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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鸿
本报通讯员 董玉龙 庞林涛

7月3日，夏津椹果生态文化采摘节已经
结束，可前来旅游的人们依旧热情未减，一辆
辆车在蜿蜒的观光路上排成了长龙。“炎热的
夏天，到园子里享受难得的清凉，还可以几个
朋友一块野炊聚餐。”来自济南的游客张先生
这样说。据悉，采摘节期间，该县接待游客超
过80万人次。

“夏津的特色在生态、优势在生态、未
来也在生态。我们以绿色发展为统领，五大
发展理念兼顾，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永续
发展之路。”县委书记王春利颇有感触地
说。

生态思维为发展积蓄后劲

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夏津，最大的困难
尚不在经济发展，而在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
一些党员干部进取心不足，工作标准低，作风
拖沓，亟待加压鼓劲，奋力赶超。积弊难除，需
用猛药。干部作风转变年、纠察“小四风”、佩
戴党徽亮身份……一系列活动开展下来，党
员干部精神风貌有了很大转变。

作风转了，思想也要变。该县适时提出了
“突破银夏津，成就金梦想”的目标，突破原来
思想固化的束缚，突破产业粮棉油加工的束
缚，开启了一场“头脑革命”。组织党员干部走
出去，赴深圳、杭州、昆山学习；把高层次专
家、教授请进来，每月举办一场鄃城大讲堂。6
月5日，夏津县长才玉璞又带领着乡镇长和科
局长，赴清华大学开始了一周的学习，让干部
换脑袋、变思路。

“执政一时，不要图一时政绩，要造福万
世。”在这种执政理念下，该县将生态文明纳
入政绩，提出了“绿色就是健康”、“环境就是
民生”、“蓝天就是幸福”的口号。作为生态旅
游强镇的苏留庄镇，就是靠着自己的“绿色生
态”成绩，吸引县里把2500万元的乡村连片整
治资金全部投向该镇，为八个村庄的基础设
施改造争取到了机会。

生态渗入经济发展各行业

“我们加快经济开发区、生态旅游区两个
平台建设，把生态、绿色、低碳、环保渗入到经
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县长才玉璞介绍说，特
别是在项目引进上严把绿色生态、亩均产出
和母公司实力“三个关口”，着重引进“创税
型、科技型、环保型”大项目、好项目。

粮棉油加工是夏津的传统产业，曾一度
被称为笨老粗重。通过科技金融产业融合，
推动企业走绿色生态、低能耗无污染的路
子，整个产业层次也有了大幅提升。夏津仁
和纺织作为2015年全国“节能减排创新型棉
纺织企业”，通过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新材料的开发与应用，致力于节能减
排，每年节约用电500多万千瓦时，节省成
本的同时，也减轻了环境压力。

除了粮棉油加工，新能源、机械制造等无
污染的新兴产业也开始崭露头角。北京金风
科技、中洁能绿碳环保、中电投风力发电等10
余个生态项目在夏津扎根发芽。今年并网发
电的夏津20兆瓦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年发电
量2600万千瓦时，年可节约标煤8800余吨。

在夏津，最突出的绿色生态产业还是黄

河故道森林国家公园。坐拥这样一片宝贵的
资源，该县制定了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
态开发、生态文化、生态经济“五位一体”
的发展模式，并规划了生态旅游、养老地
产、桑产业三大模块。

今年，该县致力于构建“两古两故一线
牵”生态旅游格局，打造马颊河休闲旅游区、
西沙河度假区、卫运河风景区等特色新区域，
各个乡镇、村庄都有自己的发展项目，形成全
域发展生态乡村旅游的空间格局。5月19日，
德百温泉影视小镇项目在夏津黄河故道森林

公园正式签约，为夏津旅游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让群众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在夏津县城西北部，杨柳依依随风摇摆、
观赏荷花含苞欲放、芦苇成片水草丰茂……
九龙口湿地一派旖旎风光，成为许多年青人
拍摄婚纱照的外景地。

“湿地占地1638亩，引入的是污水处理
厂排放出来的水，城市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
成为景观和灌溉用水。”夏津县环保局局长
王和年介绍。除了将生活污水变身生态湿地
的景观用水外，今年夏津又投资5000余万
元，着手建设第二污水处理厂，专门用以处
理工业废水。

