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明
本报通讯员 谭芳 凡芹 玉平

4月27日清早，东营市木子庄园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敬正忙着将几十只
观赏鸡赶往5号温室大棚。“去年新上了6个
温室大棚，全部种植了西红柿，由于鸡吃大
棚里的虫子和杂草，粪便可以用来当作肥
料，所以在西红柿成熟之前，可以将鸡散养
到大棚内。”李国敬介绍，随着西红柿逐步
进入成熟期，“鸡仔们”的“战场”又将转
移到果园。

作为山东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生，李国敬是
一名“新农人”。2015年，出于对家乡的眷恋，他
放弃了城市轻松体面的工作机会，回到了广饶
县李鹊镇段家村，创办了木子庄园，专注于特

种观赏鸡养殖和生态农业建设。
从最初的8亩地到现在的200亩；从开始

的仅仅培育养殖观赏鸡，到后来发展高端苗
木种植、现代化温室大棚、名优特果园、家
禽养殖、金蝉养殖，李国敬打造了一处集休
闲观光采摘、特色家禽品种私人订制于一体
的高科技农业示范基地。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高素质农民是
重要支撑。“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新农人”逐步成为农业产业化的
致富带头人。而一辈子与土地、农作物打交
道，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土专家”，也活跃
在田间地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群众答疑
解惑，带领农户接轨现代农业。

稻庄镇淄水现代农业产业园内，一座座
现代化温室大棚排列整齐、矗立田间。在以

草莓种植为主的园区里，广饶沙亮果蔬种植
合作社种植的西瓜显得有些“异类”。七个
西瓜大棚里，只见绿油油的西瓜藤蔓沿着挂
绳爬到了一人多高的空中，一个个小巧玲珑
的西瓜吊挂在瓜藤上，很是可爱。合作社理
事长侯永安介绍，这些“袖珍”西瓜将于5月
份陆续上市，全部实行订单销售。

今年60岁的侯永安年轻时从事水产养
殖，后来零散着承包土地种粮食。去年，在
稻庄镇淄水现代农业产业园承包了400亩果
园、1500亩粮田和7个温室大棚。虽然每天“土”
里来“泥”里去，但是侯永安一直坚持科学种
田，参加果蔬种植培训班，阅读农业专业书籍，
邀请农技专家实地指导，购买先进的农业机
械，大胆进行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不仅
把自家的果蔬种好，还积极引导、帮助周边农

户依靠科技致富，被群众称为“土专家”。如今，
他又把原本在轮胎厂上班的女儿女婿“招”来，
当起了自己的“接班人”，培养他们成为新一代
职业农民。

近年来，广饶县通过赴高校重点培养提
升、外出观摩学习引领发展等方式，不断发展
壮大适应现代农业需求的高素质“新农人”队
伍，促进高素质农民在挖掘产业特色、推进产
业融合、强化主体协作、运用先进农业科技等
方面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助力“新农人”成为乡
村振兴的主力军。如今，广饶县每年拿出3000
万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和8000万元乡村振兴
富民资金，专项用于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并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打通新时期农民
职业化发展“晋升通道”，全县已有61人次获得

“职业农民”职称。

□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徐淑霞 唐静静

“100年前的7月，天气炎热，浙江嘉兴
南湖的湖面上，飘荡着一条并不起眼的游
船。13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代表全国各界57
名共产党员，在船上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4月10日，东营市东营区一中
教育集团史口分校美术教师孙永强走进史口
社区，边展示自己创作的党史系列剪纸作品
边向群众讲述党的历史。作为东营区党史宣
讲“文艺轻骑兵”的一员，只要有时间，他
就会带着作品一头扎进群众中间进行宣讲展
示。今年以来，孙永强已创作两百余幅相关

主题剪纸作品。
“扎根基层，服务百姓”，党史学习教

育中，东营区将党课与诗歌朗诵、音乐小
品、歌舞表演等节目进行有机整合，组织文
艺志愿者成立“文艺轻骑兵”，面向基层文
化需求“走出去”“走下去”，已开展艺术
性宣讲、文化活动400余场次。

