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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 蓓
本报通讯员 黄小龙 张龙梅

一提起版权保护，想到的首先是文学、艺
术和科学作品，而在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
有一家企业依靠农业知识产权保护，蹚出了一
条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2月12日，在寒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内，郭牌农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忙着进行“早
春蜜”的冬季育苗工作。别看只是简单的育苗
技术，从种苗的选择，到嫁接材料和方法，嫁
接后的管理等，都有着一套严格的标准模式。

在西瓜种植过程中，郭牌农业共制定出
了106项种植规范标准。在这套标准下，种出
来的西瓜瓜小、皮薄、味甜。如何保护这套
“秘籍”？郭牌农业的做法是贴上“护身

符”。
“去年，我们对郭牌种植标准规范、郭牌

‘六维’模式等进行版权登记，助力郭牌规范和
模式创新。”郭牌农业常务副总经理杨猛说，
除了版权保护标准模式外，对于自主研发的
“早春蜜”系列种子，在申请了12项专利的同
时又进行了版权登记，为科研成果上了“双保
险”。

企业新型生产模式的打造，离不开版权的
保护，一个品牌的塑造亦是如此。随着郭牌农
业做大做强，走向全国的同时，版权保护却成
为了一大问题，也是产业发展的痛点。前几年
市场上抄袭郭牌西瓜外包装、假冒郭牌西瓜的
现象，给“郭”字品牌造成了负面影响。

“早些时候只是意识到发明专利和知识产
权，对版权没有概念。”杨猛直言，2016年，

为了防伪，郭牌农业将钢印用在了西瓜上，钢
印正中是“郭牌西瓜”四个大字。在固堤街道
及有关区直部门帮助下，郭牌农业对logo标
识、外包装图案等进行了版权登记，助力郭牌
打造西瓜知名品牌。

寒亭区从农业版权保护切入，2018年，
在全省率先开展“版权进乡村”行动试点。
进企业、入乡村，固堤街道和部门工作人员
一次次的登门宣讲，让版权保护意识深深根
植于企业文化中，并将萝卜播种机、半自动
西瓜采摘设备等先进设施，保温棚温度调节
系统等 2 0余项事项纳入版权登记范围。今
年，郭牌农业成为全省首家获“山东省版权示
范单位”荣誉称号的农业企业，实现了农业领
域版权示范单位“零”的突破。

构建版权保护体系，郭牌农业不仅仅局限

于产业，还突出加强对农耕文化的版权保护。
打造特色西瓜文化，对推出的歌曲、国画、大
棚墙绘等一批具有乡土气息的原创作品进行了
版权保护，开展深度自然教育教学，开发了拥
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课程，目前已获得版权证书
80余件。同时，郭牌农业总经理由守昌等一批
版权示范带头人，又培育带动了400多个具有
创意创新精神和版权保护意识的新型职业农民
和农产品品牌。

在新时代，如何答好创新提升“三个模式”
这份答卷？固堤街道给出了答案，版权保护助
力，让“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的特色发展之路
越走越宽。由于加强了版权保护，近年来，假冒
郭牌西瓜的现象越来越少了，郭牌西瓜的价格
也一路飙升，2020年郭牌西瓜销售额突破1 . 8亿
元。

“版权进乡村”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品牌西瓜有了“护身符”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张 焜 李大远

凭借“大蜗牛”，潍坊富源增压器有限公
司生产的涡轮增压器，成为目前国内海洋船舶
用涡轮增压器第一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
第一。

让富源增压器安装在远洋船舶，是该公司
今后发展的着力点。

为寻求技术突破，该公司依托项目、内蓄
技术、外引人才，聘请清华大学郑新前教授担
任公司首席技术顾问。郑新前教授率领人才团
队，对富源增压器叶轮进行重新优化设计，流
量增大了15%，压力提升了20%，可满足远洋

船舶增压器的要求。
有了顶尖人才作支撑，潍坊富源增压器

有限公司围绕涡轮增压技术核心，又开发出
具有国际前沿的空气悬浮轴承和高速永磁电
机两款高端技术，目前也已经投入到市场应
用当中。

“近年来，坊子区统筹推进‘人才+项目
+平台’一体化建设，以项目为载体，以平台
为支撑，全力打造富有活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的人才发展生态，确保人才引得来、留得住、
用得好。”坊子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周斌说。

