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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张海鹏 报道
本报济宁讯 引进武汉大学

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设立尼
山学者青年专项，重点引进名校
名师培养的博士，实施儒学民间
普及推广人才支持计划……今
年，济宁市将“深化提升儒学人
才高地建设”列为市委书记人才
工作项目，多措并举，聚力攻
关，努力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中走在前列。

坚持名家带动，完善以儒学
大家、尼山学者等为核心的学术
研究团队，推动人才梯队建设。
引进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入选
省特聘儒学大家，特聘儒学大家
增至3人。同时放大高端人才带
动效应，为引进的名家逐人配备
团队，重点培养中青年学术骨
干，团队核心成员既跟着专家做
项目，还定期到专家所在单位脱
产研修。设立尼山学者青年专
项，重点引进名校名师培养的博
士，简化程序引进“双一流”高
校硕士，从科研经费、生活补
贴、安家补助、配偶安置等方面
给予支持，为人才创新减压松
绑。

深化研究阐发，围绕“四个
讲清楚”，落实“两创”要求，
把儒学研究阐发作为基础性、先
导性工程，深入挖掘思想内涵和
时代价值。今年结项省部级课题
1项、出版学术著作17部、发表
高水平学术论文35篇，《大学解
读》《中庸解读》入选全国政协
委员读书书目。设立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两创”项目课题，围绕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
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
文化与数字经济等方面，开展跨
领域跨学科研究，面向社会公开
招标，优选30项课题重点支持。

加强交流传播，围绕更多更
强地发出孔子家乡的声音，全力
推动交流互鉴，始终保持充分话
语权。实施“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配套提升工程”，建成尼山讲
堂，成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永久
会址。举办2020中国（曲阜）国
际孔子文化节、第六届尼山世界
文明论坛、2020中国网络诚信大
会等重大活动，讲好中国故事，
凸显文化自信。助力文化润疆工
程，设立孔子研究院乌什研究基
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
人心。深化提升孔子学院总部体
验基地服务功能，面向中外旅客
公益开放，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推进转化落地把论文写到大
地上，把学问做到群众的心坎
里。加强干部政德教育师资力量
建设，推动学术科研成果转化为
《孔子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精
髓》《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

等政德教育专题课程，承接中央党校等各类培训班次
现场教学。在省社科规划中政德研究专项立项19项，打
磨出《儒家“和”文化及其当代价值》《<论语>与政德修
养》等精品课程。实施儒学民间普及推广人才支持计
划，招募特聘乡村儒学高级讲师33人、乡村儒学志愿讲
师400人，评选“优秀乡村（社区）儒学讲堂”“优秀民间
儒学社团”“优秀儒学讲师”，开展儒学普及讲座、优秀
传统文化体验传承等活动9326场。

在实施好市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的同时，济宁还
为7个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14个县市区（功
能区）确定了“党委书记项目”，形成“1+7+14”项
目体系，统筹谋划，重点攻坚，着力解决制约人才发
展的难点问题，打造更多具有济宁特色的人才工作亮
点品牌。

□ 本报记者 孟 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郝龙臣

去过寿光菜博会的人一定会对这样的
一幕记忆深刻：看上去枝条孱弱的西红
柿，却可以独株成林。而要实现这样的生
长离不开一个必要前提：充足的养分供
应。

和西红柿的生长需求一样，乡村振兴
也离不开必要的政策输血。“济宁市派服
务队每村每年的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是50万
元，这笔钱看上去不少，但要撬动一个村
的产业却显得杯水车薪。”曲阜市陵城镇
副镇长孔凡柯直言，按照服务队两年的服
务期来算，一个村如果想用100万元进行大
棚西红柿种植，充其量也就建两三个棚，
这种规模不足以形成产业效应。如何让有
限的资金发挥最大作用？

今年疫情刚过，陵城镇乡村振兴服务
队队长魏伟就和队员们一起琢磨着给村里
发展农业项目，他们找了很多门路、跑了
很多地方，最终决定引入寿光成熟的大棚
有机西红柿种植项目并借用工业项目落户
的“飞地”概念，将镇内10个村的乡村振
兴项目统一规划、统一落地，专心围绕西
红柿做文章。8月27日，占地150亩的种植园
区完成了包括搭建大棚在内的基础建设，
一周内，25个棚全部种下了亮美、俏佳人
等优质西红柿种苗。

