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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艳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1月24日上午11点，在寿光市

三座楼村幸福院里，87岁的刘郑氏拿着饭盒排
队，工作人员给打上了饭菜。菜有白菜猪肉炖豆
腐和绿豆芽，粥是大米南瓜粥，面食有馒头和发
面饼。“每天的饭菜都不重样，在幸福院比在家
里吃得还好。”刘郑氏说。

每天中午和下午快到饭点的时候，三座楼村
中心广场北边的院子里，就会停满了各式三轮
车，这是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来幸福院打饭了。
81岁的刘保平排在了打饭队伍的第一名。

“一天两顿饭，只要两块钱，比自己做饭省
事多了。”刘保平说。他是村里的脱贫享受政策
户(五保户)，他家离着幸福院也就50多米。

三座楼村幸福院运行于2017年5月1日，在这
个院子里，厨房、餐厅、活动室、休闲室等一应
俱全。三座楼村党支部书记刘瑞祥说:“我们村的
幸福院是通过‘集体筹一点、政府补一点、社会捐
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筹资建设的，餐厅全年
为8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午餐、晚餐，一顿饭收一元
钱，90岁以上的老人每餐仅收0 . 5元。”

目前，三座楼村80岁以上的老人共计100多
人，涉及村里一半以上的家庭。其中贫困户有10
多户。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1月21日上午10点，在寿光市邮政局田马
支局农家书屋里，娄建芳正在阅读《世界500
强企业培训经典》，并随手做着笔记。娄建芳在
田马果菜市场经营蔬菜种子，闲暇喜欢看书。

“我的店和邮局挨着，有空我就来看看书。增长
了见识，也陶冶了情操。”娄建芳说。

这个农家书屋共有2260册藏书，分为政经
类、科技类、生活类、少儿类、其他类书籍。

在寿光，像娄建芳一样受益于农家书屋的
人不在少数。今年7月，寿光市文旅局与寿光
市邮政局合作，利用邮政网络优势，在农村邮
政网点共建农家书屋。目前，寿光15处邮政农
家书屋累计阅读量已达到了13300多人（次），
借阅量1200多人(次)。

“在农家书屋建设管理中，我们积极倡导
‘文明实践从阅读开始’，探索推行了‘书屋
跟着农民走’的‘寿光模式’。”寿光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寿光市文旅局副局长韩迎祥说。

图书定期调配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围绕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谁来做，为谁做，怎样做，寿光市文旅局
顺应群众需求，进行有益探索。

寿光市文旅局与邮政局对接合作，多次沟
通，探索“农家书屋+邮政服务点”新模式，
利用寿光邮政乡镇全覆盖营业网点，建设了15
家邮政农家书屋。

“平时办理业务等待的人中，看书的比较
多，周末就是老师、学生和家长看书多。”寿
光市邮政局田马支局局长韩建明说，书屋的图
书定期由寿光市文旅局进行调配。

据介绍，寿光市财政每年加大文化建设投
入，用于镇（街）、村（社区）图书馆分馆、
农家书屋、基层文化场所建设。

在建设农家书屋过程中，有条件的邮政书
屋还与寿光市图书馆联网。“我现在想看什么

书，可以从书屋电脑内查询，市图书馆会给快
递过来。”娄建芳说。

寿光市文旅局配置了图书调配专用车，每
年定期为基层图书馆、农家书屋调配图书10万
余册。

韩迎祥说，农家书屋实现了一卡式服务，
真正做到群众在哪里，书屋就建在哪里，最大
限度满足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

寿光邮政分公司总经理李炜说，在盘活基
层文化阵地模式，解决农村文化共享的同时，
通过农家书屋的资源优势，为邮政网点起到客
户引流作用，拉到了邮政金融、函件、报刊等
业务发展，实现了多方共赢。

书屋为农民“加油”

在寿光市邮政局纪台支局农家书屋内，房
玉玲正在翻阅《红色往事》。“这是关于我们
党早期奋斗的故事，了解过往，我更感受到党
的伟大。”房玉玲说。

一个月前，房玉玲来邮局办理快递业务
时，发现了书屋，就经常过来借阅。“拿着身
份证，留下手机号码，书本就能带回家看。看
完后继续借阅，很方便。”房玉玲说。

在纪台支局，记者看到农家书屋内配备了
桌椅、书架和绿植，张贴着书屋管理制度。

纪台支局局长刘红艳说：“我们将农家书
屋、数字书屋与原先建设的爱心书屋整合，增
加了部分儿童书籍，并与市图书馆联网，实现
了书籍的通借通还。”

