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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赵永斌 贾国安

看着车间内忙碌的生产场景，辰骐环保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春锋感叹，是高唐
县开发区的服务效率才让他这么快就实现了创
业梦想。“从签约到投产，仅用短短5个月时
间，感谢开发区的全程贴心服务。”王春锋由
衷地说。

原来，为帮助“辰骐环保新材料”这个亿
元级项目尽快落地生根，高唐县开发区在高唐
县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内优选了80亩地作为企
业厂区，并实施“店小二”“保姆式”的全程
优质服务，帮助企业完善注册、立项、环评、

土地规划等相关手续，同时对项目实施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实时帮办，用最短的时间助力企业
拔地而起，投产达效，刷新了全县的历史记
录，打造了招商引资的“高唐速度”。

作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主战场，高唐
县开发区承担着服务经济和企业发展的主要任
务。今年初，该县取消了开发区的行政管理职
能，进一步突出主责主业，充分发挥其新旧动
能转换示范区功能，努力打造以新材料、高端
装备制造为支柱产业，以关联产业配套支撑的
产业园区。为确保企业引得来、发展得好，高
唐县开发区以“打造有温度的开发区”为己
任，建立科级干部联系帮包企业工作制度，成
立25个帮包小组，开展“机关干部包百企，优

质服务促发展”等活动。高唐县开发区将企业
帮包责任落实到人后，帮包责任人甘当企业的
“店小二”和“保姆”，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全
覆盖、无死角、常态化服务，引导企业转型升
级。

高唐县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郭天舒介绍，在
帮包小组走访企业过程中，许多企业表达了想
请安全专家到企业“把脉问诊”的需求。这一
需求很快便得到了解决。自4月1日以来，高唐
县开发区管委会出资聘请了3名安全专家定期
为企业上门“查体”，帮助企业开展安全培训
教育及安全隐患排查，手把手指导企业安全生
产，不断提高企业负责人和员工的安全生产意
识，真正让“高高在上”的执法变为了“嘘寒

问暖”的贴心服务。
曾主动提出“安全生产指导”需求的山东高

唐艺唐针织有限公司的负责生产的副总经理韩
云河告诉记者：“自从开发区聘请的安全专家来
企业后，切实提高了职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意识，也为我们公司降低了安全成本。”

“我们坚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用实际行动打造‘有温度的开发区’。我
们也相信这样的转变会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
引着四面八方的客商前来投资兴业。”郭天舒
说，高唐县开发区力争用3年至5年时间，引进
20个左右的高精尖项目，努力将全区建设成为
全县新旧动能转换的主战场、转型升级的引领
区、新兴产业的集聚地。

□ 本报记者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许永飞 杨光照

“土地流转后，俺在这里务工，除了土
地流转的收入，一天还能拿五六十元的工
资，一年下来多收入1万多元，相当于多种
了10亩粮，生活比以前好多了。”9月3日，
在冠县范寨镇汇源矮砧苹果种植基地，戴里
庄村58岁的贫困户赵冬秀正带着遮阳帽在果
园里忙活。

“这3000多亩的果园种的是高端矮砧苹
果，由汇源集团投资建设。”冠县汇源果业
负责人朱贵义说。2017年，汇源集团与冠县
合作，在生态农业、绿色食品加工方面进行
深度合作，投资1 . 8亿元，建设高端矮化自
根砧苹果示范园及苗木繁育基地，并引入以
色列先进的水肥一体化设施，实现了自动化
控制。

在林果产业发展上，冠县积极推广“公
司+基地+农户”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由林
业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种植或劳务用工等方
式发展优质高效经济林。“在繁忙季节，汇
源矮砧苹果种植基地每天有300多人在这里
务工。他们是附近村的村民，很多曾是贫困

户。”朱贵义说，目前，冠县范寨镇矮砧苹
果示范基地雇用70多名贫困人口长期工作，
每人月均增收1100元以上。自2017年以来，
基地已发放给农户工资性收入达500余万
元。

朱贵义还告诉记者，对于苹果的品质，
汇源集团已确定了明确的标准。范寨镇汇源
矮砧苹果种植基地成立以来，该集团便随队
配备了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在日常管
护中，我们的技术人员还时常现场教学，也
鼓励贫困户加入其中，学习先进的种植技
术，帮助他们从贫困户转型职业农民，为他
们早日脱贫增收奠定基础。目前，基地接受
正式培训的贫困户有10多名。”

“刚来的时候，我也只能干一些除草之
类的小活。现在跟着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
也掌握一些压枝、修枝之类的技术活，收入
也比以前高了。”赵冬秀说。

产业化发展不仅增加了当地村民的收
入，还转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经营结构。
烟庄街道均庄子村有苹果种植的传统，但在
一家一户的分散种植和经营时，虽有规模，
但效益一般。2017年，大三元合作社理事长
李清举在此建起了千亩苹果园。“我把果园