12月23日，记者来到陵城镇陵北村的
高端果蔬基地，一箱箱西红柿和圣女果正源
源不断地装上货车，发往曲阜周边的各大超
市。为将好品种种出高品质，园区创新启用
了“合作社联盟+市场化运营”机制：一方面
由10个村共同组建起合作社联盟——— 曲阜
市陵农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各
村按投资比例分红；另一方面将种植、管理、
经营、员工培训等整体打包委托给有着20多

年西红柿种植经验的寿光庄鑫种业公司，实
现了从育苗到销售的全流程托管。

“西红柿种植看上去简单，但大棚种
植和户外种植完全不同，对通风、水肥、
温度和湿度的控制要求都很高，还牵扯到
蜜蜂授粉等‘独家秘籍’。”寿光庄鑫种
业公司经理李秀莲直言，除了成熟的种植
经验，公司还有着完善的销售渠道和成熟
的营销团队。项目落地后，营销人员第一
时间深入本地市场、开发商超客户，西红

柿还没成熟，订单就先签了下来。
“聘请专业公司的钱都是从飞地建设节

省出的资金里出的。”陵农果蔬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兰庄村党支部书记
朱明良给记者算了一笔精细账，就拿打井这
件事来说，打口150米以上的井再配上泵站，
少说也得花几万块，如果为了建棚一村打一
口井，啥还没干，十几二十万元就没了。如
今，采用了“飞地+合作社联盟+市场化运营”
模式，配套成本节省出近百万元，这些钱用

在了购买技术服务、强化品牌包装、打通网
络销售渠道等园区的二次提升上，为项目成
功运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是宝贵的政策资
源，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分散发
力。”陵城镇党委书记武凡明表示，新模
式的启用不仅解决了分散政策资金难有大
作为的现实难题，还通过与市场的深度对
接强化了产业的竞争力，为项目长久运营
注入了源头活水。

创新“飞地+合作社联盟+市场化运营”模式，10个村的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放在一个池子里———

西红柿连片种植，不搞“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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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23日，济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发布关于规范济宁城区公交专用道通行秩序的通告，
规范城区公交专用道通行秩序，保障公交优先通行。自
2021年1月1日起，济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洸河路—
崇文大道(西外环至海川路段)、金宇路—大禹路(西外环
至同济路段)、太白楼路—孟子大道(西外环至海川路段)、
建设路—车站南路(任城大道至渔皇路段)、运河路(太白
楼路至车站西路段)、车站西路(济安桥路至建设路段)公
交专用道进行规范管理。

公交专用道专用时段为每天7时至9时、17时至19
时，禁止除公交车辆以外的其他社会车辆在公交专用
道专用时段内行驶、停放。其他时段，社会车辆可以
借用公交专用道行驶，但不得妨碍公交车正常行驶及
进出站。

济宁2021年起

限时禁止占用公交专用道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程桂凤

时至冬至，天寒地冻，但在金乡县高创
育苗基地的大棚里，各种蔬菜种苗一派葱
绿，长势喜人。技术员刘玉霞正忙着为化雨
镇冯海村的客户代育辣椒苗。她原本是金乡
县金乡街道魏庄村的一位普通家庭妇女，一
年前还因为不懂技术找不到心仪的工作。自
打家门口的高创育苗基地评上了工友创业
园，她和其他农民通过技能培训，成了这里
的上班族。刘玉霞开心地说：“我平时主要负
责基地大棚的日常管理，能学到各种蔬菜的
育苗技术，感谢这个育苗基地为我们提供
了学习和就业的机会。”

去年以来，金乡县总工会发挥工会组
织作用，吸纳扶持农民工就业、创业，打
造了一批工友创业园，成为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作为工友创业园，我们高
创育苗基地除固定员工之外，每年还需要
季节性工人，平均每年能为周边闲置劳动
人员提供阶段性岗位800余人次，让周边群
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就业，平均每人每
月能增收4000元。”金乡县高创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方介绍。他们早在
2012年就建成占地100余亩的高标准连栋温
室大棚，从事集现代化温室设备设计制
造、生态旅游、蔬菜花卉盆景、蔬菜种苗
培育推广以及技术员外派为一体的现代化
农业科技项目。目前，公司已扶持、合作
成立了6家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同时成立
温室大棚建设公司、多肉花卉育苗公司、
芽苗菜生产、培训基地、葡萄种植基地、
瓜果蔬菜育苗基地和红梨种植基地等，直
接或间接带动就业人数100多人。

