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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分别组织

举办了11场全省乡村题材小型文艺作品（区域）展
演，累计82部小型文艺作品参加展演。其中，潍坊
市3件作品获奖。

青州市艺术剧院的清音戏《柿子红了》荣获嘉
祥赛区二等奖，高密市咏梅茂腔剧团的茂腔小戏
《训女戏凤》荣获夏津赛区二等奖，临朐县文化
馆、临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周姑戏《报
喜鸟》荣获夏津赛区二等奖。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15日，记者从潍坊市扶贫办

获悉，为提高补助对象的精准度，从2019年秋季学
期开始，雨露计划项目由按学年发放调整为按学期
发放。今年7月底前完成2018年秋季学期和2019年春
季学期资金发放工作，2020年2月底前完成2019年秋
季学期资金发放工作。按照“应补尽补”原则，补
助资金由县级财政部门通过支农惠农“一卡通”发
放给学生家庭。

雨露计划项目是扶贫部门实施的针对教育的扶
贫政策，是专门针对接受职业教育的贫困户学生的
项目。具体是对已脱贫继续享受政策的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和返贫、新致贫的贫困家庭，在校接受中、高
等职业教育的子女，在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教育

“免”“补”政策的基础上，给予每生每年扶贫助学补
助3000元。

今年雨露计划项目不再通过网络和APP申报，
而是由相关部门通过比对，对在职业院校注册学籍
的贫困家庭学生直接发放补助，无需再提交申请。
对因多种原因导致学籍信息比对不准确的，根据实
际情况人工校正，确保应补尽补。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打造品牌农业是创新提升“诸城模式”
“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等“三个模式”
的重要推动力。潍坊市充分利用农业产业规
模优势、质量优势、市场优势、品牌基础，
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注重提升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品牌创建水平，擦亮潍坊农品“金招
牌”，取得良好成效。

潍坊市在打造农业品牌的过程中注重创
新品牌定位，培育农产品整体区域品牌。在
充分挖掘潍坊农耕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结合
现代农产品的消费定位，全力打造潍坊农产
品整体品牌形象“潍坊农品”。各县市区结
合当地实际、产业特色和产品定位，相继推
出县级区域品牌形象，对外发布了潍城农
品、坊子田园、安丘农耕等13个农产品整体
区域公用品牌。

潍坊市围绕各县市区特色优势，通过引
导扶持特色支柱产业发展壮大，促进规模化
发展，培植了特色鲜明农业主导产业区域，
形成了寿光为中心的设施蔬菜生产区、安丘

为中心的出口蔬菜生产加工区、昌乐为中心
的西瓜生产区、青州花卉生产集散区、高密
食用菌生产区、临朐为中心的大棚樱桃生产
区，昌邑大姜生产区、峡山有机农业发展
区、寒亭西瓜和潍县萝卜生产区等。

7月8日，记者走进寿光市田柳镇唐家庄
村唐廷华家的蔬菜大棚，虽已进入休棚期，
可以看到大棚里的水肥一体机、自动温控系
统、智能放风机、智能雾化器等现代化设备
一应俱全。“现在寿光蔬菜在国内外都有很
大的名气，借助品牌效应，加大科技投入，
我们的高品质农产品供不应求。”唐廷华
说。

近年来，寿光市积极实施品牌农业发展
战略，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仅田柳镇就
已经注册了果德农庄、大唐御园、盛田园等
十几个高品质果蔬品牌，成立专业合作社
118家、家庭农场72家。

今年5月1日，在青州市举办的银瓜节
上，当地居民品尝银瓜，分享收获的喜悦。
“青州银瓜”作为青州市特色农产品品牌，
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促进品牌农

业发展，该市成立了青州银瓜研究所，划定
总面积7300亩的青州银瓜生态种植保护区，
同时还新建2000亩优质桃现代产业园区和
1100亩大樱桃、黄桃基地。该市依托多个特
色农产品品牌，进行了“青州·花果田园”
整体区域品牌设计包装，其中九州农庄蔬
菜、一正有机面粉被评为省级企业产品品
牌，6个品牌成为首批潍坊市知名农产品企
业产品品牌。

