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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陈卫华

玫瑰绽放

开启新人幸福人生

在爱情圣地皇城镇玫瑰谷玫瑰创新小镇，
当天的集体婚礼上，玫瑰绽放见证十对新人真
爱永恒，开启十对新人的幸福人生。一条红丝
绸，两人牵绣球，月老定三生，牵手到白头。
现场，新郎为新娘挑起红盖头，象征称心如
意，富贵吉祥。

除了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
人们还行了结发礼、合卺礼、执手礼。结发礼
是很久以来非常重要的拜堂仪式，夫妻一经结
发，终生命运相厮守，一生一世不回头。新人
各自取下对方一缕秀发青丝，用丝线系在一
起，放置锦囊之中；合卺礼就是俗称的交杯
酒。在这幸福的时刻，新郎新娘将共饮交杯
酒，甘苦与共到白头。一个葫芦分中间，一根
红线两人牵，一朝同饮合卺酒，一生一世永缠
绵；华夏传统中，有情人若得牵手已有伉俪之
名。众新人相视而立，闭目执手。此刻，千言
万语汇作一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风雨同
归，白首百年。

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齐文化博物院院长
马国庆为各位新人致新婚颂词。淄博市民政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蒲先农为新人见证良缘。团
市委副书记殷启迪，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蒲先农，临淄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国爱梅，
团区委书记冯雷，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局长王
云明为各位新人颁发结婚证。道德模范王延
国、朱佩秀、亓艳红和模范夫妻陈宝明夫妇为
新人赠送家风家训。

新人代表领读，众新人共同宣读结婚誓
言———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
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上
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相濡以沫。无
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
康还是疾病，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
同舟，同甘共苦，终生相伴。

弘扬传统美德

践行文明行为

临淄义工协会会长陈宝明作为模范夫妻
代表为新婚夫妇赠言，他说：“中国有句古
话：家和万事兴。今天，1 0对新人喜结连
理，建立家庭，这是爱情的升华，更是责任
的开始。安居才能乐业，希望你们在今后的
日子里并肩携手，担负起婚姻的责任，经营
好幸福的小家，共同面对人生的喜怒哀乐，
共同分担生活的酸甜苦辣，愿你们成为好儿
女、好父母、好妻子、好丈夫，担当好每一
个家庭角色，以家庭‘小和睦’夯实社会
‘大和谐’。”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新时代文明新
风，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此次婚礼
还专门邀请临淄区女子书画学社的书法家为
各位新人书写了十副家风家训。“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新人们表示，结婚后，
将践行好家风家训，让文明家风代代传。

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家属代表表
示：“这样的婚礼既展现了传统文化魅力，
又倡导文明节俭新风，让我国的传统文化得
以回归，也让即将组建家庭的青年男女感受
到婚姻的真谛，明白自身的义务和责任。希
望你们结婚后，要相互尊重和理解，勤俭持
家，孝敬双方父母，努力工作，用自己的聪
明才智和勤劳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临淄是齐国故都，齐文化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临淄儿女。临淄又是一座文明新城，新
时代文明实践理念已传播到千家万户。当
天，这场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秉持“文
明、节俭、传统、创新”理念，既彰显着临
淄儿女对祖先文明的传承和敬仰，也体现了
临淄儿女践行文明行为、倡导文明新风的时

代风尚，将影响千千万万的临淄青年加入到新
时代文明婚庆行动中来。

建设美丽乡村

打响文旅融合品牌

乡村振兴进程中，新时代文明实践从精神
层面滋润人们的心田，美丽乡村建设和产业发
展同样不可或缺。近年来，皇城镇依托美丽乡
村连片建设工程，对全镇各村进行整体提升，

2018年底将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全镇覆盖。目
前，镇村道路和大街小巷总硬化率达98%，镇
村主干道全部安装路灯，栽植乔灌木120万株、
玫瑰1100万株，将86处垃圾沟湾建设为游园广
场，彻底根治沟湾积存垃圾，农村生活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

2016年，山东林森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建
设了玫瑰创新小镇，从事玫瑰种植、研发、
加工和销售，年销售额6000余万元，成为皇
城镇第一家新三板挂牌企业。皇城镇围绕玫
瑰创新小镇龙头带动作用，以玫瑰谷旅游为

