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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3月13日，寿光市台头镇南兵村，村民苗乃敬
领到了村委颁发的“巾帼美家”示范户荣誉证书，
还收到了床品四件套的奖励。“这个活动特别有意
义，不仅让我们居住的环境更美丽舒适，也让大家
养成了好的生活习惯，一举两得。”苗乃敬说。

今年春节前夕，南兵村启动巾帼美家活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开展，3月8日评出一等奖共
120个家庭。南兵村党支部书记苗乃东说，巾帼
美家活动是村里开展的“美丽庭院”建设的阶段
性活动，下一步还会继续开展庭院整治，评选更
多“美丽庭院”。

走进苗乃敬家，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是花园般
的庭院，推门见绿，抬头赏景。庭院内清洁干
净，家里物品摆放有序，盆栽放置整整齐齐，房
前屋后没有杂物。

“活动开展前期，我们通过村内的喇叭、村
微信群等方式，向村民下发了活动倡议书，要求
就是庭院美、室内美、厨厕美、身心美，进一步
实现村庄美。”苗乃东说。

近年来，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南兵村无论从
硬化、绿化、美好、亮化等硬件设施上，还是幸
福院、文化墙等文化软环境建设方面都下足功
夫，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建设“美丽庭院”活动以广大农村妇女为主
体，以提升家庭生活品质和改善农村庭院环境为
根本。为了进一步强化宣传效果，扩大示范效
应，台头镇党委专门召集了全镇41个村的妇联主
席到南兵村，对此次巾帼美家活动进行了打分评
选。评委们对照标准，挨家挨户进行走访评比。

“美丽庭院建设，提升的是人居环境，受惠
的是广大村民，我们把美丽庭院创建与美丽乡村
建设结合，合力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并借此
推动乡村振兴、文化振兴。”台头镇党委副书记
张坤说。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12日上午，寿光市双王城

生态经济园区寇家坞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到指定
的绿化区域，认领树木，栽树浇水。“通过植树
这样的体验活动，我们让幼儿懂得爱护植物保护
环境。也借此培养了幼儿的爱心、耐心和协作能
力，也体验了劳动的乐趣。”寇家坞幼儿园园长
候会芳说。

不仅仅是植树，寇家坞幼儿园春天组织小朋
友参加多种春游活动。3月10日，寇家坞幼儿园
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种植园，观察小草、
麦苗、蒜苗等植物。3月15日，该园又组织小朋
友们戴上防风镜，在空旷的草地上追逐，与伙伴
嬉戏。孩子们回到活动室后，用画笔记录下春天
的美景。

“孩子认识了很多的花草树木，在家里也时
常浇花。这样的体验活动，有助于孩子身心健康
发展。”寇家坞幼儿园大班小朋友明明的妈妈吴
雅琪说。

候会芳认为，丰富多彩的活动，给孩子们提
供了认识、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在真实生动的情
境中感受春天景象，也开阔了孩子们眼界。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物流园价格指数

检验检测中心获悉，3月11日至17日，寿光农产
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61 . 74点，较前
一周150 . 80点上涨10 . 94个百分点，环比涨幅
7 . 3%，同比涨幅30 . 8%。

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中，7类上涨2类下
跌1类持平。其中，上涨明显的类别是白菜类、
水生类、甘蓝类，环比涨幅分别是48 . 8%、
15 . 8%、14 . 7%。下跌的类别是瓜菜类和菜豆
类，环比跌幅分别是4 . 7%、2 . 7%；葱姜蒜类持
平。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分析，周
指数继续上扬，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现阶段市场
仍以销售南方蔬菜为主，而近期南方产地持续阴
雨天气，蔬菜的出产量和运输都受到不利影响，
收购价格、人工成本、运输成本共同拉高，导致
价格攀升。二是随着天气逐渐变暖，省内储存蔬
菜（如佛手瓜、地瓜等）库存量明显减少，外加
南方冬季上市的蔬菜（如大白菜、豆类、西芹
等）进入销售尾期，市场货源紧缺，使南北方蔬
菜供应衔接不及时，导致市场菜价上调。三是省
内大棚春菜开始上市，设施成本较高，货源质量
佳，受客户青睐。

隋玉美称，近期蔬菜价格指数将继续保持高
位运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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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3月12日，寿光市圣城街道南胡村发出美
丽乡村捐款通知。村委成员挨家挨户分发美丽
乡村筹款倡议书，村干部广播讲解《南胡村美
丽乡村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截至3月14日
晚，912口人的南胡村共计捐款50 . 6万元。