为助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
收，潍坊市开展了品牌培育遴选，初步建立
了知名农产品品牌遴选体系，并评选出首批
潍坊市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9个、企业
产品品牌50个，力促16个名特优新产品入选
全国名特优新产品目录评选，潍县萝卜、坊
子赤松茸、青州银瓜、临朐隐士梨和昌乐西
瓜等入选《齐鲁御贡》名单。特色品牌农产
品的加快培育，促进形成了一批特色产业乡
镇、特色产业县，全市有一村一品特色示范
村镇国家级11个、省级21个。

“酒香也怕巷子深”，有了好的农产品
品牌，还需要持续强化品牌宣传推介，塑造

品牌良好形象。潍坊市以“齐民要术地·中
国食品谷”为宣传口号，以“潍坊农品”+
区域公用品牌和“潍坊农品”+企业产品品
牌的模式进行宣传推介，逐步构建起展会有
展位、纸媒有板块、电视有画面、电台有声
音、网站有动态、微信群有消息、朋友圈有
喝彩的品牌宣传格局。同时，积极组织龙头
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参加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展会，全面提升
“潍坊农品”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此外，潍坊市还开展品牌业务培训，提
升品牌创建能力。该市专门组织市、县两级
农业部门从事品牌工作的负责人和部分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产品品牌相关负责人
等，赴浙江大学开展农业品牌专题培训，系
统学习农业品牌策划、培育、营销和推广等
业务知识，进一步开阔农业品牌创建工作思
路。同时，充分利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
产品电子商务等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品牌人
才培训，为企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之
间搭建经验交流平台，有力提高新型经营主
体品牌创建能力。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张 蓓

潍坊作为农业大市，有27171个基层党
组织，其中农村基层党组织6525个，25 . 5万
名农村党员活跃在新农村建设的广阔天地。
近几年，潍坊市各县市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
形成了不少创新经验，不断提升全市农村基
层党建工作水平，为创新提升“诸城模式”
“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等“三个模
式”、加快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提
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干事创业好班子获点赞

诸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园西王门社区，地
处城乡接合部，这里街道宽阔，环境整洁，
文化氛围浓厚。居民们都说，多亏有个好书
记——— 社区党委书记鞠新卫。

自2008年到社区任职以来，鞠新卫常
想：“我在职时给百姓创造点什么，不在职
时给百姓留下点什么。”在他的带领下，西
王门社区走出了一条工农互惠、城乡融合发
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乡村要振兴，就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近年来，潍坊市加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
设，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突出正风肃
纪，拓宽选人视野，全市共回请790名在外
优秀人才回村任职，其中425人当选村党组
织书记。去年，又从市县直机关事业单位选
派50名优秀党员干部到工作相对薄弱村担任

党组织书记，提升村班子战斗力。坚持教育
培训高层次常态化，在去年组织600名镇村
党组织书记分6批到浙江大学培训的基础
上，今年又筛选300名村党组织书记分3批到
苏州开展乡村振兴专题培训，带动县市区每
年对村党组织书记进行全员集中培训。指导
寿光市建成山东（寿光）农村干部学院，着
力打造全国一流的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健全完善村干部管理监督机制，全面推行村
党组织书记在县级组织部门备案制度，深化
完善村党组织书记“四诺履职”管理办法，
严格落实村“两委”成员集中、轮值和预约
服务制度，推动村干部规范履职、为民服
务。

通过集中培训，焕发了干部新活力。去
年，包括鞠新卫在内的潍坊18名优秀村党组
织书记被授予全省“担当作为好书记”称
号，18个先进村级党组织获评全省“干事创
业好班子”。

农村党员全员进党校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党员的示范作用
尤为重要。“我在党校不但学习党章，还学
到了樱桃种植技术，这次培训收获真是大，
感觉真过瘾。”临朐县五井镇镇中村党员张
玉祥在参加该县开展的党员全员进党校培训
后深有感触地说。