核心，构建集玫瑰文化、高端美容、休闲养
生等于一体的林森生物健康生活生态圈，聚
力打造玫瑰谷“新六产”产业带。

在玫瑰谷沿途，该镇建设了映霜红桃、
西瓜、桑葚、有机蔬菜等采摘园15处，初步
形成了踏青赏花、休闲采摘、农事体验于一
体的农旅融合产业，年销售收入达1600余万
元。同时，规划建设三处玫瑰香草种植园，
计划种植玫瑰、薰衣草、迷迭香等香草，种
植园采取村民代种、公司回收的运营方式，
在增加村集体及村民收入的同时，打造三处
景观花海，提升玫瑰谷旅游品质。

2018年以来，皇城镇依托临淄区实施淄
河水生态建设工程的重大契机，对玫瑰谷进
行整体提升，拓宽提升沿河路，配套完善景
区停车场、旅游公厕、游客集散中心等公共
服务设施，高标准进行绿化，提升推动玫瑰
谷向高标准景区发展。依托提升工程，将雪
宫台、北海银行红色金融博物馆、于氏宗祠
等景点串珠成链，形成玫瑰谷文化游路线，
打响文旅融合品牌，全面打响“皇城玫瑰
谷”旅游品牌。

花为媒，走出乡村振兴路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郗文娇

“旅游开发越来越火，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挣钱，钱袋子鼓了。”4月13日，看着人来人
往的游客，淄川区梦泉风景区经理、梦泉村党
支部书记李兴贵高兴地说。昔日闭塞，藏在深
山里的小穷村，如今变成了城里人向往的旅游
胜地。

国家级传统村落、国家3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企业、国家
地理标志……梦泉村，一个拥有100多人口的
小村庄头顶着8个“国字号”荣誉。这个处在
淄川区幸福嵧里的古村落靠发展乡村游、开办
农家乐、卖农产品等方式，让农户吃上了“生
态饭”。2018年，前来采摘、赏花、品农家
菜、民俗游的游客达40多万人次，实现年旅游
总收入1000余万元。

淄博池梨、杏树、苹果树、花椒树、柿子
树、山楂树、软枣树、海棠果树、长红枣树、
樱桃树……30多个品种让游客目不暇接。“春
天看花，秋天摘果”，游客既可品尝十几种果

实，又可了解果树种植知识。2004年，这里只
有杏树、海棠树共80亩果树，产量不到10万
斤，现在已发展到200多亩经济林，年产干鲜
果品60万斤，梨树就达到6000棵。

该村特产的淄博池梨在乾隆年间曾作为
贡梨进贡，香酥甘甜。曾经，村民搬迁的搬
迁、打工的打工，果树无人管理，池梨1块钱
一斤都没人要。自从开始搞旅游开发，扩大
了池梨的知名度，带动了村民的种植热情。
2010年淄博池梨成功注册了中国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村里成立淄博池梨专业合作社，有
效开发淄博池梨品牌。“现在池梨8块钱一斤
还供不应求，浙江杭州的客商都来订购。”
梦泉村委副主任李玉仁说。

卖山鸡蛋、炒杏仁、炒长红枣、晒制柿
饼，采穿地龙、香菱子、连翘等中药材，地里
的土疙瘩都变成了金疙瘩，“最多的时候一天
能挣50块钱，都快赶上俺家老头子在景区工作
一天了。”在景区摆摊的村民孟凡美说。还有
的村民利用农闲时间采连翘等中药材，最多时
能增收上万元。

利用生态优势，开发山林资源，梦泉村让
村民吃上了“生态饭”。

“没有旅游开发，就没有我们的好日
子。现在一年营业额至少15万元，画画、挣
钱两不误。”大乾园饭店旅馆老板李兴斌在
村里吃上了“旅游饭”。20多年前他离村外
出闯荡，以画画为生。2007年，趁着村里搞
旅游开发，他回村开饭店、建旅馆、建立梦
泉书画院，在家门口继续自己的艺术梦。他
把兄弟四人的老院落整理成旅馆，让游客在
几百年前的老房子里体验式住宿，一次能容
纳20多人。每到旺季，饭店一天能摆上十几
桌。他的艺术还在继续，用画笔创作出24米
长的《梦泉风光》，既有乡风民俗，又有齐
长城、孙膑梦泉、劈山等自然人文景观，成
为梦泉村的“清明上河图”。

自从开始发展旅游，梦泉村探索出了
“公司+农户+基地”模式。农户以土地入股
公司，并在公司打工，收入由以前的单一林
果收入变为补偿工资薪金、经商收入等多种
收入形式。“村民每年收到地、树补贴10多
万元，最多的一户一年能领到 6 0 0 0 多块
钱。”梦泉村书记李兴贵说。61位村民进入
景区打工，八小时工作制，月工资在1600元
左右，村民年人均收入由旅游开发前的1000