近年来，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公

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带动乡亲创业致富，
引导并直接带动周边300余户农民成为蔬菜
专业种植户，并签订种苗购销合同，带动
20多户贫困户迅速走上脱贫致富路，户均
增收达到1 . 5万元。

近年来，金乡县高创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主动联系附近村庄的10户贫困户作为帮
扶对象，先后为他们发放扶贫虚拟岗位资金
5000元，购置了电动车、有机菌肥、电动喷雾
器等农资物品。采取包供种苗、包技术指导、
包保护价收购“三包”方式帮助贫困户，对贫
困户实行重点帮扶。金乡县总工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周爱军表示，“下一步，县总
工会将依托‘工友创业园’‘工友实训基地’
等，打造一批‘农民工培训基地’，搭建高水
平农民工学习交流平台，调动农业劳模、农
民工、农村转移劳动力创新创业的积极
性，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金乡县打造工友创业园，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300余农民成为蔬菜专业种植户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时值隆冬，位于邹城市石墙镇的山东绿
鑫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
鑫春”）智能温室大棚里，瓜果飘香、绿意盎
然，公司董事长臧永芝正和技术工人查看新
产品的长势。不久前，她在北京荣膺“全国劳
动模范”，回来后初心不改，继续奋斗在她热
爱的田地里。20多年来，不论是在外打工创
业时期，还是在回乡带领乡亲共同致富阶
段，臧永芝始终保持着勤劳奋斗的本色。

“获奖对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责任。”
臧永芝说，在北京参会期间和其他劳模的交
流，让她更深切地体会到，只要踏实肯干，在
各行各业都能成为模范。1997年，臧永芝夫
妻俩在北京创业遇到资金问题，秉持诚信经

营信念，他俩用3年时间、平均每天睡3个小
时，凭借坚韧毅力还清了30万元债务，并在
北京成立了自己的食品配送公司。2013年，
怀揣造福家乡的创业热情，用7年时间，以

“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创办绿鑫春，
投资光头李记食品精深加工项目，建成集果
蔬育苗生产、净菜加工、冷链物流、成品销售
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农业生产示范基地。现
在，“光头李记”“苗蔬蔬”“绿鑫春”等品牌产
品在新营销模式推动下成为网红产品，2019
年销售收入近5000万元。绿鑫春生态农业园
区被评定为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山东省
重点龙头企业。

臧永芝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
模式，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不仅能让农民参
与劳动领取工资，而且还能以土地入股参与
分红。“从原来1亩地年收入1000元，到现在月

工资3300元，加上年底分红，收入不知道
翻了多少倍！”邹城市石墙镇羊绪前村58
岁的房东廷高兴地说，他平常负责基地的
绿化和农作物栽植，现在是这里的技术骨
干。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和他一样，都在
绿鑫春就近就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稳定
增收。

目前，绿鑫春的综合效益逐步显现。
基地3500亩土地实现喷淋灌溉，玉米、小
麦等粮食平均亩产提高35%，花生、核桃等
农作物加工后平均收益提高120%，有机蔬
菜种植效益提高200%。基地已吸纳周边87%
的农户直接或间接参与生产经营，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原来的7000元增加到2019年的
16700元。2017年投资的光头李记农产品深
加工项目，吸引6 8名大学生返乡下乡创
业，解决地方返乡青年就业岗位200多个。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父老乡亲
谁有困难，我心里总惦记着。”作为一名
扎根农村的企业家劳模，臧永芝不仅在
工作上勤奋敬业，更在扶贫济困上不停
地奔波忙碌，将社会责任牢牢扛在肩
上。年初疫情期间，邹城草莓出现“销
售难”问题，臧永芝作为邹城市女企业
家协会会长，立即号召会员企业在做好
防控措施基础上，参与爱心助农，及时
解决了草莓滞销问题。针对市民买菜难
问题，她多方联系网上销售平台，开启
“无接触蔬菜配送服务”，为济宁、邹
城市区范围内群众配送平价有机蔬菜。
她还投身扶贫事业，每到中秋、春节合
家团圆时，她总是先想到困难老人和留
守儿童，先后帮扶贫困家庭1900余户、资助
贫困学生350多人。

全国劳模臧永芝扎根农村，耕耘生态农业———

带领乡亲人均增收近万元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黄秀杰、张克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18日上午，第五届孔孟之乡汉

