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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至东京

国际航线开飞

济南

7日，济南至东京航线开飞，由山东航空公司执
飞，每周3班（周二/五/七)，这是今年济南开通的第一
条国际航线。济南至东京航线开通飞行后，济南与东
京、大阪、名古屋三个日本城市通航，面向日本的航线
网络进一步完善，将有力促进两地经济、文化等各领域
交流与合作。（□记者 王健 通讯员 王宏 报道）

山东省首个

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成立
近日，教育部发文正式批复中国海洋大学“深海圈

层与地球系统前沿科学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立项建
设，成为继第一批七个中心之后，教育部第二批立项的
七个前沿科学中心之一，也是山东省首个教育部前沿科
学中心。第二批其他6个前沿科学中心的依托高校分别
是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6所
高校。深海作为地球系统中最大的生存空间，是建立和
发展地球系统科学理论的重要窗口。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李岩 袁宁 报道）

烟台先进高分子

材料研究院成立
1月7日，由泰和新材联合大连理工大学、东华大

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和齐鲁工业大学等知名高校，巴斯
夫、中材锂膜等国际新材料领军企业，以及十余名院士
专家等高端技术人才共同组建的烟台先进高分子材料研
究院在开发区成立。打造国际领先的先进高分子材料技
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和人才培养的新型研发机构。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王聪 张军 报道）

青岛

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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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王恩标

鲈鱼竟然在黄河滩上扎下根，正成长为
当地富民产业，这是咋回事？

1月7日上午，雪落黄河滩。记者踏着厚
厚的积雪，来到东明县焦园乡黄河滩区鲈鱼
养殖基地。掀开帘子，走进一个养殖棚，一
股热气夹杂着淡淡的鱼腥味扑面而来。在一
个个25平方米的养鱼池里，微孔增氧系统在
“呼呼”地冒着泡，黑色的鲈鱼苗游来游
去，争着吃食，犹如一幅美丽的水墨画。外
面，风吹得大棚塑料布“哗哗”作响。

“你猜，这一个池子多少鱼苗？”养殖基
地负责人刘彦勋卖了一个关子，“8万尾！”

刘彦勋是来自河南舜阳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养鱼专业户。2019年6月，他到焦园乡
考察，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块“宝地”。焦

园乡是黄河入鲁第一乡，滩区水资源丰富，
方圆二十公里没有工业企业。经过化验，这
里的水质、土壤，都适合养殖鲈鱼。于是，
刘彦勋决定在黄河滩区建设养殖基地。

当地政府的服务，更让他感到暖心。
“办立项手续、养殖证、环评备案时，县水
产局、焦园乡政府，各出一名工作人员，陪
我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基地需要更换
变压器，我提出需求后，几天后就开始更换
新变压器。一句话，我们在这里好好养鱼就
行，其他的事，政府给包了。”

“项目建设从2019年7月开始，到2021年
分三期建成。目前，一期已投资5600万元，
完成标准化池塘32个，温室养殖大棚12000
平方米，开挖进、排水渠道3000米。项目建
成后，将打造成继广州、江苏之后的全国加
州鲈鱼第三大产区。”焦园乡主任科员郭丰
喜说。

“这种鲈鱼是加州鲈鱼，具有个体大、
生长快、适应性强的特点，市场需求量
大。”刘彦勋介绍，“我们采取的是错峰养
殖，在6月份到10月份期间上市，避开冬天
与南方的鲈鱼在市场上竞争。现在在广州，
鲈鱼价格是每斤13元左右。而我们的鲈鱼在
夏天上市，每斤至少卖22元。估计今年夏天
价格能达到28元。我们这个1000亩的养殖基
地，亩均年效益能达到1 . 5万元。”

焦园乡乡长潘成佩介绍，以前滩区群众
养殖的鲤鱼、鲢鱼等品种，由于缺少特色，
市场饱和，养殖户多数亏钱。引进鲈鱼产业
后，刘彦勋将安排滩区群众来基地务工，让
群众边务工边学习，学好技术后参与到养鲈
鱼的队伍中来。

