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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3日。昨
天下午下起雨，儿子高兴地
拿起雨伞，在路边玩。这阵
子可把人热坏了，终于要凉
快了。

（快拍365天，第235张
作业。）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兴军

7月3日上午，潍坊科技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毕业典礼上，2011级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刘松
昊从老师手中接过了“商院信使”的证书。
“把从学院学的知识在公司应用，把创业的感
悟带回学校，传递给学弟学妹们。”刘松昊
说，去年底他成立了腾飞网络科技公司，开始
了创业。如今，公司发展到6人，已开始盈
利。

刘松昊格外感谢辅导员于建春，“他鼓励
我们实习，帮我们联系公司。也正是在网络公
司实习的经历，让我有了创业的机会。”

创业也得到了学校的扶持。潍坊科技学院
为刘松昊在寿光软件园提供了2间办公室，免
除3年房租。“以后学弟学妹去我公司实习，
我肯定尽力而为。”刘松昊称。

自主创业的刘松昊成为潍坊科技学院的优
质就业生之一。

据该学院校企合作与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
金宝介绍，2014年该校有毕业生4343人，截至
6月30日，已就业4301人，其中优质就业（包
括升学、签订就业协议书、自主创业）2402
人，占毕业生人数的54 . 12%。

想就业，先有“实战”技能

“亓老师，给推荐几个学生吧。”“不好
意思，我们的学生都被招走了。”这段时间，
亓延凤没少接到类似的电话。

亓延凤是潍坊科技学院贾思勰学院园艺专
业老师，也是一班、二班的辅导员。一班有24名
需要就业的学生，在年前就全部签订就业合同。

“现在我们的毕业生供不应求，来8家企
业也就2家能招到人。”贾思勰学院党支部书
记肖万里说。

“这是学院实施适合的教育后取得的成
果。”张金宝称，作为地方职业院校，潍坊科
技学院更注重培养学生“实战”的能力。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教，是潍坊
科技学院提升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实现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创新杯”电
子设计大赛、机电产品创新大赛、会计信息化
大赛等比赛中，该校学生获得特等奖、一等奖
等200多项奖励。“学院收获了荣誉，学生提
升了能力。”张金宝说。

在肖万里看来，寿光当地丰富的资源为学
生提供了“实战”的机会。每年一度的菜博
会，就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学生
可以直接为菜博会服务，园林景观、蔬菜景
观，都可以直接参与和领会。植保专业的学生
可以从育苗到管理全过程参与，还能学到最新
的技术。学生还可以参加国家层面的会议，
听、看、研究。”肖万里说。

出了校门就是大棚，培养了农学院学生的
动手能力。学生李国栋专业课成绩名列前茅，
在大一时，他就熟悉了西红柿的授粉，参与了
西瓜、黄瓜的育苗。今年他被青岛一家知名农
业公司聘任。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树强说，潍坊科技学
院走应用型大学之路，注重校内打基础。

2014年，潍坊科技学院被解放军总参谋
部、国家教育部确定为定向培养直招士官试点
高校，电子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两个专业列
为招生专业。“学生合格毕业后即可进入军
队，相当于提前找到了婆家。”潍坊科技学院
教务处处长李广伟说。

想考研，有专门辅导办

贾思勰农学院应届毕业生徐炜南，以初
试、面试均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西北大学农
学院读硕士研究生。“他一开始就想从事专业
研究，我们老师也很支持学生往上走一步。学
生有需求，我们想方设法支持。”肖万里说。

亓延凤的一班53名学生，有31名想考研，
29名被录取的都是第一志愿，其中不乏名校，

如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等。

邱静是贾思勰农学院园艺专业大二学生。
当年，高考成绩不太好。“听说这里管理严
格，考研率高，就来了。”邱静说。

据李广伟介绍，潍坊科技学院自2008年招
收第一届普通本科生以来，适应本科学生的实
际需求，组建了专门的考研辅导办公室，积极
帮助学生实现“考研梦”，2012年首届普通本