农村党员教育培训普遍存在支部集中学
习多、常态化系统培训少等问题，许多农村

党员从没进过党校。在深入调研后，潍坊市
“农村党员全员进党校培训工程”便轰轰烈
烈地展开了。从2017年起，组织党员每年进
党校培训不少于1次，每3年内进县级以上党
校至少轮训1次、每次不少于2天，着力打造
共产党员修身养性的“红色殿堂”。群众反
映，身边党员进党校培训回来后，行为更加
规范、办事更加公正、服务更加到位，更有
党员的样子了。截至目前，该市已有22 . 7万
名农村党员进县级以上党校培训。这项工作
被评为第四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一批好党
员，带强一个村，乡村振兴才大有希望。从
2016年4月起，潍坊市以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为契机，全面推行“支部生活
日”，推动党的组织生活抓在日常、严在经
常、落到实处。全市所有村党支部每月固定
一天作为“支部生活日”，以此为抓手，统
筹推进“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定
《支部生活日工作规范》，探索推行党员过
“政治生日”和一月一主题活动，实现了党
员与党支部“每月有约”，进一步规范了党
内组织生活。

美丽乡村大家建

在临朐县城关街道朱封村，经常会看到
党员带头在村里清理路面堆积的树叶和垃
圾、修剪管理绿化苗木等场景。在党员的带
头下，村民们也跟着一块干，全村上下形成

了“义务劳动齐上阵、美丽乡村大家建”的
良好氛围。

这种转变源于2016年以来该村推行的党
员积分制管理，通过积分奖惩，党员们根据
分工，争着干、抢着干，让党员干部在群众
中有了威望，建设美丽乡村的信心和集体荣
誉感也明显增强了。

在潍坊，越来越多的村子像朱封村一
样，党员积极作为，党群和睦相处。2016年
以来，潍坊全市农村全面推行党员积分制管
理，实现了“靠制度管人、用积分说话”，
有效激发了党员内生动力，促进了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发挥。

同时，针对部分村存在的村务财务公开
不到位、群众参与村务管理不充分等问题，
探索推行村级“阳光议事日”制度，每月固
定一天，组织各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
“阳光议事”。该制度让村党组织凝聚力号
召力明显增强，村民自治机制不断健全完
善，村级工作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2016年以来，潍坊市围绕破解基层党组
织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方式滞后、服务资源
“碎片化”等问题，构建起以县级政务服务
中心为龙头、镇街党群服务中心为骨干、村
（社区）党群服务站（中心）为终端的三级
服务平台，配套完善全程代办等为民服务机
制，50%以上的镇街干部沉到一线开展服
务，按照“一次办好”改革要求，简化办事
流程、聚焦精准服务，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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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扶持特色支柱产业发展壮大，促进规模化发展

擦亮潍坊农业“金招牌”

乡乡村村振振兴兴看看行行动动

潍坊市共有农村基层党组织6525个，25 . 5万名农村党员投身新农村建设

筑强乡村振兴的战斗堡垒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李龙飞 焦自香

酷炫的舞台，劲爆的音乐，熙攘的广
场，欢闹的乐园，摆放满满的停车场……

诸城南郊常山风景旅游区旁，7月14
日，一场华丽的消夏嘉年华在金查理小镇上
演。啤酒节、音乐会震撼开场，水上乐园、
梦幻游乐场同时开放，不但持续拉动城市周
末游，更创造性地撬动了这个城市的夜生
活、夜旅游，丰富生活体验。

一到晚上，城里人不再只是找个小摊一
蹲，喝酒撸串，农民们也不再是晚饭后提着
马扎，街头纳凉，金查理小镇成为城市、农
村及周边县市居民、游客消夏的重要选择，
遛娃避暑、休闲旅游两不误。

青岛金查理文化娱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刘培文介绍，金查理小镇是一个多业
态融合的综合类项目，包含商业街、儿童乐
园、东坡广场等板块，以景观塑造、历史人文、
运动休闲和建筑艺术为特色，以休闲餐饮、特
色商品、教育培训、酒店住宿等设施配套为补
充，致力打造诸城版“锦里古街”，成为诸城市
及周边区域周末“微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聚集、休憩、餐饮、购物’等复合功能的配套
完善，使小镇成为整个环常山旅游链条上最
耀眼的一环。”刘培文说。