碑行“圣地石华·济宁汉魏石刻书法大展”在济宁市
美术馆开幕。展览按照汉魏石刻、摩崖石刻、汉画像
石题记等三大板块，以拓片的形式，展出济宁汉魏石
刻作品126件、190余幅。

这次展览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0幅葛山摩崖石刻超
长拓片，每幅长达27米，从10米高的展厅天花板处瀑
布般垂下，景象壮观、令人震撼。据拓片收藏机构邹
鲁美术馆负责人高甫先生介绍：“这套拓片拓于20世
纪70年代，由于尺幅过大，一直没有整体性展出过，
这次是第一次整体性展出，机会难得，非常值得欣
赏。”

“圣地石华·济宁汉魏石刻

书法大展”开幕
葛山摩崖石刻超长拓片首次展出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郑 伟

12月23日，记者从济宁市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济宁市在抓好省乡村振兴“十
百千”工程的基础上，重点实施乡村振兴
“2322”工程，围绕运河文化带、泗水生态
带2条乡村振兴示范带，黄河滩区、微山岛片
区、尼山片区3个示范片区，20个示范乡镇、
200个示范村布局乡村振兴示范点。

济宁市乡村振兴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长江介绍，泗水龙湾
湖、邹城大束、金乡鱼山等3个片区入围省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片区，兖州区、金乡县
荣获全省2019年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一等
县（市、区）。在省对市乡村振兴战略实绩
考核中，2018、2019连续2年获得全省第2名的
好成绩。

济宁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全年新建高标准农田58万亩，粮食作物
常年种植面积1100万亩，全年粮食总产稳定
在450万吨以上。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7644元，同比增长9 . 9%。在全省率先
实施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三年行动计划，
全市共培育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655家。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支撑。济宁市率先
启动“乡村振兴合伙人”招募工作，围绕乡
村发展实际需求，通过提供各类优惠政策和
支持措施，面向社会招募创业者、专家学
者、技术能手等各类人才，采取创办企业、
技术入股、专业服务等个性化模式与招募村
合作，促进了村民和集体增收致富。截至目
前，济宁市共设立市级乡村振兴工作站20
家，招募合伙人174名，落地项目147个，带动
就业1 . 4万余人。

与此同时，济宁发挥“四特”文化优
势，建设有灵魂、有风尚、有品位、有活力

的“四有”文化乡村。每年列支专项资金用
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推广工作，开展首批
“儒学民间传承奖”评选、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示范基地评选，建成乡村（社区）儒
学讲堂3740个，开展儒学活动48000余场。开
展“舞前一堂课”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推广活
动，通过播放国学教育视频、儒学讲师授课
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引导农村群众尊老敬
贤、和睦乡邻、与人为善。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群众生活生存的根

本。济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2016
年以来累计完成厕所改造133万户。全市城
市环卫保洁范围以外的 1 4 3个乡（镇、街
道）、6200余个村庄（社区）均已纳入城乡
环卫一体化工作范围，覆盖率为100%。探
索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特许经营+城乡一
体”模式，今年投资23亿元，重点治理环南
四湖、沿大运河、黄河等行政村，已完成
3130个行政村。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组织振兴是保

障。今年以来，济宁实施党建“双基”三
年行动计划，实施以“头雁引领、鸿雁示
范、归雁回引、雏雁培育”为主要内容的
“四雁”行动。从“三方面群体”中公开
选任村党组织书记 2 1 4名，平均年龄 3 9 . 1
岁，大专以上学历占73 . 7%。在宁波、杭州
等地成立“归雁回引”工作站，建立常态
化人才回引机制，成功回引775名优秀人才
返乡创业任职。所有行政村年集体经济收
入超过5万元，其中84%超过10万元。

济宁重点实施乡村振兴“2322”工程

所有行政村年集体经济收入超过5万元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周明建 报道
12月23日，济宁交运集

团举行第七届“最美驾驶员
贤内助”表彰颁奖仪式，32
名驾驶员贤内助从幕后走到
台前，接受驾驶员亲人深情
拥抱和公司表彰。7年来，
交运集团共评选出195名优
秀驾驶员家属。

图为在城际公交线上奋
斗6年、现场补办婚礼的荀
冬、王冉冉夫妇接受表彰。

32名驾驶员贤内助

获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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