分成几个大方，再二次承包，首先鼓励有能
力的贫困户承包。合作社按产量分配收益，
充分调动承包者的积极性，进而改变他们过
去传统的种植方式，以适应当代科学化、规
模化的种植模式。”李清举的做法让合作
社、承包人、群众共同受益。

“这里是项目一期，投资1000余万元，
有100多亩，建有40个可自动控温控湿的标
准化大棚和8000平方米的菌棒工厂化加工车
间。”在该县店子镇东西协作扶贫项目———
灵芝产业振兴示范园，39岁的项目承包人南
焕斌欣喜地说，他是今年5月份承包的灵芝
大棚，然后又二次承包给了周边村十几户贫
困户，“贫困户之前没接触过标准化大棚，
还怕种不好。我们就手把手现场教学。与过
去种植土棚相比，承包标准化大棚的贫困户
每平方米可增加20%的收入。”

再观冠县农业，各色农业产业项目从无
到有，从默默无闻到远近为名，在规模化、
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带动下，冠县越来越多的
贫困户意识到技术对于摆脱贫困的重要性，
他们也逐渐开始从一般打工者向懂技术、懂
管理、能致富的“职业农民”转型。

高唐县打造“有温度的开发区”，这个亿元级项目———

从签约到投产，仅用5个月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候昌明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我们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落实
‘平清种增改’治理思路，
围绕‘饮水思源’主题，融
入典型黄河文化代表的‘皮
影 戏 ’ 和 ‘ 黄 河 最 佳 观 赏
点’，实施‘乡村农家乐’
旅游改造，让脏乱差的村变
成沿黄景观带上的新景点，
最 高 一 天 接 待 近 7 0 0 0 人
次。”8月30日，东阿县牛角
店镇下码头村党支部书记李
胜利，谈起人居环境整治带
来的变化感慨颇多。

下码头村是东阿县的沿
黄村庄，全村200多户村民。多
年以来，因地处偏远、交通闭
塞，经济发展滞后，人居环境
也不乐观。实施人居环境整治
专项行动以来，村“两委”成员
通过学习培训和与先进基层
村学习交流，制订了人居环境
整治与富民增收相结合的乡
村振兴发展思路。他们带领群
众平整土地、清理垃圾、开展
居住环境专项整治，集中利用
闲置土地20余块，并利用整治
出来的近千亩废弃荒地与聊
城市银苓旅游公司开展合作，
全力打造以“饮水思源”为主
题的乡村文化旅游。美丽的沿
黄风光、悠久的黄河文化、
可口的农家饭菜、多样的农
耕实践，让来自四面八方的
游客流连忘返。

“ 因 地 制 宜 、 突 出 特
色；发挥优势、多措并举”，是东阿县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的中心原则，全县基层乡村依
据《东阿县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月”
活动实施方案》，完善组织架构、强化宣传引
导、建立长效机制、实施党建引领，各镇村通
过“村村响”、发放人居环境整治倡议书等形
式，开展宣传报道活动。

在陈集乡李庙村刘秀玲家的小院里，纤细
伸展的葡萄藤缠绕在围栏上，刘秀玲开辟的一
分地小菜园，分成了12畦，种了韭菜、生菜、
香菜等多种蔬菜。“现在我们基本不用买菜，
各家种的东西互相换着吃，邻里关系更融洽
了。”李庙村党支部书记李玉亮说。张楼村也
是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村民多数住进了二层小
楼，楼外铺设花坛。除了种植观赏性花卉外，
还种上了洋葱、小葱、丝瓜等蔬菜，形成了
“菜满园、花果香”的特色风情。

目前，东阿县“平清种增改”任务基本完
成，速度、质量名列全市前列。时下，全县正集
中力量开展“户户通”胡同硬化工程。2019年全
县需完成胡同硬化村数266个，177个基层村已完
成，53个村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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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9月6日，茌平举行撤县设区揭牌仪
式，茌平县正式更名为茌平区。区委书记郭飞为中国
共产党聊城市茌平区委员会揭牌。茌平区人民政府、
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同时揭牌。

据了解，茌平撤县设区工作自2011年开始到2016
年启动，历经9年时间。撤县设区为茌平带来重大发展
机遇。在城市发展方面，聊城市中心城区面积将扩大近
1倍，建设用地指标等瓶颈将得到有效破解，区域竞争
力也将大幅提升；在招商引资方面，在产业发展与项目
建设等方面可以得到更多优惠政策，有利于吸引较多
外来资金；在民计民生方面，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会更
加完善，教育、卫生、文化、科研等公共服务资源也将向
茌平区延伸，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多发展成果。

茌平举行撤县设区揭牌仪式

正式更名为茌平区

□记者 肖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9月6日，由山东省文学艺术联合

会、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组委会主办，山东省戏剧家
协会、聊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的山东省第二届
京剧票友大赛颁奖晚会在临清大剧院举行。

本次比赛进行了3场，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58名
京剧票友参加了角逐。

省第二届京剧票友大赛

圆满落幕

改变传统种植方式，发展科学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冠县———

贫困户转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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