为打造水清景美新夏津，为群众提供一
个生态宜居的家园，夏津今年开展了蓝天守
护、碧水治理、绿地提升“三大行动”。他们加
快淘汰落后产能步伐，对重点用能企业加强
监管，统筹做好建筑、交通、公共领域等节能
降耗工作。抓好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和整治，淘
汰10吨以下燃煤锅炉，推广使用清洁能源，确
保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10%以上。完善“治
用保”水污染防治体系，改善水环境质量。启
动碳汇造林工程，完成鲁冀防护林带建设，新
增造林2 . 4万亩。

而更深层次的引导也在大张旗鼓地展
开。德行夏津、城乡环卫一体化、移风易俗、诚
信社会建设、家风建设等一系列活动渐次展
开，倡导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同时，该县在
民生投入上向“一老一小”（养老和教育）倾
斜，关注弱势群体，引领尊老爱幼的风尚。据
介绍，今年全县财政让将重点投向民生改善
方面，争取80%投入民生。

以生态项目开路 让绿色产业先行

生态夏津的突破之路

生态可以是一种执政理念，可以是一种
发展模式，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建设美
丽幸福新夏津”是夏津全县50万人共同的奋
斗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美丽”，然后
才能“幸福”。我们把生态这项功在当代、利在
万代的工程当成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像爱护
眼睛一样爱护生态。”

从2012年初，夏津就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突出地位，坚持“以生态项目开路、让绿色
产业先行”，初步构建起了生态保护、生态修
复、生态开发、生态文化、生态经济“五位一
体”的战略格局，努力打造中国高效生态示范
区。同时，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
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李钟芸 张君洋

为遏制农村红白事的攀比歪风，荣成市
在22个镇街推广“移风易俗工程”，所有村都
成立“红白理事会”，倡树乡村文明新风尚，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的理念成了
越来越多荣成人的共识。

婚宴就在村里办
“以往办喜事大家都想着讲排场，请客都

得去饭店，一场婚宴,没两三万元根本办不下
来。”夏庄镇大夏庄村党支部书记阎廷虎说,

“我们村里有自己的婚宴大厅，原料自己买,
聘请厨师帮着做，亲戚朋友来当服务员，一般
情况下一桌成本不超过500块钱。”

大夏庄村把村里破损闲置的房屋改造成
一个多功能活动室，桌椅板凳、水电炉灶、音
响设备一应俱全，村民办婚宴可免费使用,只
需自带食材就可以了。村民阎翠清的外甥上
个月在村里结婚，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热热闹
闹。“我们一共摆了8桌，热菜凉盘、荤素搭配
16个菜，村里的迎亲队敲着锣鼓迎接新人过

门，省钱又省心。”阎翠清说。
现在村里有结婚的，都提前抢着跟红白

理事会打招呼，让他们来操办。“我们红白理
事会有11个人，由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给
谁家办事都是一碗水端平，不图回报，我们为
的就是村里的好风气。理事会办了30多家婚
宴，家家都满意。”阎廷虎说，

骨灰入“堂”不花钱
6月26日，崖头街道石桥子社区居委会主

任王兴贵带着记者走进离海边不远的一处小
院，院子面朝大海，院内松柏掩映，宁静而整
洁。“这是我们村的灵堂，一共3间房,只占半
亩多地。村里乡亲们去世后骨灰全安放在这
里，现在放了200多个骨灰盒。”石桥子社区居
委会主任王兴贵说。

“原先村子坟头零散，占地面积大，与村里
发展规划不适应，村里就提出了设立灵堂的想
法。灵堂统一殡葬仪式、统一安放骨灰，使用灵
堂不收村民一分钱，平时的骨灰盒存放也不要
钱，还有专门的地方烧纸。这样一来，不仅节约
土地，还给村民减轻了负担。”王兴贵说。

一开始村民并不买账。大家都认同“入土

为安”的老传统，认为厚葬是儿女尽孝的方
式，将骨灰迁到灵堂，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委
屈了先人，过不了自己的感情关。

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挨家挨户做工
作，将丧葬移风易俗的倡议写进了理事会章
程。理事会还加大对“厚养薄葬”理念的宣传
力度，“老人在世，子女好好孝敬赡养，比老人
过世后再大操大办有意义得多。”慢慢地，村
民的丧葬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村民王波双亲
的骨灰就安放在灵堂里。“一开始担心灵堂环
境不好，后来看到村里有专人负责看守和打
扫，我们十分放心。”王波说，灵堂就跟老辈子
的祠堂一样，村里一个家族的人去世后放在
一起，很有归属感,祭奠也方便。

