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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1月1日讯 （记
者石鹏志）由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
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民
政厅、省司法厅共同研究确定的我省
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县、镇、村名单，
于2019年12月31日在省农业农村厅官
网公布。

试点示范县（市、区）有6个，分别
为：潍坊市昌乐县、泰安市肥城市、威
海市荣成市、日照市莒县、聊城市茌平
区、滨州市邹平市。山东省乡村治理试
点示范镇有6个，分别为：济南市商河
县玉皇庙镇、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街

道办事处、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烟
台市莱阳市高格庄镇、潍坊市寿光市
洛城街道办事处、滨州市滨城区市东
街道办事处。另有济南市天桥区桑梓
店街道小寨村等51个村入选山东省乡
村治理试点示范村。

扫右侧
二维码，看
全部51个示
范村。有您
的家乡吗？

6县（市、区）、6乡镇、51村入选

山东省乡村治理试点示范村名单

农村大众报济宁讯 （通讯员
王世友 范培倩 卢林）隆冬时
节，任城区北端二十里铺街道谢庄
村新硬化的道路上，来往群众交口
称赞。“以前进城，要绕一圈，现
在好了，驻村干部帮俺修通了水
泥 路 ， 进 一 趟 城 能 省 半 个 小
时。”村妇委会主任孔祥娟说，
由 于 谢 庄 村 处 于 两 区 三 镇 交 界
处，牵扯太多的部门，建设直达
城区的路成了老大难问题。区交
通运输局驻村工作组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主动

认领问题，不到两个月就打通道
路，让村民进城缩短8公里路程。
任城区坚持因地制宜搞主题教育，
问题导向解难题，实现了主题教育
与驻村帮扶工作同频共振。

对标先进，把好“方向标”。
任城区向 1 3 8名下派干部发放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学习资料》，内容包括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主题教育有关
文件，组织下派干部结合工作实际
深入学习、武装头脑。集中开展向
黄文秀等先模人物学习系列活动。

“先模人物的身上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在做群众工作中都具有吃亏的
精神。”这是任城区卫健局驻村第
一书记邵长力《工作日志》的一段
话。邵长力通过学习理论知识和对
标先模人物，抱着吃亏的精神，探
索出了用群众方法解决群众问题让
群众满意的思路，提升了村级组织
的凝聚力。

党性洗礼，铸牢“方向盘”。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任城区下派干部工作团组织开展的
“忆入党经历、悟入党初心”主题

党日活动中，全体党员下派干部在
长沟镇张山水泥厂红色教育基地重
温入党誓词。任城区通过在下派干
部中开展读好一本书、学好一个榜
样、上好一次党课、办好一件实
事、建好一支志愿服务队等系列活
动，高质量推动主题教育工作深入
开展。各服务队和第一书记立足各
村实际，指导全区91个帮扶村开展
主题教育相关工作。区人大常委会
机关驻南张街道大王村工作组针对
软弱涣散村的实际，借力借势主题
教育，检视查摆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存在的问题，综合施策、精准发
力，使包驻村摘掉软弱涣散村的帽
子。

问题导向，打好“主动仗”。
喻屯镇刘西村地处采煤塌陷区的涝
洼地带，大量的土地无法种植作
物。任城区财政局驻村第一书记李
正华，积极联系农业专家，开展超
级水稻种植试验，帮助村里拓展出
了一条“变废为宝”、增收致富的
新路子。今年在采煤塌陷地试验种
植的30余亩超级水稻喜获丰收，亩
产比普通水稻增收一倍还多。

协调修成老大难进城道路，为采煤塌陷区种上超级稻

任城区主题教育与驻村帮扶同频

在淄博市张店区，有一座占地
5万平方米的博物馆——— 中国陶瓷
琉璃馆，馆内有上万件古今中外
的陶瓷、琉璃展品。机器人、云
观博等创新形式应用，让中国陶
瓷琉璃馆亮点频出，成为游客的
打卡地。

16000余件精品

“ 嗨 ， 这 位 贵 宾 ， 我是小
陶，你可以问我都会干什么？”
走进中国陶瓷琉璃馆，可爱风趣
的智能机器人小陶最先引起游客
注意。小陶能提供问候、导览、
指引、互动等服务。

12月28日，记者在展馆讲解员
岳晓萌的引领下，漫步中国陶瓷琉
璃馆。一楼的古齐厅讲述了新石器

时代至秦汉时期陶瓷的发展史，厅
内有新石器时代用于烹炊的陶釜、
战国时期的灰陶鼎等展品；二楼的
古瓷厅展示了自汉代至民国时期的
文物，有“镇馆之宝”北朝青釉莲
花尊、西晋时期的青瓷谷仓罐等展
品；三楼的五色厅则展示了西周至
宋代时期的琉璃发展史；陶艺厅是
全国各地60余位艺术家的作品，其
中有38米长的《陶魂》还原图。除
上述展厅，还有国际厅、国粹厅、
捐赠厅等多个独具特色的展厅，展
品跨越上万年。该馆副馆长战化军
介绍，馆内设有25个展厅，目前已
正常开放20个展厅。

