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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 蓓

在潍坊市寒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内，滚圆的西瓜藏在翠绿的瓜叶下，咬一口
满口香甜清新，这是今年的晚秋茬西瓜。往
年这个时候，市场上都是南方瓜，如今，市
民不仅能吃到本地西瓜，还既甜又脆。这是
如何实现的？大棚内蕴含的科技元素给出了
答案。

西瓜大棚内，自动控温、水肥一体化管
理、物联网技术调控环境等智慧农业设施，让
人眼前一亮。“原来是粗放式管理，浇水、施
肥都是‘大约’‘差不多’就行，现在是定量
精准把关。”潍坊郭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杨猛说，科学的管理不仅让西瓜品质口感
提升，还节约了成本。

以自动化灌溉为例，一个温室原来有260
个阀门，开关阀门成了瓜农们的日常事务。如
今，空中探头作“眼睛”，将数据传到云平台
“大脑”，技术员只需在集控室的电脑上轻轻
一点，便可远程灌溉，实现节水节肥30%到
40%。

技术的实现，离不开人才支撑。去年，中
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在这里敲定了“基于土
壤栽培的农作物智慧化管理”项目计划，设
立院士工作站，并带来一支6人的博士团队。
“政府给政策、给资金支持我们企业人才引
进工作。”杨猛说，项目被列为市级创新平
台，在政府的重点帮扶、提前攻关下，帮助
西瓜大棚种植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过渡。

西瓜品质的变革，是寒亭区瞄准高精尖

缺，通过激活“人才红利”，驱动创新发展的
缩影。聚焦人才引进，该区今年着重在“精
准”和“服务”上下功夫。依托农综区核心
区、高铁新片区和中央商务区大力集聚人才，
坚持园区引才，吸引了10余名国字号高端人才
带项目、带资金、带技术来创新创业。与此同
时，深入实施“一企一平台”工程。对拥有省
级及以上创新平台的企业重点打造、精准招
引，对拥有市级创新平台的企业重点帮扶、提
前攻关，实现梯队式、持续性发展。去年以
来，新建院士工作站8家、市级以上产业创新
平台22家。

送政策、送资金，还送条件。对于山东康
华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说，持续研发
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在政府的牵线搭桥
下，该公司对接到浙大在山东的技术转移中

心，并跟鸢都产业领军人才叶学松教授建立合
作，进行新品研发。

寒亭区召开线上“双招双引”推介活动10
余次，区主要领导带队赴北上广、京津冀等开
展招才引智活动10余次，举办常规活动50余
次；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实行“订单式”引
才；组织百余家企业赴清华、浙大等高校开展
人才项目对接活动……人才工作不设条框，人
才经费上不封顶，“线上+线下”“市场化+
专业化”，今年以来寒亭区的“引人”行程满
满。

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和人才强区战略，
一批行业领军人才集聚寒亭。去年以来，该区
先后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团队144人、科研院所
项目11个，全区产业整体发展层次大幅提升，

“人才红利”优势正逐步显现。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于海燕 李 芳

身患慢性肾功能衰竭，今年41岁的张卫不
敢想自己花了多少钱。

张卫是山东美好食品有限公司职工，2009
年进行了肾移植手术。单是肾移植术后抗排异
药，每个月就要花费2000多元，对于一个普通
职工家庭，真是雪上加霜。

幸运的是，一项小小的政策，让张卫一家
大大减轻了压力。2014年6月，张卫所在的公
司加入了诸城市总工会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活
动，让他享受到了工会“爱心伞”的利好。

“企业只需每年为员工缴纳88元的在职职
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会费，在大额医疗救助金
支付范围内，职工个人自负部分的费用可报销
60%。”10月29日，诸城市总工会职工互助保

障代办处主任郑雪芹说。这样一来，张卫每个
月门诊费用就能报销500多元。在近6年的慢性
病报销中，共为他理赔27371元。

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由中国职工保险互助
会发起，立足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旨在帮助
职工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其中，团
体人身意外伤害互助保障活动每年每人会费只
需26元，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活动每人
每年会费30元。

2017年10月，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诸城
市教体工会积极争取支持，集体出资50余万元
为诸城市所有在职在编教职工办理了职工住院
医疗互助保障。

据郑雪芹介绍，2019年度教体系统参保
1 . 04万人，参保金额100 . 933万元，理赔金额
109 . 06万元，同时二次救助6 . 2万元。“广大教职
工切实从互助保障中获益了，堪称教职工的