在书屋内，不仅可以借阅，还可以观看挂
在墙上的数字书屋视频，里面有快乐驿站、相

声小品等节目。在刘红艳的帮助下，房玉玲下
载了咪咕阅读APP，学会了网上阅读。

李炜说，将更多的图书资源引入邮政农家
书屋，完善管理制度，并通过举办支局微沙、
亲子阅读会、读书会、好书推荐等读书活动，
增加农家书屋图书的阅读量和周转率，让农家
书屋活起来，让农家书屋变成农民朋友“增收
致富”、“蕴养精气神”的加油站、美丽乡村
文化的“新坐标”。

三级服务网络形成

在寿光市邮政局市场支局农家书屋，寿光
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传统文化志愿者张晓蕾领
读《论语》，数位传统文化爱好者跟读。“学
习传统经典著作，反复品味共享，更有利于感
悟传统文化的美。”张晓蕾说。

这样的活动，传统文化志愿者每个月至少
开展一次。农家书屋内配备了传统文化书籍
包。

据介绍，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寿光市、
镇街先后成立了公益性全民艺术普及社会联
盟，组建了传统文化、公益服务、经典诵读、
农技服务等1000余人的乡村阅读推广志愿服务
队，培训辅导骨干2万余人次。

娄建芳发现，除了在农家书屋、网上借阅
图书，全市还有很多的图书馆。比如寿光市图
书馆、城市书房、市民阅读中心等。

目前，寿光市形成了以城区为中心、镇街
为枢纽、村居为基站的三级服务网络体系，全
部免费开放，惠及农民群众100多万人。最近
在中宣部举办的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中，寿
光在全国县市区排名第一。

“未来，我们创新思路，探索适合老百姓
的书屋建管模式，做好乡村阅读推广的引导，
以更加灵活、更加便捷的惠民服务，让百姓真
正感受到文化的鲜活性，让乡村阅读成为百姓
生活的一种习惯，一种享受，让书香飘满菜
乡。”韩迎祥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 洋

11月23日，适逢周六，付美芹在寿光市
洛城街道屯西村地下广场，跟着寿光音乐家
协会副会长赵珊珊学唱《我的祖国》。“赵
老师的歌声深情动人，我跟着学了一些技
巧，也学着去表达歌声中的情感。”付美芹
说。

付美芹从小就喜欢文艺，可一直没有学
习和展现自我的机会。如今屯西社区里不但
有专门的场所，还有各种免费的培训班和专
业老师。

今年以来，洛城街道充分利用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街道称“站”，村里称“所”）

这一阵地和载体，挖掘自身特色，调动多方
力量，创新方式方法，使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成了距离群众最近的“百姓之家”。

“以前村里没有条件，大家都开着车去
市里的文化馆跳舞。自从有了活动中心后，
有时间就来这边儿，条件跟市里的文化馆差
不了多少。不用花钱，还能锻炼身体，提高
气质，非常好。”屯西社区居民付国艳说。

位于洛西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村民
韩玉珍正和老姐妹们排练新的舞蹈。

“以前忙完农活在家百无聊赖，现在实
践所里开设了书法、绘画、舞蹈、声乐等形
式多样的培训活动，还有各种健身和文体活
动室，让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文艺范儿
了。”韩玉珍说。

韩玉珍发现，闲暇时，洛西村村民喜欢
来实践所锻炼身体，其间，还有专业老师指
导。“我们这些人平时就一起来跳舞，锻炼
身体。通过锻炼，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家里老少都很支持。”洛西村村民李佳琴
说，尤其是志愿者来了后，跳舞的也很专业
了。

身穿红马甲的郑桂玲是洛西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的一名志愿者。她时常带领大家出去
演出，也请专业舞蹈教师为舞蹈爱好者进行
培训。