“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繁殖水花鲈
鱼10亿尾，夏花鲈鱼5000万尾，大规格商品
鱼种500万斤，年产值1 . 25亿元，实现利润

4000万元。”刘彦勋对产业落地发展也充满
信心，下一步，我们要把养殖基地发展成为
集垂钓、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休闲
渔业项目。

就在大约7公里之外，焦园乡8号村台正
在紧锣密鼓地建设。“将要有新家了，还有
致富的门路，这日子是越过越滋润了。在以
前做梦也不敢想啊，是党领导得好，国家富
强了，滩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前汤庄
村村民汤守信说。

2019年12月30日，记者从菏泽市了解
到，作为黄河入鲁第一市，菏泽市稳步推进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力争2020年基本完
成28个村台社区建设和6个外迁社区搬迁，
让14 . 7万滩区群众实现百年安居梦。同时大
力发展产业，确保滩区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鲈鱼“游进”黄河滩，是其中
的一个缩影。

□ 本报记者 张海峰
通 讯 员 邓美平

岁末年初，德州市
夏津县郑保屯镇杨中村
向北 4 0 0 米进出村的
“嗓子眼”路正在进行
混凝土敷设。冬季施
工，路面一旦受冻将影
响道路质量，村民得知
这一情况后，自发捐出
不用的旧被褥、草毡
子、羽绒服等，新修的
混凝土路面被盖上了
“暖心被”。“原来是
大坑套小坑，过路如坐
船，将心提到嗓子眼。
现在是谁不说俺家乡
好 ， 感 谢 党 的 好 领
导……”村里的普通党
员郝一朋唱起了自编二
胡小调。

一年前，杨中村还
被视为县里“烂”村代
表，路难走、水难喝、
地难浇，村里想号召大
家改善却也是有心无
力、应者寥寥。

一年后，再看杨中
村，5000多米自来水管
网线路施工，359户村
民户户配合；在建的灌
溉沟渠完成后，杨中村
以及周围两个村3000多
亩农田就能实现自流灌
溉。

“多少年了，村里
干点事就没这么顺过。
不光是路和渠，去年清
理闲散宅基地发展的秋
葵、蜜薯种植，加上河

滩地租赁收入，村集体年收入可望达到
3 . 6万元。”村党支部书记田明岳高兴地
说。

杨中村的转变是夏津县建立“一村一
策一团队”帮扶机制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

的一个成果。针对村“两委”班子软
弱、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夏津县乡两级
组建帮扶团队专班整顿。23名县级党员
干部每人联系帮包2—3个村，每月现场
办公1次或召开2次调度会。乡镇党委班
子每周到村召开党委会形成制度，选派
51名优秀机关干部担任“第一书记”驻
村。像杨中村所在的郑保屯镇还根据自
身实际，总结实施了“134”整顿工作
法，即“一线党委会”精准分析研判，
列好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
党委书记联系帮包、班子成员驻村帮
扶、党建指导员全程跟进、村“两委”
成员示范带动“四方行动”。

去年6月21日，夏津县委组织部部长
办公会在杨中村召开，镇党委负责同志
和该村20名党员列席，现场调研吸收党
员群众建议研究帮扶方案。在联系帮包
的县级党员干部主持召集下，杨中村共
组织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6次，听取干部
群众意见建议26条，整改影响干群关系
的问题 4件，镇党委全程跟进抓好落
实。

2019年11月，杨中村通过党支部评
估、群众自评、县委组织部评估组考评等
程序，顺利提升转化。“喊破嗓子不如干
出样子。群众有呼声，干部有响应，就能
激发起乡村治理的新活力。”夏津县委书
记才玉璞表示。

