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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徐琼琼 报道

本报潍坊讯 9月24日，潍坊市坊子区联通
公司号召全体员工，以市场价购买坊子经济发展
区盖家庄村贫困户种植的小米共1540斤，让贫困
户在家门口就能卖掉自家种的小米，从而解决销
路问题。

作为盖家庄村的帮扶联系单位，坊子区联通
公司积极谋划帮扶措施，因户、因人施策，精准帮
扶，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切实提升贫困户脱贫成
果。“盖家庄村的贫困户通过帮扶和自身努力，种
植了品质优良的小米等农产品。由于市场推广需
要时间，销路暂时还没有打开。为将贫困群众的劳
动成果转化成群众脱贫的效果，联通公司党委向
全体职工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购买贫困户的农产
品，帮助他们解决销路难题。”坊子区联通公司工
作人员曹希萍说。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坊子区组织各
级各部门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行动，确保“两不愁
三保障”稳定达标，同时扩大行业社会扶贫，发动
社会各界积极开展扶贫帮困，特别是通过消费扶
贫，帮助贫困群众销售各类产品，多渠道帮助贫困
群众增收。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赵 爱 报道

本报昌乐讯 “十一”前夕，昌乐县首阳山
旅游度假区党委办公室迎来了当地贫困户李守
江。他手捧60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告诉工作人员，
希望将国旗发送给辖区内的全体建档立卡贫困
户，以知党情，报党恩，为国庆佳节增添一道亮
丽的风景。

李守江是昌乐县首阳山旅游度假区东南庄村
的贫困户，长期以来一直是首阳山旅游度假区的
重点帮扶对象。“管委会领导送吃的送喝的送盖
的，每年还给5800多块钱的生活补助。我从内心
里感觉到非常温暖，我买这些国旗就是想让60户
贫困户永远不能忘记党的恩情和关怀。”李守江
说。

今年以来，首阳山旅游度假区把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首要民生工程，持
续问难解需、政策落实，着力破解突出问题和薄
弱环节。截至目前，首阳山旅游度假区共开展入
户走访15轮，对59户脱贫享受政策贫困户及99户
脱贫不享受政策贫困户进行全覆盖走访，开展洁
居行动356次，帮扶老弱病残群众800余人次，完
成危旧房屋改造6户，推进138户无害化厕所改
造。

坊子区

助力贫困户增收

□ 本报记者 张 蓓 宋学宝

10月15日，中国食品谷品牌认证体系正式
投入使用。这是一个集产业联盟、质量追溯、
标准认定、检验检测、品牌推广于一体的综合
性认证体系，将大大提升潍坊农产品质量的监
管水平，推动潍坊进出口食品、农产品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潍坊是北方最大的“菜篮子”，也是著名
的畜牧大市。2018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
设立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包括
核心区和辐射区。核心区120 . 9平方公里，其
中，中国食品谷片区111 . 32平方公里。

但长期以来，潍坊农业同样面临着规模化
种植养殖水平低、农产品加工业大而不强、高附
加值深加工产品少、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缺乏
等问题。当前，潍坊急需一个综合性的地域品牌
来引领整个潍坊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
潍坊农产品的深加工水平和附加值。

“为此，我们在潍坊综试区进行大胆探索，
建立了中国食品谷品牌认证体系。”综试区管委
会（筹）常务副主任于冬菊介绍，倒逼潍坊农业
向着规模化经营、质量安全和品牌化转变。

“中国食品谷品牌运营有个‘一二一三模
式’，即一个资源整合主体、两大行业组织、一套
品牌运营体系和三项系统工程。”潍坊市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综试区党工委（筹）委员、管委会

（筹）副主任、产业促进部部长冷明辉介绍。
一个资源整合主体，是指将国有企业作为

全市农业、食品产业品牌运营主体，整合市农
业农村局、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的
品牌运营资金、资源，打造潍坊农品和中国食
品谷地域性公用品牌。

两大行业组织是指整合优质农业合作社、
种植养殖大户和龙头企业，成立现代农业生产
联盟；整合优质食品加工企业，成立安全食品
品牌联盟。目前，这两个联盟均已成立。

一套品牌运营体系是指系统性地进行品牌
规划，依托潍坊农业产业优势和潍坊综试区先
行先试政策，建立一套完整的品牌体系，涵盖品
牌核心、品牌定位、品牌架构、品牌形象、品牌传
播、品牌管理等内容。在品牌顶层架构上，将区
域公用品牌设定为以防伪溯源认证为支撑的背
书品牌，形成产品品牌、企业品牌、背书品牌有
序搭配的格局，共同形成品牌溢价效应。

三项系统工程是防伪溯源认证体系建设工
程、品牌产品销售渠道建设工程、品牌影响力
提升工程。

“防伪溯源认证体系建设工程是‘一二一三
模式’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冷明辉说，为
此，专门开发建设了中国食品谷品牌认证体系。
体系分为企业信息平台、组织认证平台和数据
分析平台三个板块。认证工作的开展依托中国
食品谷“两大联盟”进行。企业进行信息提报，平