“老师教会后，我就带领大伙儿一起去
村里演出，上午和晚上没事儿就来舞蹈室里
培训。像我这样的志愿者，现在有六七十
人，分布在各个村里。”郑桂玲说。

除了搞文艺活动，郑桂玲还带领志愿者
们到各村给老人们免费理发。“理发也是很
快乐的事儿。每当老人们说好的时候，感觉
心里很高兴。”郑桂玲告诉记者。

在洛城街道，像这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所）共有128个。在文明实践（站）所的
指导下，各村都成立了不少于5支的志愿服务
队，涉及文艺、理论宣讲、体育等方面。截
至目前，全街道共有镇、村两级志愿服务队
663支。

与此同时，洛城街道创建了一大批新时
代文明实践示范村。该街道还依据历史对接
民俗、整合资源，对沿线村进行系统打造，
形成了饮马汉唐风韵、韩家牟城汉字文化等
一批成系列有特色的样板村。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11月23日，寿光市化龙镇党委、政府和化
龙镇胡萝卜协会把一面表示感谢的锦旗送至潍
坊海关。

10月8日至10日，潍坊海关副关长王学文、
寿光副市长王东宾带领寿光食安办、化龙镇政
府工作人员，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
旗海关，就化龙镇胡萝卜出口企业基地备案事
宜进行协商。经多方共同努力，东乌珠穆沁旗
海关同意，按照相关法律要求和程序标准为化
龙镇欣欣食品、绿龙食品等17家胡萝卜出口企
业进行基地备案。

“有了基地备案，我们生产的胡萝卜才能
顺利出口。”化龙镇胡萝卜协会会长、绿龙食
品总经理朱晓东说。

化龙镇已有300多年的胡萝卜种植历史。
“化龙镇气候温和，土质疏松肥沃，富含磷、
钾，水质纯净，具有胡萝卜得天独厚的地理生
长条件。”欣欣食品董事长李兴华说。

种植上，化龙镇率先采用垄栽模式，产出
的胡萝卜具有良好的外形和口感。“我们的胡
萝卜具有红皮、红肉、红心的‘三红’及肉
厚、芯小的特点。入口鲜嫩多汁，质细味甜，
脆而无渣，适合生吃。”朱晓东说。

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化龙镇胡萝卜加工企
业在全国发展胡萝卜种植基地8万多亩，从业
人员近万人，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和出口
的产业链条。

2000年，化龙镇被农业部评为“中国胡萝
卜第一镇”。2013年，化龙镇胡萝卜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

据了解，最初，化龙镇农民只是在秋季种
植胡萝卜，在10月到12月收获。“寿光大棚让
农民致富，就是巧打了时间差，这也启发了胡
萝卜种植，有企业研发了适合春季种植的胡萝
卜。”李兴华说，春季胡萝卜收获时间是5月
到7月。

“前几年，春季种胡萝卜的人少，但需求
很大，利润可观。”朱晓东说。

朱晓东发现，在春节期间和8月至10月是
胡萝卜供应空档期。于是，化龙镇有人就南下

福建、海南，北上河北、内蒙古等地种植胡萝
卜。

11月22日，在化龙镇裴西村欣欣食品加工
车间胡萝卜加工长长的流水线上，200多名工
人正在清洗、挑选、包装胡萝卜。这批胡萝卜
产自欣欣食品的内蒙古基地，计划销往韩国、
泰国。

“我们在内蒙古、福建、山西等地都有种
植基地。胡萝卜收获后运回化龙镇加工，再销
往世界各地，实现了‘种全国，卖全球’的格
局。”李兴华说。

绿龙食品在内蒙古有种植基地1000亩，在
陕西有1300亩，在化龙本地有400亩。“我们
可以实现全年的胡萝卜持续供应，没有缺口
了。”朱晓东说，在内蒙古种植的胡萝卜因

为土壤肥沃、昼夜温差大，胡萝卜的品质更
好。

据介绍，化龙镇的胡萝卜主要出口到韩
国、日本、泰国、阿联酋、越南等20多个国
家。

“韩国的很多菜里都有胡萝卜。印尼、俄
罗斯、越南这些国家，胡萝卜是主菜，需求量
很大。”李兴华说。

目前化龙镇出口备案的胡萝卜加工企业有
17家，寿光已经成为全国保鲜胡萝卜出口量最
大的地区。潍坊海关数据显示，近10年来，寿
光胡萝卜出口由2009年的10 . 51万吨增长至2018
年的17 . 99万吨，占全国总出口量的60%。2016
年，出现出口峰值20 . 52万吨，货值7699 . 66万美
元。