“水积鱼聚，木茂鸟集”，坊子区以项目
引才聚才，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使人才引进与
项目建设有机融合，加速技术革新与人才汇聚

的良性互动，助推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为高
端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空间。

坊子区依托仿生矿化胶原人工骨材料开
发、激光快反镜、远洋船舶用涡轮增压器、自
修复防腐新材料等200余个项目，吸引了中科
院、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百余名高层
次人才来到坊子创新创业。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瓶颈多，进展慢。在
铸造产业突围中，坊子区瞄准企业关键核心技
术，先后与中国铸造协会、国家机械科学研究
总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联合机械总院集团建
成省级数字化绿色铸造技术与装备创新服务平
台和山东省铸装工业云服务平台，建立了“政
府+科研机构+龙头企业+产业中介”的合作模

式。
目前，坊子区全力推进山东大学地热开发

研究院、东北大学先进陶瓷研究院等16家研究
院等服务平台建设，推动“传统产业+互联
网”“传统产业+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据周斌介绍，为满足区域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坊子区大力优化人才服务，通过出台人才
新政22条、建设人才公寓等举措，吸引知识
型、创业型、创新型人才落户。

此外，该区不断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
为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建立24小时联系
服务机制，随叫随到、有求必应，提供“店小
二式”服务，让人才全身心投入到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中去。

潍坊坊子区推进“人才+项目+平台”一体化建设

高端人才施展才华有了广阔空间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慧 郑秀宝

12月11日，青州市王坟镇大田庄村荷
花湾，村党支部书记褚学永正带着几名村
民挖藕。一会儿工夫，一节节白胖的藕节
就堆满了池边。“我们这是珍珠莲藕，可
以蘸上糖生吃的，特别脆甜。”褚学永告
诉记者。

荷花湾项目是大田庄村今年4月份新
上的产业扶贫项目，村里筹措资金40余万
元，把村北边6亩多地的废弃塘坝进行了
整理改造，建起了荷花池。“今年预计能
收一万多斤藕，我们的藕比市面上的要
好，能卖到五块钱一斤，有一个食品厂的
食堂已经下了订单，不愁卖。”褚学永
说。

今年是第一次莲藕大丰收，大田庄村
委商量决定，挖出的第一批藕先分给村民
尝鲜。“每户分了十斤，又脆又甜，我这
个年纪了也能咬动。”今年71岁的褚纪宏

说。
依托之前的光伏发电项目和现在的荷

花湾项目，大田庄村已成功摘掉省定贫困
村的帽子。有了集体收入，全村40条街巷
全部硬化，新修建一条出村路，对供水、
污水管网全部改造。“我们村有交通区位
优势，下一步还可以发展乡村旅游，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有收入。”褚学永说。

扶贫产业不光给贫困村带来新希望，
困难群众也通过在产业项目中打工收获满
满。在青州益都街道天成农业种子扶贫车
间，各色瓜果挂在枝头。正在大棚里忙活
的张继臣是益都街道的一名困难群众，来
到天成农业种子扶贫车间工作后，每月都
有2000多元的工资收入。

天成农业种子扶贫车间是益都街道与
青州天成农业公司合作兴办的扶贫项目。
益都街道办事处投资300多万元，购置天成
农业现有种苗繁育大棚，企业负责种植管
理、病害防治、种子销售等事务。车间投
入使用后，益都街道与天成农业达成协

议，每年企业需支付30万元基本金，再根
据经营效益给予分红，让困难群众又多了
一项“保底”收入。“再干几年，俺打算
在街道和村里的支持下，建一个蔬菜大
棚，这样能自己当老板，收入也就更多
了。”张继臣说。

产业振兴是实现脱贫的关键。青州市
立足果蔬、花卉、旅游、电商等特色优
势产业，实施产业扶贫项目92个，惠及
9978名贫困人口。青州还实施转移就业、
助推创业等专项行动，1750名贫困劳动力
实现再就业，202人通过公益岗位实现家
门口就业。同时，该市加大金融扶贫力
度，发放“富民生产贷”“富民农户贷”
等无息贷款5500多万元，帮助1100多名贫
困群众创业脱贫。青州建立4500名市镇村
干部结对帮扶机制，搭建“一键呼叫大
数据”双向沟通平台，设立公益扶贫基
金，推行阳光社工扶贫模式，全市25个省
定贫困村全部摘帽，28122名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