元增加到现在的8000元。旅游带动了村内3家
农家乐发展，也带动了周边杨家村、双井村
等600余户农户、2000余村民增收，其中农家
乐32家，住宿餐饮21家。

梦泉村氧气浓度高，环境好，220位村民
中，60岁以上人口占到一半多，80岁以上的老
人近30人。该村挖掘长寿文化，在山顶建造祝
寿台、祈福台、金象山、大帽山等，推出了福
寿文化节，前来祈福的游客络绎不绝。

梦泉村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孟
姜女哭长城”传说诞生地，村中70岁以上的
老人，大多都会吟唱《孟姜女哭长城》小
调。世界文化遗产齐长城遗址在此保存完
好。市级文化遗产“孙膑梦泉传说”又给村
子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村民文化程度不
高，自古以来却对古迹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意
识极高，即使从山上搬下一块石头，都会受
到老人的严厉制止。这种传统保护了历史遗
迹，让自然美有了“文化”附加值。

看世界文化遗产齐长城，听孟姜女哭长
城，寻孙膑梦泉地，品贡品池梨，梦泉村旅游
档次不断升级。

积极发展乡村游，“春天看花、秋天摘果”引客来———

古村落让村民吃上“生态饭”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一季度，淄博市行政审批服

务系统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和支持经济发展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市场主体快速发展。截至目
前，淄博市市场主体总量达到465401户。其中，企业
132248户，占28%；个体工商户333153户，占72%。

据悉，今年一季度全市新设市场主体19169户，
同比增长41%，平均每天新增213户。其中，企业新设
6038户，增长22%，平均每天新增67户；个体工商户新
设13131户，增长51%，平均每天新增146户。

分行业来看，新设企业结构呈现新态势，教育
业、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增长较快，批发零售企业
大幅增加。一季度，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
511%、210%、31 . 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企业保持较快
增速，同比分别增长65 . 4%、48 . 4%、27 . 5%；新设
外资企业同比增长25%；采矿业、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业在同期没有登记的情况下新增2
户、4户；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出现负增长，同比下
降33 . 3%；金融企业继续负增长，同比下降17%；房
地产业也出现4%的负增长。

淄博市一季度

新设市场主体19169户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刘静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29日，记者从淄博市博山区

城西办事处获悉，为促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实现“网格化与网络化”双网融合，城西
街道以党建为引领，实施“互联网＋党建＋五长共
治”社会治理提升工程，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据了解，城西街道依托互联网网格化应用系
统，由50名街道干部担任街道长，由16名社区书记
担任社区长，由79名社区“两委”成员担任片长，
由124名专职维稳网格员和社区党员担任网格长，
由共计5145名热心居民担任楼长，组成的“五长共
治”社会治理体系，承担网格中党建、社会治安、
城市管理、民生保障、信访维稳等职责。不仅如
此，城西街道在有条件的社区率先成立“红管家”
党员队伍，设立“红色驿站”，直接面对社区居民
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

城西街道：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淄川强化

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唐琼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5日，记者了解到，为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淄川区积极强化扶贫领域作风建设，紧盯
全区各级脱贫攻坚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和监督责任，
认真自查自纠是责任落实不到位，结对帮扶成效不
明显、调查研究不深入、脱贫成果可持续性不强等问
题，对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打下良好的基础。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梁宁 苗云雨 于超伟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营造“人人参与毒品预防教育

工作、人人做义务禁毒宣传员”的良好氛围，达到
“人人认清毒品的危害、人人自觉抵制毒品侵袭”
的效果，日前，省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骑行团组织
开展禁毒公益骑行活动，通过骑行的方式，以健康
生活的名义，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禁毒宣传。

活动中，来自该所各个部门14名队员组成的骑
行队伍，骑行穿梭在王村—沂源的省道上，五颜六
色的禁毒宣传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构成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骑行队员们一路骑行，一路传播禁毒
理念，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着路上的行人，以
健康的生活方式影响着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呼吁大
家一起参与到禁毒宣传活动中来。此次公益骑行，
践行了“远离毒品 健康人生”的理念，让沿途的
人们对健康、无毒的生活方式有了深入了解。

省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

开展禁毒公益骑行活动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牛可伟 报道
本报高青讯 近年来，高青县将脱贫