科毕业生考研率30%，2013年达到了35 . 6%，
其中两个宿舍的12名同学全部被国内知名高校
录取，被媒体誉为山东考研史上“最牛寝
室”。2014年，该校考研录取人数占毕业生总
数的3 2%，其中贾思勰农学院考研率高达
64 . 29%，化工与环境学院考研率达58 . 06%。
录取学生中，33名同学被山东大学、中国海洋
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20余所国家211工程和
985工程院校录取，占录取学生数的16 . 3%。

走出校门，就是优秀的人

如今，潍坊科技学院毕业生王波、卜彩
霞、孙静分别是环球软件科技公司的研发部经
理、质保部经理、信息化工程分公司经理。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在校时到公司实训、实
习，毕业后通过激烈的竞争加盟到了环球软
件，又经过勤学苦练和几年的基层学习、历
练，最终成长为企业的精英。

王波是潍坊科技学院2004届软件学院的毕
业生，基于软件学院是中印合作办学、双语教
学的优势，王波拥有较强的英语翻译能力，到
公司上班后他还充当了公司印籍员工的翻译，
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孙静是2008届优秀毕业生，个人更喜好市
场营销工作。经过初试、复试等严格考核，孙
静从60多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越是困难我
就越想挑战。我永远也忘不了拿下第一笔订单
时那种兴奋的心情。”孙静凭着自信、乐观、
积极的心态和对销售工作的热爱，经过打拼，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部门经理。

借力潍坊科技学院关于大学生创业的优惠
政策，学生在软件园自主创业的也很多。软件
学院的在校生武召君创办了寿光飞翔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贾思勰农学院的朱昌龙创办了寿光
市沃佳园现代农业推广中心，外语学院在校生
董松松创办了潍科飞翔旅行社有限公司。

利用软件园社会企业和飞翔集团校办企业
为学生实习实训提供保障，成为潍坊科技学院
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强化了
毕业生的就业创业通行力。

今年毕业生就业率达99%，本科生考研录取率连续3年达30%以上。

潍坊科技学院探索适合的教育，让学生———

就业有岗位，深造有机会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李倩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自主研发的黄瓜新

品种“新津11号”通过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截至目前，寿光已有7个农作物品种获得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新津11号’温度适应性好，在低温和高温
下都能生长健壮。商品性好，高产期长，抗病能力
强，对霜霉病等病变有较强抗性。种子价格低，相
当于同类进口种子的一半。”新世纪种苗技术经理
桑祥英介绍，目前“新津11号”推广面积达到5万
亩左右，自上市不足1年时间，这类种子的销售量
已经超过6吨。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张永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从7月1日起，寿光市防伪印章刻

制价格由原来每枚266元调整为树脂印章每枚200
元、普通光敏印章每枚160元。加急由原来24小时
取每枚加收60元，调整为12小时取每枚加收60元。
这是记者从7月11日寿光群众意见建议办理情况第
八次集中答复会上得知的。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有单位反映
寿光的印章价格比潍坊市其它县市区价格高。寿光
市物价局立即组织人员到潍坊周边县市区进行了调
研。调研发现，潍坊市其它县市区印章刻制基本是
光敏材料、塑像材料两种。光敏印章诸城最高为
260元每枚，临朐最低为160元每枚，多数为200元
每枚。寿光印章刻制是树脂材料、光敏材料两种，
塑橡印章早已淘汰。

寿光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说，寿光印章刻制机
器是2009年从美国进口的，当时全省仅有3台。刻
制印章的主要材料都是从美国进口，成本较高，刻
制的印章不仅精细，且具有防伪功能，每个印章中
心五角星上都具有不同的纹络，如同人的指纹一
样。原印章价格是2009年经过成本核算，并参照青
岛（278元/枚）的防伪印章价格确定的。