92个产业扶贫项目惠及9978名贫困人口

扶贫产业给贫困村带来新希望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赵 倩
陈 宁

“马虎不得！我们是寄宿制学
校，学生一日三餐都由食堂提供，
压力确实很大。自从实行4D管理
以后，家长对饭菜质量也更加放
心。”12月9日，潍坊市潍城区潍
州麓台学校校长高明永告诉记
者。

记者在该校看到，学校两层楼
的食堂，聘请了专门的餐饮经理和
工作人员，整个食堂干净整洁，
“4D管理卡”到处可见，明确标
有责任人、监管人及相关要求。

随着社会层面的日益关注，如
何守住中小学生“舌尖上的安
全”，成了考验当地主管部门及学
校的“必考题”。包括潍州麓台学
校，潍城区新建了11处学校食堂，
还改造了潍坊外国语中学等4处学
校现有食堂，并对其他学校食堂进
行全面提升，实现功能齐全、布局
合理、监控全覆盖。硬件提升了，
“软件”更要跟得上。“我们与各
学校、学校内部层层签订《食品安
全工作责任书》，推广4D管理模
式，开展食堂星级评价，并将学校
食品安全管理纳入工作人员年度考
核，严格兑现奖惩。”潍城区委教
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区教体局党组
书记、局长韩吉东说。

何为4D管理模式？就是主体
责任到位、卫生清洁到位、岗位管
理到位、流程规范到位。“不要小
看这四个到位。有了食堂4D管理
要求，加上专业的工作人员严格执
行，食堂管理就实现了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潍城区利
昌学校校长王运永坦言。

在潍城区，各学校食堂严格落
实食品采购索证进货验收、餐具用
具清洗消毒保洁、食品留样等管理
制度，规范从业管理。12月9日12
时许，在潍坊外国语中学，该校学
生正在食堂吃午餐。在食堂储藏室
内，食用油、米、面等各种原材料
按品种有序堆放在架子上，每种原
材料都带有一个注明着“商品名

称、生产厂家、规格、生产日期、保质期”的标签。“我
们学校食堂建好进货台账，留存相关资质，确保严格落实
所有食品都在保质期内使用的要求。”潍坊外国语中学校
长丁清文说。

“我们专门聘请了营养师，制定了科学的食谱，确保
学生营养及安全要求得到充分满足。”潍城区智群学校校
长巩全介绍，“我们还按照区里要求全面落实校长陪餐
制，建立陪餐记录表，每名校级班子都会在值班日当天对
餐前、餐中、餐后进行细化评价并记录在案。”

记者在潍城区采访校园食品安全，正遇到潍城教体局
相关负责同志和当地市场监管人员到潍州麓台学校进行食
品安全专项督导。“我们与市场监管局密切合作，加大检
查力度，按照督学责任区划分，组织督学和专业人员每月
到校进行食品安全专项督导，对检查出的问题限时整改，
逐项销号，确保学生餐桌上不出任何问题。”潍城区教体
局党组成员魏剑秋说。

随着潍城区对校园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重视，该区
所有学校食堂实现了明厨亮灶、快检设备、物品采购、校
长陪餐四个“百分百”。该区3处学校食堂被评为山东省
示范食堂，5处学校食堂被评为山东省清洁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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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蓓 通讯员 张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年来，潍坊辖区部分木制家具

出口企业乘着新旧动能转换的东风，转型生产“绿
色”木制餐具。此类商品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西方
发达国家，由于产品特点导致其门槛高、要求严，
市场准入难度极大。对此，潍坊海关主动作为，发
挥专业优势，积极帮助该类企业产品出口，今年1
月至11月，共出口木制餐具1663 . 9万件。

潍坊海关收集国外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出口国
家和地区要求指导企业调整车间布局，区分清洁区
与非清洁区，优化人流、物流，对生产设备设施、
生产过程检验和检测控制，保证产品质量全程可
控；帮助企业建立欧美通用的BRC、FSSC标准以
及现代化管理体系；指导企业建立科学完善的追溯
体系，保证产品全流程可追溯；严格监督管理，确
保出口产品符合进口国家和地区的标准要求。通过
这些措施，打通了出口“绿色”木制品的“绿色通
道”，产品顺利出口到美国、德国、法国、荷兰、
希腊、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市场。