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坚持在工作力量上优先考虑、资金投入上
全力保障、支持政策上重点倾斜，充分发
挥项目效益精准带动，围绕各类特色产
业，全面盘活县域资源，激发贫困户脱贫
的内生动力，在高青大地上演绎了一场
“产业+脱贫+致富”的脱贫攻坚大戏。

在高青县花沟镇花东村，一株小蘑菇
撑起了脱贫伞，帮助70余名贫困群众摘掉
了贫困帽子。

花沟镇花东村共有136户375口人，
2015年经过精准识别，全村有41户72人被
认定为贫困人口，当时村民收入水平低、
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不超过2万元，许多年轻人为了生计选
择外出打工，让本来就劳动力不足的花东
村更是雪上加霜。

情况在2016年迎来了转机。2016年7月
村“两委”换届以后，花东村将脱贫攻坚定
为了全村发展的首要任务。为了充分利用
村内资源、改善全村种植结构、引进致富
新途径，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派驻“第一书
记”刘然山联合花东村党支部书记崔爱
民，在村内召集了一批干事创业、肯想肯
做的党员群众，准备在村里开展食用菌种
植。经过村“两委”和党员群众的共同努
力，花东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在2017年顺利
建成。为了让食用菌产业惠及村内每一名
群众，花东村建立了“企业+合作社+农
户发展”的立体循环模式，由企业提供
菌种和种植技术，合作社负责统一管
理，农民负责种植培育，实现了一个产
业带动一村发展的效果。

目前，花东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已经陆
续出菇，每天可产杏鲍菇5吨，年产值预
计1500多万元，可帮助村集体实现收入5万
元，解决了60多名群众就业问题，27户贫
困户每年可得到2000元以上的分红，成为
了产业脱贫的生动实践。

再看如今的花东村，老百姓富裕了、
年轻人回来了、村容村貌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村民的脸上全都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村里有了食用菌产业，俺们就多了
一份营生，平时打工赚钱，年底还有分
红，日子是越过越红火。”王泽进是花东
村的一名贫困户，蘑菇种植项目让他摘掉
了贫困的帽子，收入了翻了番，现在王泽
进逢人就夸是村里的好项目让他过上了新
生活。

在高青，像花东村食用菌种植基地
这样的扶贫项目已经十分普遍，各类前
景广阔、效益突出、既富村又富民的特
色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高青的大地上茁
壮成长。为了助力产业发展、实现效益
最大化，高青县坚持将扶贫资金用在刀

刃上，整合各类财政资金重点用于推进
贫困群众产业扶贫项目全覆盖和提升薄
弱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同时，该县还
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扶贫建设，与中化集
团合作成立高青MAP技术服务中心，开
展土地集约化经营；引进得益乳业一二
三产业融合项目，转移就业2000余人；建
设了青城汽车刷产业园，提供扶贫岗位
100余个，探索出一条“园区添财气、社
区增人气”的“两区共建”发展路径。
目前，该县61个扶贫产业项目2018年实现
分红500余万元，帮助9480名贫困人口人
均年增收550元，成为了帮助困难群众脱
贫致富的强大引擎。

小蘑菇撑起脱贫伞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派驻“第一书记”刘然山指导村民种植蘑菇。

5月3日，淄博市临淄区第一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暨第七
届玫瑰节系列活动在皇城镇启动。截至目前，玫瑰节已经在这里连
续举办了7年。该镇依托生态优势，以花为媒，围绕“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实现村美
民富，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之路。

□记者 程芃芃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27日，记者了解到，为进一

步规范互联网传播秩序，净化网络空间，淄博市从
现在起至12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清朗”互联网
专项行动，对网上各类违法违规有害信息进行一次
“大扫除”。

据了解，“清朗”互联网专项行动分动员部署、集
中整治、总结提升三个阶段。治理范围覆盖主要新闻
网站、商业网站、移动新闻客户端、应用程序、搜索引
擎、论坛贴吧、视频网站、直播平台、电商平台、网络
游戏、知识付费等重点网络平台等各平台各环节。

淄博开展

“清朗”互联网专项行动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王富艳 任昌选 报道
本报沂源讯 4月15日，沂源县“流动共享医

院”走进南鲁山镇东流水村。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6名医护人员组成了

“流动共享医院”团队，健康讲座、心肺复苏讲
授、问诊发药、针灸理疗忙而不乱。

目前，17家医疗卫生单位纷纷将服务触角延伸
到基层。

“流动共享医院”

把健康送到群众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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