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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 蓓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刘家麟

“学会了电脑，我们老年人也能在家里上
网看新闻、聊天了。”家住潍坊市奎文区帝景
苑小区的宋大爷自从参加老年人计算机培训班
后，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近日，潍坊市图书
馆举办的为期四个月的老年人计算机培训班顺
利结束，240名老年人走进课堂学习了电脑知
识。

62岁老人成了电脑“高手”

62岁的宋大爷自从退休后，活动空间也相
对变小了，在家除了看电视，就是看报纸。几
年前，儿子出于孝心，为宋大爷买了台电脑，
想让他通过上网、聊天，打发大把的闲暇时
间。但对于这个“高科技”，宋大爷碰都不敢
碰。

今年6月份，得知潍坊市图书馆开办老年人
电脑培训班后，宋大爷当天就报了名。“现在
我已经成了电脑‘高手’了，每天上网成了固
定的事，看新闻、聊天，我还在‘淘宝’看好
了几件衣服，准备过几天下单。”宋大爷乐呵
呵地说，网络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生
活质量大大提高，思想也变得新潮起来，人也
年轻了许多。

“滴滴……”家住高新花园小区的于守信
老人，熟练地打开QQ对话框与孩子聊天。于守
信跟老伴住在一起,平时孩子们上班都特别忙，
没空过来看他们。如今，老两口申请了QQ号，
想孩子们的时候，就用QQ聊天、视频。

不仅如此，于守信还和参加培训的老人们
结成了朋友。老师黄凤江帮老人们建了一个QQ
群，没事大家就在群里聊聊家常，探讨一下计
算机知识。

踊跃报名学电脑

起初，宋大爷想让儿子教自己，但儿子工
作繁忙只有周末有空。由于宋大爷对电脑一窍
不通，理解慢，儿子在教授时常常显得不耐
烦，没几分钟，就没耐心了。去年，宋大爷终
于鼓起勇气在社会上报了一个电脑初级入门
班，却因为没有基础，年纪大接受能力慢，一
直跟不上老师的讲课进度。

潍坊市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主任黄凤江是此
次老年人计算机培训班的主讲人和发起人之
一。他长期观察发现，在电子阅览室内，不少

老人围着电脑弓着腰指指点点，想通过电脑阅
读报刊杂志，却苦于不会操作，直皱眉头。
“看样子十分想学。”黄凤江说，老年人渴望
掌握计算机知识，却苦于家人工作繁忙没人
教。即便有人教，对老人也是耐心不足。

潍坊市图书馆免费为老年人培训计算机的
消息一经发出，当天上午便吸引了50多名老人
报名。而此次，计划的人数就是50人。老年人
的热情让工作人员措手不及，工作人员以最快
速度在网站发布了停止报名的消息。然而，报
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00人，年龄大都在60至80
岁之间。由于馆里电脑有限，同时也为了更好
地教老人们学习，黄凤江只得把人数控制在240
人，并分成了4个班，每个班每周都有一天的学

习时间。

未来针对农民工免费培训

“了解他们上网的目的是什么，上网想干
什么，是开发课程内容的关键。”黄凤江说，
自己的课件全部是针对老年人现实生活中的实
际需求，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除了基本操作
外，还包括安全与防护、沟通与交流、视听欣
赏、游戏娱乐、网络购物、网上阅读等。同时
根据各个模块在现实应用中所延伸出的周边设
备，如数码相机、打印机、扫描仪、U盘等进
行了详尽的说明。

据悉，此次老年人计算机培训班，是“潍

图公开课”的一部分。潍坊市图书馆在整合社
会资源和社会培训的基础上，为潍坊市民打造
大型公益性培训课，针对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需
求，推出不同的课程。

潍坊市图书馆副馆长王希兆介绍，目前市图
书馆也在积极筹划举办其他一些更加具体化、更
加有针对性的公益培训班。“下一期计划开设进
城务工人员的计算机培训课，网络订票是我们培
训的重要内容，如果都会了的话，今后就不用去
火车站排队了。”王希兆说，农民工像老人一样，
对电脑既陌生又需要。然而现在最大的障碍是，
农民工白天上班，晚上有时六七点才下班，但晚
上上课又怕耽误他们休息，由于时间受限，此次
培训班的时间和形式仍在调研中。