除了“一村一策一团队”精准整
顿，夏津还实施一系列配套措施服务基
层治理：推行“零跑腿”为民代办制
度，个体工商户登记、乡村医生执业注
册等4大类159项行政审批项目受理下放
到镇、村办理；实施村级集体经济综合
体项目，增强村“两委”服务群众能
力，探索形成边角经济、林下经济、土
地流转、资源入股等10余种增收模式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近几年来集体经
济“空壳村”减少了237个，基本实现
“清零”，村级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村达
到179个。通过严格跟踪问效评价工作效
果，2019年51个软弱涣散村初步整顿到
位，农村党组织组织力和村级发展活力
有效增强。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通 讯 员 闫盛霆

杨 辉

提起淄博市淄川区
寨里镇蓼坞村，当地群
众无不摇头叹气：宗
族、派系两立，班子软
弱涣散；历史遗留问题
多，账目资金问题混
乱；村庄空心化、老龄
化日渐加剧，缺乏长远
的规划布局，集体经济
收入低……

现任村委会主任白
光伟表示，得知被列为
软弱涣散村时，大家丝
毫没有觉得冤枉，反而
比较激动，这说明上级
党委要帮我们了，村里
终于有希望了。

从2019年初开始，
淄川区以开展“村居
工 作 规 范 深 化 落 实
年”为契机，向软弱
涣散村、省扶贫工作
重 点 村 、 乡 村 振 兴
“十百千”示范村、
集体经济薄弱村派驻
了182名第一书记（联
络员），并选拔 4 2名
优秀干部组建形成乡
村振兴和民营企业高
质量发展服务队。在
此基础上，公开遴选
3 0名村党组织书记，
集 中 攻 坚 “ 硬 骨
头”。

曾经满是问题的
蓼坞村变了，这种变
化让寨里镇党委书记

张继波深有感触，筹资200余万元，全力
解决1200余户群众吃水难题；争取帮包
单位支持，对受“利奇马”影响毁坏的4
座桥梁和2000米道路修缮重建；开展村
庄环境大整治，规划建设文化广场等设

施；实施村委提升工程，优化政务服务
环境……”

蓼坞村的“大变样”也让群众交口称
赞，村民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针对部分村居党组织组织生活不规范
问题，淄川区开展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实
训，先后开发实训案例9个，规范基本流
程126项，全区470个村居实现了实训“全
覆盖”。加大从3年以上未发展党员村和
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力度，定向投放3年
以上未发展党员村61个指标、35岁左右青
年农民122个指标，同步制定《镇街党员
档案规范化管理办法》，着力解决党员档
案材料不完整、收集不及时、管理不规范
等问题。

与此同时，淄川区制定《年度镇街
党工委抓基层党建任务清单》，确定镇
街党工委书记领办突破项目13个，每月
一调度、一分析、一通报。建立组织委
员月例会、分管副书记季例会、党务工
作者每月跟班轮训制度，落实听取汇
报、通报情况、传达要求、部署任务、
互动交流5项规定议程。组建调研评估
组，先后两次对基层党建具体事项开展
“地毯式”调研评估，累计发现问题
3500余个，通过镇街党工委书记述职评
议会议集中反馈、督促整改。制定年度
落实抓镇促村责任制千分考评办法，同
步完善村居党组织评星定级标准，综合
运用现场调研评估、年度工作考评等举
措，深挖问题根源，找准差距不足，着
力补齐短板。

围绕构建党建引领的新时代村级治
理体系，淄川区持续实施以“集中议
事、集中学习、集中评议，规范内容、
规范程序、规范监督”为主要内容的
“三集中三规范”工作法，2019年共讨
论表决集体资产处置、经济合同签订、
村级公益事业等重大事项3500余项，评
议票决特困医疗救助人员、各类先进典
型等特定人群 5 5 0 0余人次。严格落实
《淄川 区 村 级 干 部 考 评 激 励 暂 行 办
法》，每季度1次对村居“两委”成员工
作业绩进行考评，考评结果与奖励报
酬、动态调整挂钩。