“一颗红色信号弹，把漫长的黑暗洞
穿，让反动派的美梦破碎。从此，井冈的翠
竹炮声隆隆，赣南的红旗迎风招展……”每
天下午，东营区黄河路街道玉景社区的活动
室里都会响起“党史颂”主题朗诵的声音。
许多走进社区办理业务、健身娱乐的居民都
会坐下来聆听一段朗诵再离开。“东营区朗
诵艺术家协会玉景分会成立还不到半个月，

已有20多名会员加入到‘文艺轻骑兵’队伍
中，利用业余时间走到群众中间送党史学习
教育主题优秀朗诵艺术作品，与群众一起学
党史、接受教育。”该协会组织负责人王晓
丽介绍，接下来，协会将创作和推广一批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朗诵艺术作品，凝聚声音
魅力，让每名会员都成为鲜活的红色党史传
播员和红色文化宣讲员。

东营区是吕剧故乡，来自二十多个庄户
剧团的近百名演员作为“文艺轻骑兵”队伍
的戏曲队成员，围绕建党100周年主题创作并
排练了吕剧小戏《坚守》、吕剧戏歌《路》
等作品，并将演出送到田间地头、农家小
院，以群众喜爱的吕腔吕韵传承红色革命精
神。东营区还是一片诗意栖居的文学土壤，

本土作家刘英亭、商瑞娟等创作了长篇小说
《暗斗》、中篇小说《风过白村》等大量优
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书刊、广播剧等形
式走进千家万户，带领广大群众学习党史理
论、英雄事迹。在风景优美的黄河口作家
村——— 东营区龙居镇林家村，经常举办的各
种文学沙龙、作品赏析等活动吸引了到附近
休闲旅游的群众，大家在徜徉于文学殿堂的
同时学党史、悟思想。

“目前，全区已有300名文艺志愿者加入
‘文艺轻骑兵’队伍。他们活跃在城乡，以
戏曲、书法、美术、摄影、文学、音乐、朗
诵等形式普及党史知识，推动了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东营
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李冬梅介绍。

□记者 李明 贾瑞君
通讯员 吴波涛 贾波涛 报道
本报东营讯 4月27日，在山东兴达钢帘

线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胎圈钢丝项目正在
加紧建设，与此同时，钢帘线生产线智能化
升级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两个项目全部建成
后，公司可实现年产钢帘线20万吨、胎圈钢
丝1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30亿元，成为全省
最大的研发、生产、销售企业和重要的子午
轮胎骨架材料生产基地，有效提升广饶橡胶
轮胎产业集群化水平。

项目开工只是起点，投产达效才是目
的。当天，广饶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业务

骨干来到企业送政策、找堵点。在听取了企
业负责人对项目进展情况介绍后，电话连线
了相关部门就项目供地方面的重点问题展开
讨论研究，围绕项目建设需要办理哪些手
续、如何办理以及手续办理中可能遇到的难
点，一一摆出来进行分析，研究解决的办
法，帮助企业厘清思路。“审批部门真心实
意替企业着想，帮助解决难题，为项目服
务，避免了我们多跑冤枉路。”山东兴达钢
帘线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吴思杰说。

重点项目是区域发展的“动力源泉”，
也是干部作风的“具体写照”。在服务企业
过程中，东营市坚持“有求必应、无需不

扰”的原则，组织全市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实
施帮办（代办）服务，建立“一对一”政务
服务员和行政审批事项帮办代办制度，实施
常态化跟踪服务，对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响
应；推行“店小二+专业式”服务机制，对企
业办理特定领域相关审批手续提供全程代
办、无偿代办，做到“企业别跑我来跑、我
为企业代跑”。

面对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东营在
全省率先建立了政府解决企业难题直通车制
度，搭建“1+2+3”服务组织体系，实行政企直
通、问题直报、领导督办，“零距离”为企业服
务，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同时，成立“送政策上