上网看新闻、聊天、逛淘宝，接受电脑知识免费培训后———

潍坊退休老人多了新爱好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高伟仁

占地1 . 5万亩、库容1 . 5亿立方米的国家大二
型水库——— 高崖水库（仙月湖）位于昌乐县最南
端。因高崖水库为省一级水源地，如何发展才能
既保护水源又取得经济增长，成为高崖水库库区
近年来探索的方向。几经调研论证，他们确定以

“山水田园、生态库区”为发展主题，利用高崖水
库及库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将乡村旅游与水源地
保护、造林绿化、艺术文化和社区两区共建相结
合，打造原乡生态旅游区。

“想不到国庆期间能来这么多人，我们这个
小山村也成了旅游景点。”10月28日，高崖水库库
区东白塔村党支部书记张传喜告诉记者，仅有
100多名村民的东白塔村，今年国庆假期涌入大
量自驾游旅客，让昔日冷清的村庄顿时热闹起
来。

然而，此前的东白塔村却是一个普通的小山
村。据张传喜介绍，该村因为建设高崖水库而搬
迁到山岭上，交通极为不便，原先到镇区都要绕
道安丘、临朐，中间需要渡河却没有桥，出去一趟
就要费时3个多小时，“2005年，水库东侧9个村打
通了与高崖水库大坝的连接道路。2008年硬化了
水泥路，今年又在水泥路的基础上铺设了柏油，
交通问题总算解决了。”

记者了解到，高崖水库库区的土地多为丘陵
薄地，含沙量高，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 . 68亩，而且
十地九沟，土地利用效率不高，产出效益低，群众
生活水平无法提高。不过，该地自然风光秀美，生
态环境好。于是，借力良好的生态环境，高崖水库

库区开始将发展的眼光放到乡村游上，力图做到
既能保护水源又能带动周边村民致富。其中，让
游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被定义为
库区乡村游的精髓。

“近年来，库区着力打造沿库风景区，大力推
进以仙月湖两岸12 . 2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荒山、河
流进行绿化美化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今年共

绿化荒山荒沟4000亩，栽植黑松等观赏树木12万
余株。我们因村制宜，结合社区规划建设，传承民
俗文化，挖掘移民文化，以水为媒、以山为脉，以
田为载体、以园为引擎，千方百计招商‘结亲’，将
争取到的资金、项目用于抛砖引玉，先后流转土
地2340多亩，实施了多个乡村旅游项目建设。”高
崖水库库区党工委书记孔德奎告诉记者。

昔日贫穷的东白塔村被纳入规划，建设了以
“观云论道、听泉悟禅”为主题的小白塔民俗文化
村，并被确定为潍坊市“美丽乡村——— 特色村庄”
重点扶持项目。目前，该村已经成立了11户农家
乐。

与此同时，高崖水库库区精心打造了白鹭憩
园、湖畔人家、湖畔十二坊、逍遥水岸、东篱湖畔、
南山农场、荷塘月色等诸多新的旅游景点，将旅
游资源与当地的特色民俗文化结合起来。

位于高崖水库南端的南山农场总面积600
亩，是用一片未利用的荒草地和废旧矿坑开发建
设的。通过开发，南山农场成为一处集优质果品
蔬菜种植、旅游观光采摘于一体的农业示范园
区。“目前，这个农场已投资1500多万元，栽植了
冬枣、大樱桃等经济林200多亩，发展银杏等景观
林和高档苗木80多亩，发展生态农业基地和露天
蔬菜采摘园区100多亩。”高崖水库库区管委会副
主任李海龙说。

为推广乡村旅游，今年国庆假期，高崖水库
库区还推出了主题为“山水田园、生态白塔、乡村
旅游、休闲体验”的免费旅游活动。据统计，国庆
期间，每天有1万多名游客涌入库区游玩，带来近
1000万元旅游收入。“根本忙不过来，一到吃饭的
时候，村子的道路全被汽车占据了。”说起国庆期
间的场景，张传喜依然很激动。

“乡村旅游，社会有需求。眼下，景区的
公共设施尚不完善，随着建设速度的加快，明
年高崖水库库区旅游更能留住游客。”孔德奎
说，我们要将游客2小时游吸引为2天游，让游
客充分体会库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体验最淳朴
的乡村旅游。

库区如何既保护水源又取得经济增长———

山水为媒 生态“生金”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不少游客前往高崖水库库区游玩。

□记者 李 慧
通讯员 刘 涛 李培政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刚收获的大姜在地头就直