与此同时，农村人的“夜游生活”也开
始了。近年来，诸城市抢抓“大众旅游时
代”机遇，深挖核心资源，探索包装“夜游
龙城”旅游品牌产品，以展示“龙城文化”
为核心，以“夜游龙城”为主线，以“夜
游、夜市、夜宵、夜秀、夜宿”为内容，构
筑诸城夜旅游生活体验圈和夜旅游消费体验
圈，以此为契机，丰富旅游业态、增加旅游
体验，拉长旅游链条，带动旅游经济。

前我乐村是一个不足200户的小村子，
金查理小镇项目就坐落在这个村子的土地
上。刘桂英在这个山村生活了60多年，年过
半百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洒了半辈子汗水
的地块里，会长出这么个洋里洋气的“金查
理小镇”；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金查理”会
这么有能耐，还能把城里人吸引到这个大山
前的僻静地方，玩得热火朝天。

“前些年村里妇女老少迷上了跳广场
舞，一到晚上就拖出自家购买的智能音响到
村里空地放音乐，和邻居们跳舞。那时候觉
得跳跳舞就很幸福了。现在不一样了，几乎
雷打不动，天天晚上去金查理小镇。”入夏
以来，刘桂英天不黑就吃晚饭，然后乐滋滋
地领着小孙女，约上老姐妹们赶去金查理小
镇凑热闹，甚至一时兴起还要陪着小孙女玩
一把滑梯。

源自于西方文化的“金查理小镇”开启的
不只是诸城“夜游生活”。投资2 . 8亿元的金查
理小镇是一个以“趣学成长、玩乐王国”为主
题的游学项目，规划面积4万平方米。

“这种项目在县级市做得并不多，我们
就是要形成正向叠加效应，让家长和孩子更
多聚集过来。”刘培文告诉记者，随着先期
试运营，国内外一些知名教育培训及创意中
心正在落地中。

常山旁建起多业态融合的游学发展项目———

一座小镇的旅游新时代

孩子们正在金查理小镇免费游乐区敲打八音琴。

雨露计划项目补助资金

调整为按学期发放

全省乡村题材小型文艺

作品（区域）展演11场

潍坊市3件作品获奖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10日，记者从潍坊市纪委市

监委获悉，专项斗争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共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121起，处理202
人，其中保护伞问题34起，处理67人。潍坊战役破
袭战以来查处25起，处理32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28人。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目前已进入“深
挖根治”阶段。围绕潍坊战役破袭战“铲除黑恶势力
生存土壤”的工作重点，下一步，潍坊市纪委将向重
点领域、主攻方向进一步延伸，向侦破大案、深挖幕
后进一步延伸，向理顺机制、形成合力进一步延伸，
向综合整治、堵塞漏洞进一步延伸，不断巩固深化专
项斗争成果。在深挖彻查保护伞方面，潍坊市纪委市
监委将继续聚焦主责主业、依纪依法办案、持续扩大
战果、坚持宽严相济、强化协作配合。

潍坊纪检监察机关

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121起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记者从潍坊市教育局获

悉，2019年生源地贷款现场受理时间为8月1日至9
月12日，共有三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已参加贷款预申请的学生，可
以直接去教体局资助中心办理贷款手续。对未参加
高中预申请的大一新生和首次贷款的在校大学生，
把“高校学生申请资助时需由家庭所在地乡、镇或
街道民政部门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予以证明的环
节”即民政部门和村委会的盖章环节改为“申请人
书面承诺”。今年新增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申请表”，表中增加了学生本人承诺部分，家长也
需要签字。如果提供的情况不真实，出现纠纷，开
发银行有权提前终止合同，让学生立即还款，并处
130%的罚息。

第二个变化是：续贷学生往年必须提供学生证
作为在校证明，今年开始，提供学信网证明可以代
替学生证。如果学生忘记带学生证，或者学校未能
及时在学生证更新就学信息，学生可以到学信网打
印就学信息代替学生证。

第三个变化是：共同借款人往年限定在60岁以
下，今年年龄进一步放宽。今年首贷的学生，共同借
款人年龄可以超过60岁；今年续贷的学生，如果原来
的共同借款人今年年龄超过60岁，可以不用更换共
同借款人，继续使用该共同借款人信息办理贷款。

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有三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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