“现在村民的丧事都在这里办，除了一些
必要的开销，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办个体面的
仪式。再说村里防火的压力也没有了，也不用
一天到晚看坟头了。负担减轻了 ,大伙都高
兴。”王兴贵说。

推行“树葬”护自然
在崖头街道碌对岛村的海边，有一片100

多亩的松树林，松涛海浪笼罩着一片安宁。这

里是碌对岛村逝者安葬的地方，没有豪华的
墓地,没有硕大的墓碑,外观就是一片松林。

这就是碌对岛村大力推崇的“树葬”：不
立坟头、不立碑，让去世的乡亲们回归大地,
与绿树和大海为伴。凡纪念日和重要节日，村
民来这里为亲人送上鲜花、水果，或种植绿植
以示哀思。

提起树葬的初衷，碌对岛村红白理事会会
长宋玉芬说，“树葬既不占用土地，还搞了生态
绿化，保护了环境，一举两得。一开始群众不认
可，我们红白理事会除了反复做工作外，也给
了一定的奖励。”宋玉芬说。为了尊重群众的意
愿，推行树葬，不满三年的新坟可以有低矮的
坟头，超过三年的才平坟。为了便于逝者亲属
辨认，他们在埋葬逝者的位置栽种龙柏等绿植
来作记号，平时树林有专人看管和防火。

在满山的坟头与满目苍翠的一派生机之
间，村民们慢慢转变思维，现在都十分认可。
村民于东民说：“以前农村家里老人去世了，
大家认为谁花钱多谁就是孝顺，现在大家都
推行树葬，相互攀比的现象没有了，花销就少
了。树林就在村南，不用跑到30里外的地方购
买公墓，还可以节省一大笔钱。”

“红白”新风看荣成

■书记点评

生态统领“美丽幸福”建设
夏津县委书记 王春利

□记者 晁明春
通讯员 袁致甲 朱恒彬 报道
本报章丘讯 地方攀上“高亲”，何愁发

展无门——— 随着7月2日章丘市市长刘天东和
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的两双手紧紧握在一
起，章丘市与山东大学《文化领域合作协议
书》及在此框架下同时签订的《文化创意创新
产业园合作协议》和《在线教育研究院协议
书》，正式签字生效并进入实施阶段。

“通过校地合作，章丘将借力山东大学丰
富的人才资源和强大的科研优势，培育高层次
文化人才队伍，打造文化创意创新产业园，为
章丘文化强市建设注入强大动力。”章丘市市
长刘天东介绍说。按照协议，“山东大学章丘文
化创意创新产业园”一期面积不少于2万平方
米，章丘市将为此每年设立产业园项目扶持基
金，用于支持山东大学入园项目。双方以山东
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为重要平台，采取学术交
流、艺术创作等多种形式，开展“龙山文化”、

“章丘民俗”、“传统村落”、“特色小镇”等具有地
域特色的文化资源及相关产业调查研究与策
划，为章丘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国内外资源引
入、项目规划及孵化管理等服务。

同时，双方还将共建山东大学在线教育
研究院。山东大学将在教育培训、教育孵化、
科学研究、咨询服务、成果转化、创新型应用
人才培养等方面，和章丘市积极探索高校与

地方人才培养、产学研深度合作的新机制、新
模式。按照规划，“山东大学章丘文化创意创
新产业园”将在三年内建成国家级重点文化
创意产业园，并积极争创国家“双创”示范园；
通过对在线教育全产业链研究，力争三至五
年内将山东大学在线教育研究院建设成为全
国地方城市发展的重要“智库”。

“千年古县的文化底蕴及文化基础设施

的完备，是我们愿意联手章丘共谋文化合作
的主要原因。”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表示。
据了解，章丘市近年来大力实施文化强市战
略，坚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并重，制定
了一系列推动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构建起
文化事业均等化、文化产业品牌化的发展格
局。该市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县(市)、中国
书法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荣誉称