2012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出台
56号文，要求对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场进行备案
管理。按照这个规定，出口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可向种植场所在地的检验检疫机构提出备案申
请。今年又加上了基地网上备案，没有在网上
备案就不能出口。

“要是没有政府牵头对接，我们作为企业
协会，办不成基地备案事宜。”朱晓东说。

按照潍坊海关对寿光胡萝卜产业的分析，
胡萝卜还面临着增长乏力、利润降低、技术性
贸易措施加剧等系列问题。

“我们将引导全镇胡萝卜生产加工企业，
不断提升种植标准化水平，延长产业发展链
条，增加产品附加值，积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
垒。”化龙镇党委书记韩效启说。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田庆儒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1月21日，寿光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工作人员来到学府东郡小区，现场为50余
户业主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寿光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国明在发证现场为首位
领证的业主颁发了证书。

此次“现场办证”，由该局工作人员现场预
审核并受理申请材料，将其录入系统后，通过平
台推送到不动产登记系统，经后台工作人员审核
后，对符合登记条件的予以登簿。之后，现场缮
证人员即可为业主打印出不动产权证书。

洛城街道建成12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乡村百姓有了“文艺范儿”

让阅读成为寿光百姓生活方式———

书屋跟着农民走

发展种植基地8万多亩，产品出口20多个国家

化龙胡萝卜“种全国卖全球”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位于寿光市化

龙镇的潍坊欣欣食
品公司车间内，工
人们正在清洗、分
类、包装胡萝卜。
这些经过初加工的
胡萝卜，将销往20
多个国家。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在寿光市邮政局田马支局的农家书屋内，当地群众在看书。

不动产证现场办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1月20日，寿光市圣城街道发

出通报批评。今年3月11日，该街道一位村干部
对经济普查工作认识不到位、不重视、不调度，
思想麻木、应付了事，一拖再拖，致使街道的合
计上传率不高，这名干部被给予通报批评处理。

至今，圣城街道纪工委通报26次40余人次，
并对相关负责人提醒谈话，督促其整改到位。

圣城街道紧盯窗口服务单位、村居、机关站
所，主动靠前监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做到
担当作为落实。街道纪工委采取不发通知、不打
招呼的方式，突击检查窗口单位服务项目、办事
流程及工作人员上班到岗、服务态度、工作纪
律、廉洁从政等情况，查访是否存在态度冷漠、
办事拖延、推诿扯皮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以及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行为。

不作为慢作为行不通

80岁老人吃饭

一餐一元钱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1月20日下午3点，寿光现代

中学前后勤督导团成员张伦伟在1号楼阶梯教室
内调研，发现不少日光灯不亮，教室光线较暗，
学生考试受影响。张伦伟随即联系后勤保障处解
决。半小时后，后勤工作人员给更换了日光灯，
教室光线亮了。

今年新学期开始，现代中学成立了校级督导
团，共有30人参与督导调研。督导团分为前后勤
督导团和一线教学督导团。督导员成员每周至少
一次，全天时间去督导。

“最关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造和谐
文明的校园。”现代中学校长孙安源说。

每次督查，张伦伟都带着记录表，督查范围
涉及课堂情况、考勤抽查、卫生状况、学生管
理、安全隐患、校园设施、其它问题等7个方
面。每个方面都要记下督查的具体内容。督查
后，记录表交给现代中学督评处。

“能整改的，随时通知有关处室，立即整
改。有难度的反馈给有关科室，认领问题，整改
后汇报。部门很难解决的，由学校党委会研究决
定解决。”现代中学督评处主任范守江说。

现代中学督导团

解决学校大小事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孟庆波

“要不是家访，我很难了解东东的家庭如此
困难。我们对他也就有了更多的帮扶。”寿光市
纪台一中九年级四班班主任孙志刚说。

东东的父亲患有精神疾病，没有劳动能力。
东东三岁时，母亲离家出走，东东跟着爷爷、奶
奶生活。三年前，奶奶因病去世，东东与爷爷相
依为命。孙志刚发现，家庭的贫困严重影响到东
东的正常学习。三餐怎么解决，教辅用品如何补
给，四季衣物如何更替，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

经纪台一中研究决定，免费给东东提供三
餐。

家访解决学生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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