对经营服务性收费，寿光坚持在潍坊市“服务
最优收费最低”的原则。如今，寿光市物价局责成
印章中心压缩经营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
效率，对防伪印章制造价格进行了重新确定。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7月11日，寿光市全域化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动员大会召开。今年
省政府计划在5个试点县市开展全域化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其中寿光被确定为蔬菜试点。

全域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流程主要
包括：建设蔬菜质量追溯总操作平台；给种植蔬菜
农户配备IC卡，采集种植户相关基础信息，制作
农户信息卡；村头地边蔬菜市场、合作社和蔬菜生
产加工企业配备扫描一体机和二维码，对每批菜完
成称重和包装后,运用扫描一体机扫描农户卡和包
装箱二维码；由市级主管部门统一为上市主体发放
带有二维码的产地证明；蔬菜运销商发车前，利用
手机下载软件扫描产地证明并点击启运，带有产地
证明的蔬菜运达目的地后，蔬菜运销商点击到达，
输入交货地点，完成蔬菜运输，目的地市场或消费
者通过智能手机扫描蔬菜包装上的二维码，即可查
询包括生产蔬菜的农户、蔬菜品种、数量等蔬菜产
地一系列追溯信息。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孙 明

水稻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0亩到现在的1000
多亩、西瓜种植从不足百亩到今年的3000亩、
红高粱从1200亩到今年的1万多亩、新种油葵
300多亩……在寿光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一
些新鲜的作物陆续落户这片盐碱地，打破了过
去只有棉花的单一种植模式。寿北，曾经的
“北大荒”，农业新花样正在逐年增多。

郭井子西瓜就是甜

“甜、沙瓤，和小时候吃的一个味。”6
月26日，品尝到双王城郭井子村的西瓜后，52
岁的王大明不住地称赞。

种西瓜是“被逼出来的”。近年来，棉花
价格连年走低，人工成本持续走高，种棉花收
益越来越少，在盐碱地上种点别的成了郭井子
村民的一个心愿。去年春天，曹振桓、曹怀志
联合本村的曹振滨、曹国宗、曹国春，试种了
近百亩露天西瓜。

没想到效果出奇地好。盐碱地上长出的西

瓜不仅不易得病，口感还格外好。曹怀志认
为，寿北的土地虽然盐碱化程度高，但土壤的
含钾量比淡水土壤高，因此种出的西瓜品质
佳，籽少，瓜瓤松脆，甜度较普通西瓜要高一
两度，能达到14度。更重要的是，盐碱地不生
根线虫等病害，西瓜不需打药、浇水，降低了
种植成本。

今年，郭井子村西瓜种植面积一下子增加
到了3000亩。曹怀志估计，按1亩西瓜保底产
量2500公斤算，每亩西瓜净利润能达到2000元
至3000元。1亩西瓜相当于3亩棉花，而且还可
以在西瓜地里套种玉米。

油葵“闪亮”盐碱地

6月25日，在双王城的寿光国际生态农场
里，占地300亩的油葵花开正盛。

“这些油葵植株相对较矮，大约高80厘
米,主要用来榨油。”生态农场项目管理人员
徐守道说：“我们这里属于盐碱地，以前都是
种棉花，种油葵尚属首次。从现在的长势看，
油葵种植基本上成功了，估计亩产约550公
斤。”

徐守道称，原来种棉花时，这里一亩地的
纯收入为500元左右，而现在种植油葵，预计
一亩地的纯收入为700元。除了能增加收入
外，油葵还比较耐盐碱、抗倒伏，具有改良、
优化土壤的作用。

据徐守道介绍，油葵的生长期约为四个
月，管理比较简单，除了花蕾期至灌浆期对水
分需求较多、遇旱时要适时浇水追肥外，基本
上不用管理。另外，油葵不容易生长病虫害，
收割时全部采用联合收割机，省时省力。如果
早点播种的话，一年还可以种两茬。