号。目前，济南东部最大的文化综合体章丘市
文博中心项目已投入使用，银江智谷、蓝海领
航、复华未来世界、山东省电子商务园区等一
批文化产业重大项目也相继落户。

“章丘每年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资
金纳入财政预算，且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
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
幅度，同时设立了文化产业专项扶持资金。”
刘天东告诉记者，下一步双方将联合开展李
清照文化学术研究，共建“李清照研究院”，并
将积极推动山东大学在章丘市的考古挖掘。
校地双方还将联手孵化一大批适合章丘水土
的新型文化创意经济体及创意产业公司、创
意文化产品，实现资金聚集、人才聚集、创意
产业聚集和信息互联网应用技术的聚集，推
动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与山大合作创办文化创意创新产业园和在线教育研究院

章丘文化强市建设加快步伐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王妍 李栋 报道
本报招远讯 7月8日，玲珑轮胎荣获“中国出口质量安全

示范企业”称号授牌仪式在招远市举行。经国家质检总局批
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被第一批授予“中国出口质量
安全示范企业”荣誉称号，玲珑轮胎也成为全省第一批获得该
荣誉称号的8家企业之一。

“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被业界誉为“出口免验”的
升级版，是国家质检总局授予出口产品领域关于质量方面的
最高荣誉。参选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均处于领军地位，企业产
品科技含量高，拥有著名商标和自主品牌，产品质量享誉国内
国外，是中国出口企业的佼佼者。

目前，玲珑已成为国内轮胎行业产品系列最全、出口创汇最
高、新产品开发最多的民族轮胎企业，连续多年入围世界轮胎企
业20强，出口产品合格率连续十年达到百分百，品牌价值多年位
居国内轮胎行业首位。其高质量的产品得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
消费者，以及近60家汽车厂商的认可，并进入世界级汽车制造商
的全球供应商体系。在国际贸易壁垒不断、行业出口持续下滑的
环境下，玲珑逆市飞扬，2016年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19 .26%。

玲珑轮胎董事长、总经理王锋表示，获得“中国出口质量安
全示范企业”称号后，玲珑将继续完善质量体系建设，开发出更
高品质产品，同时坚持品牌战略，加快推进国际化品牌运营。

玲珑轮胎入选“中国
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

□通讯员 万照广 徐志瑞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7月12日，记者从薛城区住建部门获悉，今

年上半年，成功为建筑业农民工追薪2046万元。
为破解辖区农民工平时务工忍气吞声，中秋、春节集中讨

薪的怪圈，该区抓早、抓小、抓源头，全面抓好建筑业农民工工
资发放监督管理，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欠薪难题。

该区坚持每月召开一次由区住建、人社、公安等八部门主
要负责人参加的农民工工资清欠联席会议，通报情况，分析问
题，研究措施。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总体要
求，对城市规划区内工程项目发生拖欠问题的项目，由住建部
门负责协调处理，镇街属地建设工程由镇街主导处理，业务主
管部门进行业务指导；对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
程项目，由工程项目指挥部统一协调解决。通过镇街部门协同
推进，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推动了清欠工作的开展。

从严惩戒是该区强力追薪的一记“杀手锏”。据介绍，以排查
建筑企业农民工工资拖欠为重点，该区严格农民工资专项检查
活动。对已形成的拖欠工资，结合实际情况，能解决的督促各企
业立即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要求在劳动保障监管部门法定时
间内解决。对恶意拖欠、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或逃避支付的，发
现一起通报一起、处理一起；对达到法定数额且经责令支付仍不
支付的，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办，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该区多数参建企业能够及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因工资拖欠造成农民工上访次数比去年同期下降近40%。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

薛城为建筑业农民工
追薪2000余万元

□记者 肖芳
通讯员 吕树明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进入7月，莱西市南墅镇

经委的工作人员为注册一个特殊而重要的
合资公司忙碌异常。这个公司源于两个月前
莱西市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诺贝尔奖
得主、“石墨烯之父”安德烈·海姆签署的《合
作备忘录》。安德烈教授将通过潜在的技术
转让、合资、许可、研发等方式，与莱西合作
共建石墨烯合资公司，预计2017年1月9日前
试生产。

据悉，该合资公司落户的南墅镇，素称

“中国石墨之乡”，境内已探明石墨矿石储量
1 . 7亿吨。建于建国之初的南墅石墨矿，曾是
全国石墨行业的龙头企业，产品远销美国、
日本、印度等56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到了2006
年初，南墅石墨矿却因市场和经营问题宣布
破产，5000亩矿区就此闲置。

为推动石墨产业转型升级，2015年，南
墅镇投资3亿元建起石墨新材料创业中心。
目前，该中心已进入企业14家。其中，美籍华
裔科学家、国际知名石墨烯专家萧小月博士
投资1亿元兴建的青岛德通纳米技术有限公
司，年产3000吨高品质石墨烯导电导热剂，