门精准对接”服务民营企业活动工作专班，开
展“百名局长服务百家企业”活动，“一对一”上
门送政策、送服务。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聚焦项
目建设，东营市实行重大决策研究论证制
度，对重大事项决策实行“由上而下”的顶
格协调，改变了过去自下而上层层传递的模
式。坚持“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
干”，建立重大项目滚动督查、并联审批和
“要素跟着项目走”等机制，实行每月经济
运行分析联席会议和会商制度，落实重点项
目市级领导包靠和“3+N”重大项目会商机
制，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王一鸣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记者从东营海关获悉，今年

3月，东营市进出口总值 2 0 8 . 4亿元，同比增长
154 . 3%，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东营海关把压缩整体通关时间作为促
进贸易便利、改进营商环境的硬任务，一季度进出口
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21 . 9小时和1 . 58小时，同比分别
压缩34%和34 . 7%。此外，为助力东营港扩大对外开
放，东营海关创新监管工作流程，整合出入境船舶检
疫监管5项工作，建立了“人船货一体化”监管模
式，平均可为每艘进出境船舶节约有效作业时间4小
时。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商敏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东营市第三届乡村振兴传统

技艺技能大赛暨农民技能集中认定在垦利区举办，来
自全市的83名选手经过激烈角逐和专家认定，共认定
农民高级技师1人、农民技师55人。

东营市第三届乡村振兴传统技艺技能大赛包括老
粗布制作、果树修剪与嫁接、油漆工等3个项目，农
民技能集中认定包括花馍制作、拖拉机驾驶操作等2
个项目，此次农民技能集中认定是“以赛代评+考核
认定”有机结合的首次尝试。今年，为发现挖掘更多
“乡村工匠”投身乡村建设，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东营市在全省率先开展农民技能认定，
面向具有农民身份、从事农村二三产业的“能工巧
匠”，借鉴企业职工职业技能认定（鉴定）模式，通
过考核评定或“以赛代评”等方式，认定一批农民技
师、高级技师和特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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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基层文化需求“走出去”“走下去”

300名“文艺轻骑兵”送党史知识到城乡

坚持“有求必应、无需不扰”，推行“店小二+专业式”服务机制

东营聚焦项目建设厚植营商沃土

广饶：“新农人”成乡村振兴主力军

□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朱国富 解朋龙

34岁的杨华章是东营市公安局自然保护
区分局四级警长，也是一名“生态警长”。
他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指挥大
厅13块屏幕和252个监控探头画面，对477平
方公里的辖区进行远程巡查。他看惯了黄河
落日、北雁南飞，也见证了黄河三角洲的生
态环境、治安状况变得越来越好。

“湿地茫茫，芦荻苍苍。鹳鹤伴舞，鸥
鹭集翔。”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
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濒危珍稀鸟类迁徙的
中转站和繁殖地，然而这也成为不法分子谋
求暴利的对象。

十六万亩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由一条
土坝贯穿，这是杨华章的责任区。每天早
上，他都要穿戴好警务装备，深入到泥泞的
核心区里，巡视有无偷盗猎行为发生。十年
如一日，杨华章每天至少巡逻3个小时。

“违法犯罪分子借助水沟、高草等环境
隐藏自己，‘下地笼’捕鱼蟹、偷鸟蛋、用
药毒杀野生鸟类，对这里的生态环境造成威
胁，这是我们打击防范的重点。”杨华章
说。

前些年，私挖乱采、破坏野生动植物资
源等违法犯罪时有发生，危害了黄河入海口
的碧水蓝天。为此，他们建设了生态环境保
护大数据智慧管控平台，利用监控、无人机
巡查以及信息化大数据手段，采取“人力+
科技”的方式，筑牢了生态保护防线。

去年10月，杨华章的同事张帅、李兴瑞
在巡逻时发现一水洼中有大量用于捕鱼捕蟹
的地笼，随后运用黄河入海口大数据智慧防
范管控平台展开侦查，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及车辆。10月27日凌晨，根据平台预警指
令，杨华章他们通宵蹲守，当场将嫌疑人王
某、盛某抓获，现场缴获粘网、电鱼器等，
并将被捕捞的野生鱼类放归水中。