台审核后，由评审人员进行现场评审，通过认证
的企业可以申请使用二维码。消费者通过扫描
二维码，可以查询到产品真伪及检验检测报告，
查看企业质量承诺，了解产品基本信息。

记者用手机扫描一款郭牌西瓜二维码后，
材料采购、仓储环境、种植环节工序、收成报告、
产品检测结果、营养成分、专家意见、承诺书、防
伪查询等详细信息全部一一呈现，并具体到时
间和负责人。记者看到，该西瓜种子采购时间为
4月10日，采购人杨珊，仓库地址寒亭区固堤街
道邢家常疃村东首，面积120平方米，负责人徐

芹芹。从栽培，到播种，再到定植、温度管理、光
照调节等每一项种植环节工序都具体到了个
人。西瓜的收成时间为8月31日，负责人马东，检
验时间9月2日，检测人张俊峰，检测结果合格。

“通过中国食品谷品牌认证的方式，可以提
高消费者对于企业的信任度，提升产品的品牌
价值，并通过这种方式倒逼生产企业不断提升
品质把控能力，满足广大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
的追求。”冷明辉介绍说。为确保系统稳定性，已
经对6家企业的13款产品开展了试点认证工作，
效果良好，基本具备了全面推广的可行性。

□ 本 报 记 者 郑颖雪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王庆和

“来旅游还能参与到景区的活动中，体验
式旅游让我感到很开心。”10月6日，青州古
城衡王嫁女传统古装情景剧正在上演，来自日
照的游客吴志磊接住了绣球，体验了一把古时
的“抛绣球招亲”。

今年9月20日，青州市成功入选首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名单，品牌效应凸显。“十一”假
期，青州市旅游市场更加火爆，重点监测景区共
接待游客132 . 61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

“十一”假期，青州古城游人摩肩接踵，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为古城魅力所深深吸引。古城
游的火爆，只是青州市众多旅游景点人气攀升

的一个缩影。2016年青州市被列入首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名单以来，青州市委、市
政府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作为全面深化
改革的破冰器和有力抓手，着眼“文旅融合、城
景合一、主客共享”，从全域旅游发展体制机制、
政策体系、资源环境、创新示范情况以及旅游公
共服务体系、产品供给、市场秩序、品牌影响等
方面，开展了大量硬件、软件提升工作，开创了
资源均衡型城市旅游发展的点石成金之路。

中晨（国际）文化艺术小镇现已成为全国
重要的书画交流、交易和定价中心之一，这是青
州市推动产业融合与旅游新业态发展的项目之
一。“我和我的祖国”——— 翰墨青州·2019中国书
画年会于10月5日在中晨（国际）文化艺术小镇
落下帷幕，本次年会展出古今中外书画名家作

品3万余幅，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7天时间接
待参观人员38 . 1万人次，现场交易额2 . 1亿元。此
外，青州农民画画院成为国家3A级景区，农民画
成为畅销旅游商品。发展研学旅行基地11处，连
续举办18届花卉博览会，引入汽车场地越野、卡
丁车、自行车等赛事，开发四季滑雪场、驼山滑
雪场、江南温泉度假村等冬季项目。

“我游览过几个古城，很少有像青州古城这
样景区内居民这么多的，早上7点多过来，古城
里散步、买饭、遛狗的当地人特别多，生活气息
浓厚。”10月6日，来自广州的游客谭建鹏说。

游客众多，青州市如何化解旅游开发与社
区利益冲突、依托“主客共享”推进共建共赢？

青州将本地居民同样视为全域旅游服务对
象，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自2012年7

月以来，青州对本地居民实行国有景区免费开
放政策，古城景区保留2万多原住民，全面完
善公共服务设施，老城区脱胎换骨，形成“城
区即景区、景区即城区”的“城景合一”大格
局。青州市利用全部的文旅吸引要素，形成了
均衡布局在城市社区的优质旅游项目，包括青
州博物馆、范公亭公园、云门山森林公园等，
为游客提供全过程、全时空的体验产品。

青州市坚持“旅游立市”发展战略，形成
制度化、常态化、高效化的推进体制机制。青
州市委常委会定期、不定期专题研究解决全域
旅游发展中的困难，创新旅游综合监管和旅游
综合执法机制。把旅游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培
育，出台意见，从财政信贷、项目用地、环境保
护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支持。

昌乐贫困户

受帮扶感党恩

中国食品谷品牌认证体系上线

潍坊农产品实现防伪溯源

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品牌效应凸显

青州“十一”假期接待游客132 . 61万人次

□都镇强
李衍强 报道

为弘扬中华民族
养老、孝老、敬老传
统美德，昌乐县近日
组织开展与老人一起
共度重阳节系列活
动。图为昌乐县弘昌
吕剧团到县养老中心
为老人们表演吕剧经
典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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