是长江以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石墨烯生产线，
也是青岛市第一条石墨烯产业化生产线。

然而，莱西并不满足于此。为抢占石墨
烯产业发展全球制高点，今年3月，市考察团
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拜访了安德烈·海姆教
授，就在莱西建立合资公司事宜进行了洽
谈。经与安德烈教授洽谈，莱西市将为合资
企业提供投资、优惠政策和支持，德通公司
将建立安德烈·海姆博士工作站，以曼彻斯
特大学及其国家石墨烯研究院为基础，从合
资公司选派博士生留学培养，并共同开展合
作项目的研发。

联手诺贝尔奖得主、“石墨烯之父”安德烈·海姆教授

莱西倾力打造石墨烯产业

蓬莱进京擦亮
“仙境”名片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高林 报道
本报蓬莱讯 “仙境蓬莱”首都亮“名片”。7月12日，由蓬

莱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神仙日子 蓬勃未来”——— 2016蓬莱
（北京）招商引智暨城市形象推介会在北京举行，吸引了央企、
大型国企、行业龙头企业、跨国公司及高校科研院所等200多
名代表参加活动。

在推介会上，蓬莱方面介绍了当地历史文化、生态环境、
区位交通、产业优势，并向各界人士发出邀请，欢迎前来旅游、
居住、创业、发展。该市还以“神仙日子·蓬勃未来”为主题对旅
游、葡萄酒、投资置业环境进行了重点推介。在旅游推介板块
中，主推“到蓬莱，过神仙日子”的度假理念和“慢、静、闲”的生
活方式，针对北京游客推出蓬莱旅游专属线路。

蓬莱素有“人间仙境”的美誉，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
起点和东方神仙文化的发源地。多年来，蓬莱致力于打造“人
间仙境、美酒之乡、休闲天堂”的城市品牌，已拥有蓬莱阁、三
仙山·八仙过海5A级景区2个，A级景区9个，各类景点40多处，
是山东省唯一拥有2个5A级景区的县级市，年接待游客接近
1000万人次；先后发展葡萄酒生产企业70多家，优质酿酒葡萄
基地16 . 8万亩，引进法国拉菲、君顶等中外知名精品酒庄30多
个，成为“世界七大葡萄海岸”之一和中国葡萄酒名城。

□孙德才 相丽 报道
本报临沭讯 “去年11月，临沭发生50年一遇的特大雪

灾，我的合作社部分养猪棚发生坍塌，50多万的经济损失曾让
我一度陷入困境。这100万的贷款不仅挽回了我的损失，还给
我带来了40多万的净利润。今年贷的150万马上也要批下来
了，规模又可扩大一倍。”6月12日，临沭县惠康黑猪养殖专业
合作社的负责人李大生高兴地说。这得益于临沭县农业综合
产业化经营贷款项目担保基金项目。

为建立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本的长效机制，国家从2015
年度开始试点农业综合产业化经营贷款担保基金项目。因全
省扶贫开发小额贷款示范县的先进经验，临沭成功争创这一
项目，并成为全国唯一的试点县。去年10月，该县财政足额配
套资金300万元，加上国家、省、市安排农发资金700万元，共计
1000万元，设立了临沭县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贷款
担保基金，担保基金存入担保公司专户管理、使用，明确贷款
规模达到基金总额的10倍以上。

□胡新广 李莹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丝绸路街道微信公众号推出“听音频 学

党章”专栏，每天用音频播放一段6分钟左右的学习内容，这一
新鲜的学习方式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喜爱。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丝绸路街道党工委将新媒体
搬上了“讲台”，充分利用微信平台及时性、互动性和便捷性等
特点，搭建起“指尖上”的学习教育平台。街道打破传统会议室
学习模式，利用“微党课”的形式，变照本宣科学为微信随身
学；“学教一线”的做法，能及时发布各基层党组织的最新动态
和创新做法，在各基层支部形成了“互学互比互促”的浓厚氛
围；利用“互动平台”还可征集党员的意见建议，开展交流讨
论，展示学习心得。

临沭试点贷款担保基金
“输血”农业开发

周村丝绸路街道：

打造“指尖上”的党员教育平台

□董玉龙 报道
夏津黄河国家森林公园内，游客在槐林狩猎场游玩。


	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