“目前还是实验阶段，如果种植成功的
话，油葵将是寿北农业的又一个新方向。”徐
守道说。

立体生态模式种植水稻

青青的秧苗浅浅的水，鸟儿驻足或者低
翔。在牛头镇村附近的一片稻田里，人仿佛置
身江南。

“从种棉花到种水稻，确实有难度。但我
们去年积累了经验。”稻田管理人员马文远告
诉记者，去年他们试种了10亩水稻，引进了

200万株名为“徐稻5号”的水稻品种，一亩水
稻产量到了500多公斤。

稻田负责人马秀谦称，他们采用立体生态
模式种植水稻，肥料全是鱼塘的淤泥和生态有
机肥。而水稻插秧后的两三个月里，稻田里还
放养着河蟹。“一点化肥农药不用，种出来的
水稻是无公害的。”马秀谦说，这样不仅水稻
长得好，还能起到生态平衡的作用。

“这种大米香甜，熬出的粥黏糊，特别好
喝。”马秀谦说，他们的大米1公斤能卖到40
元，还供不应求。今年他们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600亩。

“困难主要是土地平整难度大，高一点，
凹一点都不行。”马文远说，去年种的少，水
稻收割机都不愿意来。也因为种的少，附近没
有加工厂，只能去利津加工。今年，随着面积
的扩大，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现在马秀谦
成立了德信农业合作社以及昶德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带领当地百姓一起种水稻。

在双王城水库南面，也有200多亩的水
稻。“种树没有成活，试一下水稻，我们经常
换水，确保秧苗正常生长。”稻田的管理者刘
振海说。另据了解，寿光国际生态农场今年也
试种了300多亩的旱稻。

盐碱地上长出稻米、西瓜、油葵等新作物

寿北农业：破解单一种植难题

□石如宽 董科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市交运汽车站日前被省交通

运输厅评为国家一级客运站。
寿光市汽车站按照国家一级客运站标准设计建

设，占地72亩，总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硬件设
施设备齐全，设有一卡通车辆管理系统、微机联网
售检票系统、酒精人脸识别仪、行包安检仪、高清
监控、超大电子显示屏等智能化管理设备及交运超
市、综合服务处、重点旅客候车室、无障碍通道、
残疾人服务设施、医务室、盥洗室和饮水室等便民
服务设施。各项指标均居全国县级前列，属全省客
运行业标志性建筑。

在完善服务设备设施的同时，该站进一步强化
内部管理，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改进服务质量。
目前，该站共有进站经营客车400辆，运营线路92
条，日发班次1000个，运力结构合理，年日均发送
旅客11000人。

寿光汽车站获评

国家一级客运站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周晓晴 报道
本报寿光讯 7月9日上午，两艘装载集装箱的

货轮驶入寿光港，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集装箱被
缓缓吊到了码头上，这标志着寿光港集装箱业务正
式启动。

寿光港于2013年3月开工建设，当年8月8日开
港。港口一期工程占地4600亩，沿小清河岸线总长
约2200米，共建设13个5000吨级泊位，其中多用途
泊位6个(含集装箱泊位2个)，液体化工泊位7个，
同时配套建设道路、堆场及后方物流园区。目前，
6个多用途泊位已全部建成投产，3个液化品泊位已
竣工并计划于今年9月底投产，年内可实现13个泊
位全部建成投产。

2013年开港后，寿光港年货物吞吐量突破100
万吨，今年预计年吞吐量可达400万吨。港口现已
开发货源包括铝矾土、酥石、煤炭、粉煤灰等。

寿光港集装箱业务

正式启动

蔬菜从产到销

将全程可追溯

一黄瓜新品种

通过省审定

刻枚防伪印章

便宜了66元

丁海俊的

蔬菜创意摄影

↓2013年9月17
日，天晴。我心中美
丽的杭州西湖一景：
文明行车，文明让
行，文明行走。

（快拍365天，
第260张作业。）

2013年2月28
日，天晴。春天来
了，春天的早晨是新
鲜的。

（快拍365天，
第59张作业。）

□石如宽 报道
大棚是潍坊科技学院农学院师生最好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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