“3天时间就筹款50多万元，大家都没想
到，太振奋人心了。”南胡村党支部书记孙乃
刚说。

用这笔钱，南胡村计划对全村房屋进行统
一粉刷，对环村道路全面硬化，并粉刷一条
1000米长的文化墙。

“修路绿化、旱厕改造、统一粉刷房子都
是利村利民的好事。这些年村里的变化，大家
都看在眼里，也盼着能有更好的提升。”村民
李秀梅说。“村里路面干净了，花草树木多
了，道好走了。这办到家门口的好事我们必须
参与。”村民吴亚军说。

“美丽乡村建设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
这么多的捐款代表着村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在
经济条件变好的同时，还有回报村庄的情
怀。”孙乃刚说。

3月10日，圣城街道李二村筹集美丽乡村
款项近7万元。为做好动员，李二村两委成员
带头捐款2 . 3万元。消息一出，前来捐款的人
络绎不绝。

“村干部真心实意办实事，我们老党员更
要支持。”李二村73岁的老党员孙恒辉说，
“公交车开到村口，水泥路铺到门前，马路边
种上了樱花树。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村里还能
这么美。”

“建设美丽乡村现在市里有支持政策，又
赶上春天这个好季节，我们就想发动筹款，共
同把这项工作干好。”李二村党支部书记李文
全说。

据介绍，李二村先后两次带着村委成员、
村民代表、党员代表、村民等40余人去营里
镇、洛城街道、文家街道等考察学习。“不出
去不知道。看了中营村、韩家牟城、饮马村、
苏家村，老少爷们开了眼界，坐不住了，大家
都献计献策要求村里大改造。”李文全说。

有了钱，李二村计划将村里的所有外墙进
行粉刷，硬化东西小巷，补植绿化树木，并以
农圣贾思勰文化为核心提升村庄文化内涵。

3月11日上午，稻田镇南陈村，村两委成
员收款、登记、发放民生卡，前来捐款的村民
在办公桌前排起长长的队伍。

在3月5日召开的全体村民大会上，南陈村
美丽乡村建设提议得到村民一致通过。截至12
日下午，南陈村捐款总数已有80多万元。南陈
村村主任孙平州个人捐款10万元。

“铺路修桥，造福后代。不仅我们自己方
便了，对子孙后代来讲，也是潜移默化的一种

感染和影响。所以，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孙
平州说。

稻田镇西菜村，今年美丽乡村捐款达70万
元。“70万元，这个数额让我们很意外，也让
全村老少爷们精神振奋。”西菜村党支部书记
张明伦说。

当其他村庄的美丽乡村建设正在铺开时，
洛城街道黄家村已经走在前面。黄家村共有
275户人家1039口人，土地1450亩。该村西依
弥河，村民靠种植蔬菜大棚致富，建成别墅
268栋。

2018年，黄家村硬化道路总长10公里，铺

设排水沟10公里，栽种绿化苗木10万余株，安
装路灯100盏。同时，打通所有的棚间路，铺
上了石子儿。

“保持干净整洁的村貌，仅是美丽乡村的
起点。守护浸润乡愁的村韵，方能凸显村庄特
色。”黄家村党支部书记黄春海说。

结合地理位置、基础条件、文化特色、产
业发展等因素，黄家村按照清新田园风格，塑
造“弥岸明珠、老家黄家”特色品牌。黄家村
深入挖掘整理明代进士黄甄和被称为中国“辛
德勒”的黄乐德的传奇故事，通过长廊、墙绘
等多种形式展现。

美丽乡村建设中，寿光多地干部群众自发捐助

回报村庄，是一种情怀

庭院干净，村里发奖

体验活动丰富
幼儿生活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13日，寿光市副市长、公

安局局长刘建东对3名协助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
的出租车驾驶员分别给予5000元现金奖励。

“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不仅需要公安民警的
力量，更需要市民的协助配合。”刘建东说，
“3名出租车驾驶员在危急时刻临危不惧，勇敢
作为，保护了人民群众利益，希望更多市民将这
种行为薪火相传，为深化平安寿光建设，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作出贡献。”

据了解，2月25日，出租车司机李某某临危
不惧，协助公安机关将一持械意欲滋事的外地疑
似精神病患者控制。去年4月13日，出租车司机
刘某在出车过程中，将一盗窃笔记本电脑的男子
扭送至派出所。去年5月21日，出租车司机王某
某在汽车站发现并协助警方成功控制一持刀恐吓
他人的男子。