接被采购商收购，每亩大姜售价高达3万元。
大姜收获时节，潍坊市峡山生态经济发展区
大姜产区，辛辣清香的大姜气味四处飘散，丰
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姜农的脸上。

10月20日，记者在峡山区大姜主产地之
一的岞山街道看到，整齐划一的片片姜田内，
姜农、劳务队、收购商你来我往，笑声不断，一
筐筐金黄色的大姜被抬到地头过秤装车，到
处是一片收获的繁忙景象。“今年大姜长势很
好，亩产在13000斤左右。”东惺惺村姜农李在
术高兴地告诉记者，他家的姜早已被商户预
订，以每亩25000元的价格成交。

该村姜农王仁刚的大姜也早早地被商户
预订了，成交价高达每亩3万元。他自豪地告
诉记者，他家的姜之所以卖得价格高，是因为
这几年一直与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合作，采用
生物技术种植大姜，并能够给采购商提供专
业的大姜质量检测报告。

大姜价格的持续高扬也带动了劳务市场
的火爆。岞山街道马家屯村村民韩美娥组织
了一支8人的劳务队，这天她正带领劳务队出
工。她兴奋地对记者说：“我们出一亩姜就能
赚1600元。现在粮食都种好了，在家也是闲
着，本来只是想出来忙活挣点钱，没想到还能
赚大钱。现在姜农、收购商都离不开我们，前
后出姜要半个多月。”据了解，像韩美娥这样
的劳务队在岞山街道还有数十支。

“我们对大姜的选种、田间施肥都有严格
要求，定期检测，随时抽查，因此种出来的姜
色泽鲜艳、结构紧密、块大丝少、姜味清香，不
仅营养价值高，而且安全放心。”岞山街道农
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淑顺告诉记者。

峡山万亩大姜

变身“金疙瘩”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共青团山东省委、省

农业厅、省林业厅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山
东省“乡村好青年”评审暨发布会在济南举
办，共评选出“乡村创富好青年”、“乡村道德
好青年”各10名，潍坊市共有3名青年榜上有
名。其中，寿光市大学生村官、东丹河村党支
部书记、蔬鑫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子波
获评山东省“乡村创富好青年”，寿光市营里
镇第一实验小学教导主任王小蕾、诸城市龙
城慈善义工协会会长杨浩楠获评“乡村道德
好青年”。

“寻找乡村好青年”活动由共青团中央发
起。活动开展以来，潍坊市各级团组织共评选
出市级“乡村好青年”23名、县级“乡村好青
年”80名、乡镇级“乡村好青年”620名。

潍坊3青年获评

省“乡村好青年”

□记者 郭继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2日，《海峡两岸交流

基地》电视专题片摄制组到达潍坊，开始了两
天半的拍摄行程。来自台湾中天电视台的摄
制组先后到齐鲁台湾城鲁台会展中心，临朐
县山旺化石博物馆、奇石市场，诸城恐龙化石
地质公园、新郎集团、福田汽车，高密莫言文
学馆、莫言旧居，以及潍坊街景等地拍摄，并
摄制了潍坊朝天锅、肉火烧等地道小吃。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摄制组潍坊拍摄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高密讯 为使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

人子女接受良好教育，顺利完成学业，近
日，高密市残联为478名具有高密市境内户
籍的贫困残疾人子女及残疾学生发放助学补
助金33 . 89万元。其中为355名贫困残疾人子
女发放助学金20 . 03万元，为123名残疾学生
发放助学金13 . 86万元。

据了解，自2012年以来，高密市残联已
为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子女发放助学补助
金51万元，共有660人次受益。

高密发放

帮残助学金

在老年人计算机免费培训课上，一名老人
在认真地学习（资料片）。

□张 蓓 臧运红 田凤云 报道

老师，您辛苦了！
11月5日下午，潍坊市高新区北海学校举行了“励志成长·感恩导航”大型感恩教育活动。现场，孩子们齐刷刷地向老师和家家长深深地鞠

躬，充满深情地拥抱朝夕相处的老师，流着泪水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拥抱默默守护的父母，带着真情说一句句：“爸爸，妈妈，我爱
你们！”

“励志成长·感恩导航”感恩教育活动让师生们获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凝聚了学校的教育力，拉近了孩子与老师、家家长之间的距离。家
长们纷纷表示希望学校多用这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感恩励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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