‘第二医保’。”郑雪芹说，以昌城镇中心学校为
例，2019年昌城镇中心学校为全镇394名教职工
缴纳互助保障金3 . 4万元，其中有61名教职工从
中受益，获得互助保障理赔金8 . 3万元。

近年来，诸城市总工会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为切入点和落脚点，在全市开展在职职工互助
保障活动，并作为一项重要品牌工作来抓。

“我们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创新工作方
式，积极探索职工互助保障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之路，在扩大互助保障覆盖面和优化理赔服务
上下足功夫，让这份保障辐射到更多职工。”
诸城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孙志山
说。

不过，职工互助保障工作的难点在民营企
业参保率不高。为引导企业、职工会员参加最
适用的保障计划，诸城市总工会向17处镇街
（园区）分别选派了由社会化工会工作者为主

力的工会工作组，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以期让
更多的职工受益。

依托工作组下沉企业的优势，下足“绣
花”功夫，在前期摸透辖区内企业基本情况的
前提下，每个镇街有重点选取1-3家民营企业
破题。截至今年10月底，诸城市参保单位已由
2013年的24家发展到302家，发展会员4万余
名，累计参保金额1056 . 7万元，为6880名参保
会员赔付资金593 . 6万元。2020年以来已有139
家会员单位参保续保，累计参保金额119 . 6万
元，为1081名参保会员赔付资金95 . 5万元。

此外，城市与农村社区周边的个体工商
户、农民工等群体也希望能与企事业单位职工
一样享受工会福利。目前，诸城市正在积极发
展社区联合会，以属地为原则，让他们加入进
来。今年，诸城市总工会已经组织1 . 4万名农
民工入会，并鼓励他们加入职工互助保障。

潍坊市寒亭区瞄准高精尖缺“双招双引”

激活“人才红利” 驱动创新发展

诸城市在扩大职工互助保障覆盖面和优化理赔服务上下功夫———

民营企业共享工会“爱心伞”

□ 殷明 都镇强 翟强

10月25日，位于昌邑市龙池镇的渤海走廊
革命斗争陈列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
89岁的董桂欣老人曾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在重阳节这天专程从昌邑市区赶到渤海走
廊革命斗争陈列馆缅怀战友。在陈列馆内的革命
烈士证书墙前，董桂欣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军礼后
说：“这个馆建得好，可以让我们的后代了解过

去的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美好生活。”
昌邑市红色历史资源丰富，特别是在抗战

时期，以昌邑北部为中心的“渤海走廊”，成为连
接胶东、清河、鲁中和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生命
线。为此，昌邑市以“红色文化”引领新时代文明
实践，把红色基因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吸
引各界广泛参与，取得了红色文化动人心、入民
心、铸魂育人的明显效果。眼下，红色已经成为
昌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亮丽底色。

“我们成立了13支‘红色故事采访志愿服务
队’，开展红色史实资料征集活动，深度挖掘10
个镇街区690个村的红色事件和人物事迹，累计
采访整理记录革命史实资料15万余字，视频资
料270小时，征集实物1200余件。”昌邑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赵洪刚告诉记者，目前，昌邑市的渤海
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主体馆、78处红色村史馆

和8处专题展馆已建成投用，在短时间形成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红色历史展馆规模群体。该市把
红色资源传承保护与发动群众参与相结合，全
市有1700多名群众主动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红
色展馆建设，450多名村民捐献文物资料。

与此同时，昌邑市还成立了5支“红色故事
宣讲志愿服务队”，在抗日殉国烈士祠、革命烈
士陵园、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李福泽事迹
陈列馆等42个红色革命教育主题场馆和大陆
村、马渠村等30个红色村史馆开展志愿义务讲
解。今年国庆期间，诸多游客慕名前往这些红色
革命教育主题场馆参观。

不仅如此，昌邑市还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中
蕴藏的精神富矿，组织编写了引人耐读的革命
题材教材、编拍了视角独颖的影视教育片，为党
员干部和社会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比

如，该市从基厚根深的红色资源中，总结提炼了
把一切献给党的李福泽、人民作家峻青以及永
远跟党走的抗战堡垒村马渠村等著名革命人物
和集体的动人故事、感人事迹，创作编写了《红
色记忆》《沧桑岁月》《渤海怒潮》等多部革命题
材教材。