“为营造夜间文化旅游环境，
自12月28日起，展馆会在每周六开
启夜游模式，开放时间延到晚上9

点钟。”战化军说，展馆使用了云

观博智慧系统，游客只需下载云观
博手机软件，扫描展品就可获取展
品信息。

回望陶瓷文化

淄博陶瓷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
器时代早期的后李文化时期，历经
商周、隋唐五代、宋金、明清时
期的发展沉淀，烧制出青瓷、黑
釉、白釉、青釉器物。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在传统基础上，

淄博陶瓷不断创新。如今，淄博
市发 展 为 我 国 五 大 陶 瓷 产 区 之
一。

在展馆，记者见到80岁的尹干
老人。他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兼任陶瓷馆研究员。尹干是中国
陶瓷琉璃馆发展的参与者。2 0 0 2

年，中国陶瓷馆（中国陶瓷琉璃
馆的前身）建成，总建筑面积近1

万平方米，展品3000余件，到2018

年展品达1万余件。2019年初，由
淄博市政府投资，总建筑面积5万
平方米的新展馆——— 中国陶瓷琉
璃馆建成。无论老馆还是新馆，
尹干都参与了展厅布展和展品陈
列。此外，他还为展馆捐赠了302

件作品。

文旅融合发展

“除了参观，展馆还是文化旅
游融合的前沿阵地，正在打造‘研
学游’教育基地。”战化军说。展
馆在地下一层打造了面向中小学生
的陶瓷琉璃体验厅，厅内设置了动
画窗口、与陶瓷琉璃有关的寻宝游
戏等互动环节。如今，中国陶瓷琉
璃馆已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国家
4A级旅游景点、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山东省关心下一代教育基
地和淄博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婷

上万件古今陶瓷、琉璃展品，可使用云观博智慧系统“读懂”

中国陶瓷琉璃馆开启“夜游”模式

小麦精深加工成1 5种专用面
粉，后续产出馒头、面条、饺子、
油条、速冻包子等20多个品种的食
品，其中饺子根据花色、口感等的
不同就有13个品种，成品进入省内
外数十家零售企业的供货商，这是
位于莘县柿子园镇的中益粮业有限
公司的生产场景。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支
持粮食主产区形成农产品加工产业
集群，尽可能把产业链留在县域，改
变农村卖原料、城市搞加工的格局。

中益粮业是柿子园镇近年来推
进“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建设

的一个缩影。柿子园镇是一个粮食
生产专业镇，粮食种植面积长年稳
定在4 . 4万亩，产量基本稳定在4400

万斤以上。然而，“大而不强、多
而不优”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于
是，柿子园镇提出推进农产品初加
工、精深加工和主食加工协调发
展，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2018

年，柿子园镇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
积达到5000亩。面粉龙头企业、食
品加工企业、粮油加工企业加快向
小麦生产基地集聚，食品、粮油加
工企业达9家，其中鲁丰粮油年销
售额2亿元左右，中益粮业有限公
司年销售额3 . 2亿元，基本实现了当

地粮食的就地生产和加工转化。
“我们企业就建在农田旁，上

游与农民合作发展了2万多亩优质
小麦基地，涉及莘县多个乡镇，下
游凭借企业的加工和零售业务，实
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粮头食
尾 ’ 让 消 费 端 与 生 产 端 紧 密 对
接。”中益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蒋
文山说。前不久，蒋文山和县种子
公司的负责人碰了几次面，商讨筛
选适宜当地种植的小麦新品种。原
因是，2019年9月，中益粮业开始生
产速冻包子粉，1 . 5万吨特种小麦全
部购自新疆。“如果咱们本地能种
植这种小麦，不但企业节省了成

本，农民也增加了收入。”蒋文山
说，如今小麦品种筛选已经有了眉
目，今年，企业准备和农民签订种
植协议，“这种小麦每斤收购价能
比普通小麦贵1毛。”

从中粮出来，冬日西斜。寒风
中，青绿色的麦苗顽强地伸展腰
身，为迎接春天的到来蓄积着力
量。“我种的小麦是麦种，每斤1 . 8

元，玉米是高淀粉玉米，给本地的
淀粉厂种的，有协议，每斤 1 . 0 5

元，比普通玉米高0 . 15元。”提起
2019年的收成，55岁的郑庄村农民
李会生脸上挂满笑容。

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

为抓手，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在柿子园镇，优质粮食成
为“香饽饽”。“你们吃的面条、
包子，可能就是用我们柿子园产的
特种小麦做的。”柿子园镇党委副
书记张典琛自豪地说。

柿子园镇小麦精深加工成15种专用面粉，后续产出馒头、面条、饺子等20多个品种的食品

就地一转化 粮食抬“身价”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杨浩 孙方明

讲解员为游客讲解展品。

天气冷，
打机井。

地上人打颤，
地下照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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