软弱涣散村整治 解剖这两只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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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刘彦勋（右）和基地工作人员冒雪查看抽水设备。 （□记者 王兆锋 报道）

■编者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软弱涣散村该怎样整治？德州市夏津县建立“一村一

策一团队”帮扶机制，让曾经的“烂”村变了。淄博市淄川区实施“三集中三规范”工作

法，集中力量开展软弱村党组织整顿，让村居工作规范起来。这些做法，提供了借鉴。

本报记者冒雪再访东明县焦园乡，探访滩区群众的迁建路致富路

鲈鱼“游进”黄河滩

●焦园乡是黄河入鲁第一

乡，滩区水资源丰富，方圆二十公

里没有工业企业。经过化验，这里

的水质、土壤，都适合养殖鲈鱼。

●引进鲈鱼产业后，刘彦勋

将安排滩区群众来基地务工，让

群众边务工边学习，学好技术后

参与到养鲈鱼的队伍中来。

●下步，刘彦勋要把养殖基

地发展成为集垂钓、餐饮、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生态休闲渔业项目。

□记 者 李 梦 孙亚飞
通讯员 侯昌明 报道

本报聊城1月7日讯 聊城市东阿县荣
康石磨面业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姜征前的工
作日志上，记录着小麦种植所需药品种
类、用药频次、打药人员等信息。“这是
荣康石磨面业有限公司为保障产品质量，
构建起来的质量可追溯信息。”姜征前告
诉记者，面粉厂厂长薄振元就是首席质量
官，他对每一批次药品，不仅保留原始单
据，还要对空药瓶做好留存和记录。一瓶
药从哪里买的，用到哪一片地里了，都有
证可寻。

“面粉质量好不好，80%取决于小麦
品质，20%取决于管理。”在薄振元办公
室里，记者看到印有农产品生产档案制
度、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检制度、生产基地
（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管理制
度、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制度、农产品包
装和标识管理制度的5块荣食康家庭农场
标准化种植基地制度展板，一字排开。

“除公司自己的生产基地外，我们还
签下了周边种植大户们的2000余亩地，他
们的小麦质量标准跟我们一样。”薄振元
介绍，荣康石磨面业有限公司建有标准化
化验室，聘有持证化验员。每批次小麦经
检验合格后方可被收购。

去年，种粮大户贺书民种植的80余亩
地的小麦，亩产约1150斤。因符合公司标
准，他的小麦被全部收购，跟市场价格
比，多挣9200余元。

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强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广农业标准化生
产，聊城市创新监管模式，在农产品生产
企业中推行农业首席质量官制度试点工
作。自去年4月份开始，该市分期分批在
全市“聊·胜一筹 !”品牌授权企业，省
级、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规模化的
农产品(含畜产品、水产品等)生产企业中
开展农业首席质量官制度试点工作，鼓励
和引导农产品生产企业设立农业首席质量
官。213名通过严格培训和选拔的农业首
席质量官持证上岗，担负起各自企业质量
安全工作全面责任。

“农业首席质量官如同给农业企业加
设了一把‘安全锁’。”东阿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一武介
绍，经过聊城市农业农村部门及相关机构组织的任职培训，
近期，东阿县19名懂技术、懂管理的农业首席质量官持证上
岗。

王一武还告诉记者，在之前的执法检查过程中，有的农
业企业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后，企业负责人及法人往往推诿扯
皮，成为执法问责的一大阻碍。“农业首席质量官制度的推
行，彻底打消了企业负责人的侥幸心理，真正实现了权责一
致。产品质量一旦出现问题，企业的农业首席质量官就是第
一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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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

1月6日，记者从肥城市建筑安装业发展中心了解
到，肥城市近日被认定为“中国石油和化工安装之
乡”。这是继获得山东省“建筑之乡”荣誉后，该市又
一张亮丽的名片。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胜男 明志 报道）

肥城市荣获“中国石油

和化工安装之乡”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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