展示历下区就业创业优惠政策、法
规、服务支持、配套设施等内容。投融资路演对
接推介会活动邀请了初创企业60家，省内投资机
构20家，参加路演项目有20个。活动通过主题分
享、创新研讨会、资源对接等主题内容，集中解
决初创企业早期遇到的资源不足和融资困难等比
较突出的问题，为创业团队、企业、创业项目与投
资机构搭建一个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平台。

历下第七届创业大赛

决赛落幕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李斐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29日下午，历下区教育系

统首届校长论坛在济南德润中学（高中部）举行。
燕山学校副校长、小学部负责人丛一峰，青

龙街小学校长韩爱民，景山小学校长韩广玲，甸
柳第一中学校长袁瀛，德润中学校长张克宏五位
校长分别从教学管理、舆情管控、现代学校制度、
习惯养成教育、教学管理、智慧校园等5个方面就
如何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作了交流发言。

历下教育系统

首届校长论坛举办

□记者 晁明春 通讯员 路好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

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省种子管理总站、济南市
农业局、长清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全国蔬菜登记
品种现场观摩暨2018中国·山东国际种业博览
会，11月5日-6日在济南农高区隆重举行，300
多家国内外种子企业，13个大类1000多个瓜菜
新品种集中亮相。

山东是中国蔬菜生产第一大省，“世界三
大菜园”之一，蔬菜生产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更是国内外蔬菜产业发展关注的焦点，越来越
多的蔬菜种子企业相继来到山东，越来越多的

优良品种从山东走向全国各地，山东已经成了
万千蔬菜品种竞技的大舞台。

根据蔬菜种植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需求，
全国农技中心在山东安排了2018年春季和秋季
番茄、辣椒、结球甘蓝、大白菜、西瓜、甜瓜登
记品种展示评价。通过对登记品种的多点展示，
全面反映品种的适应性、抗逆性、丰产性及风味
品质等特征特性，客观评价其生产应用价值和
市场价值，向社会推出一批优质绿色品种，供种
业各方参照专业评价看禾选种和科学用种。

秋季品种展示评价在山东设立两个点：一
个位于济南市农耕示范园，由山东金种子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承办，主要展示番茄、辣椒、甜
瓜、西瓜、甘蓝、白菜等登记品种及南瓜、菠
菜、茄子、菜花等非登记品种共计约1000个。
另一个位于济南市蔬菜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基
地，由济南市蔬菜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承办，主
要展示大白菜、结球甘蓝、番茄、辣椒、甜
瓜、西瓜等登记品种249个。其中，保护地粉
果番茄品种44个；辣椒品种30个；西瓜品种30
个；甜瓜品种39个，包括厚皮网纹品种18个、
厚皮光皮品种15个、薄皮品种6个；大白菜品
种65个，包括早熟品种16个、中熟品种28个、晚熟
品种21个；甘蓝品种41个。

仅菠菜展区就展示了包括黄清河、圣尼
斯、先正达、瑞克斯旺、坂田、德树伟业等国
内外几乎所有菠菜育种企业的优秀菠菜品种。
本次展会还瞄准市场，专门设置了迷你南瓜展
区，十几个国内外最新品种，五颜六色的外
观，让参观者直呼过瘾。

本次博览会把展位设在田间地头，和地展
品种一起向参会者开放，目的是为了实现“看
禾选种，不再东奔西走”。据不完全统计，本
次展会吸引了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的种子主管
部门、育种企业、种子经营企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种植基地等8000多人参会。

山东国际种业博览会举行
13个大类1000多个瓜菜新品种集中亮相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魏洪强 报道
日前，天桥区凤凰山社区凤凰演播大厅内丝竹声声、管弦悠扬，首届全国优秀民族乐团展

演——— 民乐艺术社区行·走进济南天桥活动在这里精彩上演。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们为当地
社区的居民奉献了一场赏心悦目的专场演出。

□记者 田可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以来，为深入推进“一

次办好”改革，进一步优化全区营商环境，历
下区在清单编制、优化服务和诚信建设上下功
夫，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激发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

针对推进全区放管服改革和“一次办成”
改革工作任务，当地制订印发实施方案，明确
40项主要内容、72项具体任务、17个牵头部
门，责任部门涉及全区40多个部门、单位，作

为全区推进改革的任务表和施工图；梳理公布
“一次办好”事项清单，同时将各事项进行
“颗粒化”分解，本着“拆无可拆，分无可
分”的原则，对拆分不彻底，环节流程不精简
的事项提出修改意见建议，目前，已公布“一
次办好”事项清单2624项。

该区还建立“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建
设企业精准服务管理系统，在项目策划选址、
招商载体等方面立体显示，并精准推动各类惠
企政策，同时，为企业提供供需资源发布平

台，搭建政企交流、企企合作双向沟通的桥
梁，为企业提供科学有效的落地服务；为了更
好地服务企业，该区深入推进登记注册便利化
改革，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下
支行签订工商注册登记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携
手启动政银合作暨工商注册·金融服务“一体
化”网点，农行网点为企业提供“一口清、一
次办”服务，以后企业可以在农行网点办理工
商注册登记业务。

此外，历下区还充分发挥信用信息公开对

“放管服”改革的支撑作用，全面推进政务诚
信等重点领域诚信建设，出台相关方案，以建
设“诚信历下”为主线，对涉及项目建设招
标、立项审批、投资服务、金融领域等方面，
开展企业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加大“双公示”
信用信息报送力度，并及时推送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依法依规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
戒。截至9月30日，共上报行政许可信息4782
条，行政处罚信息1692条。

历下公布“一次办好”事项清单2624项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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