打开“爱昌邑”新闻客户端，“文明实践”板
块格外显眼，用户不但可以在线申请成为志愿
者，还能实现在线点单、服务送单的功能。“我们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融媒体中心建设通盘
考虑，统筹推进，取得初步成效。”赵洪刚说，昌
邑市融媒体中心制作30余条新时代文明实践小
视频，包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小知识”“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在行动”等主题，通过微信
朋友圈、微博、抖音短视频平台等全媒体发
布，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主体馆、村史馆、专题展馆，昌邑市红色历史展馆成规模

“红色文化”引领新时代文明实践

□ 本 报 记 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明志

刘瑞华

深秋时节，行走在临朐
县沂山风景区的阡陌田野
间，但见年丰时稔，仓箱可
期。

旅游业是沂山风景区的
招牌产业，农业是其主导产
业。然而，单一分散式的种植
经营让农产品面临不好卖的
境地。此外，传统产业面积较
大、效益较低与特色产业效
益较高、规模较小之间也存
在矛盾。

发展村集体经济，招引
产业项目是关键。以沂山风
景区毛窝村为例，该村原为
集体经济“空壳村”，年轻人
口大量外流，亦存在着一定
的土地撂荒现象。今年借助
北影·沂山云田谷项目落户
的有利时机，该村流转村民
手中土地194亩，转租给该项

目用于规模经营。该项目每年付给村里1 . 94万
元的服务费，结束了村集体经济为“零”的历史。

今年以来，沂山风景区用新思路统筹谋划，
借助“龙头企业+土地流转”模式，以股份合作
形式转租给农业企业进行规模经营、连片开发，
提高土地效益，增加集体收入。目前，沂山风景
区累计流转土地6600余亩，引进落户沂荷万头奶
牛牧场、北影·沂山云田谷、永硕生态农业等8个

现代农业项目，累计增加村集体收入60余万元。
“通过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解决目前农村

粗放经营、农业生产率低下以及撂荒等问题，另
一方面可以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业
的规模化、专业化、设施化，促进农业转型升
级。”临朐县沂山风景区党工委书记夏树英说，

“因此必须立足自身优势、着眼全局，构建起激
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的结构化机制体
系，才能真正打响属于沂山的农业品牌。”

沂山风景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力推行
“农业+”发展新模式，在东部区域突出抓好以
沂荷万头奶牛牧场、永硕生态农业等特色农业

基地为主体的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在西部区
域突出发展以伏峪蚂蚱养殖示范园、沂山御品
茶园和中华蜜蜂科技示范园为代表的特色种植
和养殖业，深入推动农业结构调整。

“我们村原来是省定贫困村，自从建设伏峪
蚂蚱养殖示范园后，大力发展蚂蚱养殖产业，
2019年，全村仅蚂蚱养殖产业收入就达360万
元，增加村集体收入6万元，共带动23户贫困户
增收致富。”谈起村里变化，沂山风景区伏峪村
党总支书记王俊利说。

今年以来，沂山风景区深入推进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发展蚂蚱、山楂、甜桃等特色农业产

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强“造血”功能。目前，
全区蚂蚱产量达到80吨，发展山楂2700亩、甜桃
1400余亩。今年1—9月份，沂山风景区集体收入
1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达到10个，毛窝村等3个集
体经济“空壳村”全部消除。

此外，依托全县开展的“绿满城乡、秀美临
朐”专项行动，沂山风景区在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上频频发力，以村庄景区化创建为抓手，大力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紧紧扭住垃
圾清运、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
重点任务，全域打造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空气
常新的镇域“大花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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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宋学宝

通讯员 王继林 报道

10月31日是“世界勤俭

日”。为迎接它的到来，10月

29日，青州市尧王学校开展了

废物利用倡勤俭主题教育活

动，组织学生利用旧纸板、塑

料瓶、线绳等废弃物品制作各

种手工艺品，引导孩子们从小

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图为

该校学生展示利用废弃物制作

的手工艺品。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张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以来，潍坊海关把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
着力点，立足自身职能，服务“诸城模式”创新提
升。

重点服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服务企业用好
减免税政策，减免进口屠宰设备和种鸡税款，支持
企业开启肉鸡屠宰工业化4 . 0时代。