库存量减少
蔬菜价格继续上涨

寿光奖励
3名出租车驾驶员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3月16日上午9点，寿光冠群舞蹈艺术中
心，舞蹈爱好者李冬玲在黄冠群的指导下练习
中国舞。“在这里学习舞蹈，是免费的。跟着
专业老师学，提高很快。我学了好几支舞，其
中我们的《桔梗谣》还得了大奖。”李冬玲
说。

2017年，冠群舞蹈艺术中心成为寿光公
益性全民艺术普及社会联盟试点单位。中心
负责人黄冠群说：“我们每周有6到8个小时
不同时间的培训，根据年龄的不同，开设形
体训练，中国舞组合和成品舞蹈等多个不同
的课程。”

2017年12月29日，寿光市文化馆组织成立
了“公益性全民艺术普及社会联盟”，采取政
府授牌的方式，鼓励热心于公益文化事业，有
一定的师资力量和场所，依法登记注册，经营
服务范围包括书法美术艺术培训、艺术鉴赏、
展览展示、文化艺术讲座等，能提供公共文化
服务的各类社会文化艺术相关组织、机构和协

会参与其中。活动推出后，迅速吸引了11家单
位机构参与“公益联盟”，目前已有17家成员
单位。

2018年，寿光市文化馆开展公益培训400
多场次，培训学员16000多人次，“公益联
盟”开展培训近200场次，培训学员2600多人
次，全年参与公益培训的学员达2万多人次。

“从数字上可以看出公益培训的受欢迎程
度。开展公益性艺术培训，不仅在于满足人们
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于培养文化人才，提高
文艺爱好者的文艺修养及专业技能。”寿光市
文化馆馆长张晓青说。

2月25日，“跟我学艺术”2019年寿光市
文化馆及公益性社会联盟培训开始报名，仅一
上午时间，43门课程全部报满。

“我闲暇时间多，公益培训让我的生活变
得多姿多彩，人也变得更加精神。”舞蹈爱好
者张玉芹说。“去年没能报上名，今年说什么
也要来报名。跟着专业老师学习，自己也可以
变得专业点，跳得更美。”58岁的李美琴说。

据了解，今年寿光面向社会提供公益培训

课程43门，计划招生1300余人，设有声乐、中
国舞、拉丁舞、交谊舞、爵士、瑜伽、少儿声
乐、少儿二胡、京剧、书法、国画、工笔重彩
画、古筝、古琴、太极拳、演讲与口才、剪
纸、珠宝知识等课程，培训科目全部免费。

3月2日，寿光止逸画廊举行了开课典礼。
该画廊成立爱心艺术小组，开设轻黏土、儿童
绘画、剪纸等亲子课程，同时开设书画培训课
程。张宝元艺术研究院开展了工笔重彩画学习
和太极拳文化公益培训活动，张筱竹、王伦昌
老师进行授课。张宝元艺术研究院主要从事国
画艺术研究、书画创作及展览。2017—2018年
度公益性联盟单位中，张宝元艺术研究院综评
获得一等奖。

3月6日，西子记珠宝工作室内群芳争艳，
花艺公益培训活动在这里举行。西子记珠宝工
作室是寿光市首批“公益性全民艺术普及社会
联盟”成员之一，着力于提升全民对珠宝艺
术、玉文化等知识的认识，和对珠宝玉器的艺
术鉴赏能力。

3月8日，微校艺术馆二楼举行了书法公益

培训开班仪式。作为公益性全民艺术普及社会
联盟试点单位，微校艺术馆开设书画培训课
程。微校艺术馆负责人刘晓林说，开展公益培
训课程对于培训机构是双赢，一方面能锻炼师
资队伍，另一方面也能扩大影响力，这对于参
与公益组织的机构来说都是难得的机遇和挑
战。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感觉自己提高
很快。老师非常耐心，我越学越有兴趣了。”
寿光插花艺术爱好者王梅晴说。

在丰富培训内容的同时，寿光也推进公益
培训深入百姓，深入基层。在孙家集街道的一
家公益联盟试点单位里，老师和学员一起编排
舞蹈。“我们学到新歌曲、新舞蹈，再去给村
里的老百姓演出，很受欢迎。”孙家集街道居
民孙美云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公益社会联盟
成员的范围，尤其是加大对镇街区联盟单位的
招募，继续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普及活
动，让更多市民沐浴到文化艺术的阳光。”
寿光市文化馆副馆长刁伟萍说。

成立“公益性全民艺术普及社会联盟”