潍坊海关助力特色餐具

进入欧美市场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姜文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农行潍坊分行始终将基层业务和

基础管理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强化从
严治行，抓好党建引领、强化员工管理、注重人文
关怀，发展氛围日益浓厚。

该行坚持党建统领，筹建党史、行史教育基
地，打造党建教育标杆工程，强化党建对业务发展
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强化员工行为管理，落实纪委
书记负责制，通过谈心谈话、家访、监督举报、外
部走访等多种方式，对全员进行排查。组织党员干
部赴潍坊廉政教育馆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合规、合
纪、合法经营意识进一步增强。注重人文关怀，高
度关注基层员工诉求，深入推进“幸福家园”工
程，将员工关爱进一步量化、细化、具体化。

农行潍坊分行

推进从严治行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潘洪源 于洁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诸城市辛兴镇严格按照上级部署

要求，保持攻坚态势，下足“绣花功夫”，围绕档
案材料、政策落实、居家环境等重点任务，加快整
改提升，全镇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辛兴镇建立三级督查机制，组织科级以上干
部、包村干部和两支专项督查小组，对所有贫困户
进行不间断、过筛式走访督查，简单问题立即通
报、立即整改，系统问题汇总上报、统一整改。该
镇为每个社区公开招聘了1名本科毕业生，全部培
养成社区扶贫专干。针对档案材料方面的问题，组
织扶贫办、民政、残联等行业部门对全体帮扶责任
人进行精准培训和解读。

为切实推进扶贫政策落实落地落细，该镇多次
召开社区部门联席会议，推动部门与社区之间信息
共享、问题共处、责任共担。截至目前，累计办理
慢性病及“两病”275人次，发放坐便椅、闪光门
铃、盲杖、防走失手环等辅具246件，无障碍改造
197户，低保转五保全部应转尽转。

诸城辛兴镇

推进扶贫政策落实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以来，潍坊市奎文区东关街

道把招才引智作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动力源、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通过完善工作体系、强化
载体建设、实施精准扶持等举措，着力推动街道人
才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该街道加快总投资70亿元、总占地280亩、总
建筑面积120万平方米的潍坊区域金融中心项目建
设，聚力发展现代服务、金融保险、高端商贸等重
点业态，不断吸引优势资金和高端人才流入。坚持
政府推动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推进人才综合体项
目建设，引进打造青岛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潍坊中
心，引进专业运营团队，开展技术推广、成果转
化、项目合作等工作，持续招引青岛的总部企业分
支机构和高端人才，推动科研项目落地转化。

奎文区东关街道

释放人才“洼地效应”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饺子出锅了，快来吃饺子

喽！”12月10日11点，欢快的笑声从寿光市孙家集
街道崔家村村委办公室中传出。这是崔家村正在举
办孝老敬老饺子宴。“谢谢大家为我过生日,还吃
到了这么好吃的蛋糕和水饺,太开心了。”崔家村
享受政策贫困户王正明说。

如何帮助贫困群众温暖安全过冬？孙家集街道
开展冬季走访慰问、巡诊义诊、孝老敬老等活动，
将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全
体帮扶责任人逐户查看贫困户过冬情况，观看炉具
是否已安装使用，观察烟筒整体表面是否有破裂漏
风、烟道是否畅通，过冬煤炭是否充足，并提醒贫
困户注意做好室内通风、透气。

截至目前，孙家集街道362户享受政策贫困户
和53户档外低保五保户已全部实现安全取暖，过冬
物资准备充足。“我们将保障贫困群体安全温暖过
冬的帮扶工作落到实处，让街道所有困难群众温暖
过冬。”孙家集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王
艺霖说。

寿光孙家集街道

保障贫困户温暖过冬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吕宣龙 报道

近日，在潍坊市坊子区的帛方纺织有限公司“王建环技能大师工作室”里，王建环(中)正在检查布面质量情况，并与同事交流操作

规范。

王建环，全国技能大师、全国技术能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建环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于2012年，是山东省纺织

行业第一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年培训职工2000余名，目前已培养出高级技师等技能人才18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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