重点服务潍坊市高端赤藓糖醇智能化生产项
目，取消玉米加工贸易备案资料库和深加工结转核
批，助推项目所需玉米原料供应稳定；提报赤藓糖
醇退税率由10%提高到13%的税政建议，促使项目
年增加收益超过200万元。

重点服务诸城蒜薹产业，强化技贸措施跟踪研
究，指导企业成功应对“输澳蒜薹暂扣”问题，助
力前8个月蒜薹出口额逆势增长21 . 2%，出口量占全
国七成。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刘治国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诸城市南部山区桃林镇将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推进镇域经济加快发展、激活社会发展
活力的重点工作来抓，着力吸引更多大项目、好项
目签约落地。

该镇充分发挥与青岛西海岸新区地理相近、人
缘相亲的巨大优势，整合社会力量，聘请专家学
者、知名企业家、有影响力的行业知名人士作为招
商顾问，强化乡情招商。成立桃林镇商会，积极参
与“诸商回归”对接恳谈活动，吸引诸城籍特别是
桃林籍老乡带资金、人才、项目回乡投资兴业。今
年共签约青岛颐和现代田园综合体项目、青岛翰昌
机械设备项目等新项目6个，总投资达7 . 6亿元；现
有意向签约项目3个，总投资2 . 4亿元；今年以来实
现省外项目到位资金3 . 6亿元，青岛项目到位资金
1 . 48亿元。共招引各类人才20余人，其中高端技术
人才4名。同时，积极整合资源“腾笼换鸟”，通
过厂房转让的形式，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实现招商
引资再利用。目前，利用原烟站、废旧厂房、闲置
小学小区等资源谈成项目4个。

□记 者 宋学宝
通讯员 高 颂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进一步加强防范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宣传教育力度，提升人民群众识骗意识和
网络安全防范能力，近日，农行潍坊寒亭支行组织
开展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宣传活动。

该行各营业网点ATM机等自助终端均粘贴防
诈骗宣传提示。对来网点办理汇款、转账等业务的
群众，主动询问和进行防骗提醒，对疑似遭遇诈骗
的转款客户进行“一询问、二劝阻、三指导”，以
实际行动点对点、面对面开展反诈骗防范宣传。该
行青年员工还利用周末时间，携带宣传条幅、折页
前往各小区进行宣传。通过分发折页、案例讲解等
方式，讲解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要点，助力
提升社会公众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能力。

防范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

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腾笼换鸟”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刘希强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今年8月，寿光圣城街道办事处
接到一起信访：曾在寿光某医院施工钢筋项目打工
的李某反映，2018年在寿光某医院工程项目中，跟
着某建筑公司施工钢筋项目，但至今还拖欠他工资
等8万余元，多次讨要无果，请求帮助要回工资。
圣城街道受理后，根据《山东省信访条例》《山东
省信访事项听证办法》，组织建工处、公安局、律
师、医院方及承建方开会研判情况，召开听证会，
帮助李某依法要回建筑公司下属的劳务队拖欠的农
民工工资等8万余元。

今年以来，圣城街道建立完善定期分析研判机
制，构建“联合式”调处运作模式，用法治手段助
力“矛盾纠纷走法治化轨道”。今年以来，圣城街
道共行政拘留3人，训诫1人。

拖欠的8万元工资

要回来了

“三个重点”服务

助力经济建设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 滨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双王城中心小学成
立了王秀英特级教师工作室。王秀英为该小学五年
级二班语文老师，创立了“大量阅读+快乐写作”
教学法，将阅读与写作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了读和
写的有效结合，多次在寿光市和学区推出公开课。
“我的进步得益于双王城教育学区实施的教师‘内
驱外推’发展动力计划。学区的推动，加速了我的
成长。”王秀英说。

寿光市双王城教育学区党总支通过发挥师德引
领作用，引导教师立足于教学，抓牢自我激励之
本，汇聚起教师发展的内驱力。他们在绩效考核中
向班主任和一线教师倾斜，对评选出的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等，给予奖励。凭着优秀的教学业绩，
王秀英获得寿光市优秀教师、寿光市教学能手、潍
坊市立德树人标兵等众多荣誉。

“我们清理规范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提出
基于教师情感关怀、待遇提升等方面的管理设计，
既为教师减负又深化了关怀，以此强化教师发展外
推力，不断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双王城教育学
区主任杨树军说。

“内驱外推”

加速教师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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