寿光人学艺术，免费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在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牛头镇村三
分村，74岁的魏光荣和72岁的老伴儿马绳忠，
一有时间就坐在马扎上拿荆条编小筐。编成一
大一小两个筐，可以挣8块钱。魏光荣一天可
以编3套筐，挣24块钱，老两口干一天，能挣
约50块钱。“要不是志愿者帮着想办法，我们
老人就没有挣钱的门路。现在，靠草编，一个
月也有一千多元的收入。”魏光荣说。

魏光荣口中的志愿者，是牛头镇村妇女
主任朱萍成立的红柳志愿服务队。牛头镇村
是纯农业村，村中有很多闲置劳动力，也有
部分弱势群体。为了增加当地百姓收入，朱
萍通过红柳志愿服务队，对接了寿光清雅草
编公司。

“清雅公司派技术员教给我们志愿者编织
技巧，我们再传授给老人、残疾人。”朱萍
说。

通过这种方式，红柳志愿服务队带动1000
多人加入草编队伍。

据介绍，红柳志愿服务队建设了草编加
工、针织品加工、拖鞋制作等3个“扶贫车
间”，帮助双王城及周边数百名农村妇女、残
疾人、贫困户、老年人就业。

这个志愿服务推进产业扶贫，成为2019年
寿光市重点志愿服务百个项目之一。

旨在推动志愿服务品牌化、项目化、常态
化，寿光开展“培强千支骨干队伍、培育百个
特色项目、培植万场实践活动”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行动。

“我们筛选100个项目纳入全市‘重点志
愿服务项目库’，进行重点指导培育，并对有

发展前景的特色项目进行专项资金扶持，确保
尽快成长为独具寿光特色的品牌项目。”寿光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金华说。

3月10日上午，寿光市善德公益服务中心
20名志愿者来到胡营敬老院，为老人们义务理
发、收拾房间。“这些志愿者一个月来一次，
陪我们拉呱，给我们理发，每次见着都很
亲。”68岁的刘亚芳说。

“为老人们服务，是一件开心的事。”善
德公益志愿者张秀英说。

据了解，善德公益成立专门的理发志愿者

队伍，定期走进胡营敬老院。这个项目也成为
2019年寿光市重点志愿服务项目之一。

3月10日，寿光市工艺美术协会文艺志愿
服务队到孙家集街道范于村，开展以“文化承
载梦想、艺术美化乡村”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
动。在现场，一幅幅书画作品，从艺术家们的
笔下跃然纸上。“今天我们协会来了30多位志
愿者，给村里百姓带来葫芦烙画、根雕、奇
石、陶艺等艺术品的展示，让村民对文化艺术
有了认识和了解。”寿光市工艺美术协会会员
宁秀梅说。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村老百姓的文化素
养得到提升。下一步，通过文明实践活动和道
德大讲堂等，让村级文化上一个新台阶。”范
于村党支部书记王明强说。

据介绍，在百个重点志愿服务项目中，文
化项目占据了较大比重。

3月10日，寿光文化中心社区联合巨能物
业，邀请寿光市文化馆吕剧团，在巨能华府小
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传统国粹进小区
活动”。吕剧团的艺术家们演出了传统曲目
《小姑贤》。

此次演出是国粹进小区系列活动的首站。
今后，城市社区将与吕剧团携手为居民们带来
更多精彩的演出。

3月11日上午，寿光市举办“新时代文明
实践、2019年春季果树行业关键技术培训
班”。来自15个镇街区的农业综合服务站站
长、果园承包户、企业示范园负责人和果农共
150余人参加。

寿光市果树站站长李光聚说，在寿光南部
大棚聚集区，可以通过“蔬菜—果树—蔬菜”
菜果轮作模式，既能改善土壤生态环境，降低
土壤中化肥、农药的残留量，又能减轻病虫
害、减少农药化肥的用量，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与效益。在北部镇街区，适当发展耐盐碱的果
树种类，诸如葡萄、桃子等。寿北土壤中含有
较为丰富的钾元素，出产的果品质量优、口感
好。通过发展果树，让“寿北”成为果树发展
的新天地。

“这个免费的培训班很实用，让我们及时
了解了国内外果树的发展现状，对新果树品
种、新栽培模式、新栽培技术有了更多认
识。”寿光老家农场负责人张成东说。

培强千支骨干队伍培育百个特色项目

志愿者服务，渐成寿光品牌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在寿光市双王

城生态经济园区牛
头镇村，红柳志愿
者朱萍 (右二 )和牛
头镇村村民一起做
草编。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寿光市圣城街道
李二村筹集款项近7
万元。图为村民在捐
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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