“海风吹、日头晒，三个蚊子一盘
菜。”200多万亩的湿地荒滩荒无人烟，艰
苦的工作环境淬炼了杨华章和同事们坚强的

意志。为了抓捕犯罪分子，他们经常凌晨
“设伏”，在蚊虫叮咬中一蹲就是一夜。夏
天蚊虫成群风吹日晒；冬天，茫茫冰雪寒风
刺骨，他们用踏实的脚步，寒暑不辍守护着
年轻湿地的勃勃生机。

如今，和杨华章一样，东营在138公里
沿黄生态带、412公里滨海生态带、118处城
市湿地上，共有163名生态警长守护着生态
安全。东营市公安局成立“守护母亲河”生
态保护领导小组，推行“生态警长”制，各

级公安机关“一把手”任辖区“生态总警
长”，建立局领导督导联系制度，统筹推进
重点打击治理，明确“生态警长”35项职责
任务，筑起了服务保障“湿水林田湖草”一
体的生态安全屏障。

163名“生态警长”守护黄河入海口

□记者 李 明 通讯员 朱国富 解朋龙 报道
民警在黄河口自然保护区巡逻。

东营月度进出口总值

首次突破200亿元

□记者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截至2020年末，东营市国内有效发

明专利拥有量3007件，同比增长40 . 65%。全市每万人
口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3 . 8件，比上一年度同期
提高3 . 88件。去年，东营市获得中国专利奖优秀奖2
项，山东省专利奖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

东营市按照“创新活力足、质量效益好、可持续
发展能力强”的知识产权强市目标，积极开展加强国
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工作，通过组织培训、设立推进
项目、培育辅导机构、实施企业试点等多项举措，推
进贯标工作开展。同时，积极开展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和优势企业培育工作，引导和帮助企业制定和实施知
识产权战略，有效提升企业应对金融风险能力和市场
竞争力。

东营国内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3007件

56人获农民技师认定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马骏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市公共资源新版交易系

统正式启用，首批8个政府采购和工程建设项目全部
采用不见面开标方式进行。该系统采用互联网技术，
将远程开标功能与信息数据互动技术相结合，实现远
程在线实时开标，打破了传统开标模式对人员、时
间、场地的限制，减少交易过程中人为干扰，实现招
投标活动信息化、智能化，真正让数据“多跑路”，
企业“不跑腿”。

该系统的上线是东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做实事”活动，推进公共资源
交易系统不断改造升级的重要举措，开发建成不见面
开标系统，将有力助推企业减负，实现“阳光交
易”。

8项目实现“不见面开标”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巴晓霞 刘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4月23日，家住东营市河口区六合

街道的胡中华专门赶到河口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综合
受理窗口，向窗口工作人员李娟娟道谢。

原来，胡中华的老伴儿身患肺癌，前段时间刚做
了手术，住院费经过基本医疗和大病保险报销后还需
自负2 . 5万余元。这笔钱对于两位老人来说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胡中华犯了愁。3月份，胡中华来到河口
区医保综合受理窗口寻求帮助。工作人员李娟娟给予
老人耐心解答，还为其老伴儿申请了特殊门诊慢性病
待遇。3月份申请，4月份胡中华的老伴儿就享受上了
门诊慢性病待遇。

聚焦涉及老年人医疗保障的高频服务事项和反映
较多的问题，东营市河口区制定了老年人医疗保障便
捷专医服务工作配档表，定期督导调度倒逼工作落
实。同时，优化门诊慢性病病种备案流程，缩短办理
时限。根据老年人门诊慢性病特点和病情需要，适当
延长处方量，提升就医购药便捷度。

河口区为老年人

提供专医服务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商敏 张钰鑫 报道
本报东营讯 4月25日，东营市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安全负责人能力提升培训班暨东营市特殊作业实
训基地揭牌仪式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顺利举行。东
营市、区县各级应急管理负责人以及全市危化品生产
企业安全负责人近300人参加了活动。

东营市是化工大市，危化品领域是全市安全生产
的重中之重，危化品领域稳，则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就
稳。危化品生产企业安全工作的负责人，也是企业安
全生产工作的第一监管人，责任重大，他们安全管理
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是抓好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
本次培训参训人员主要是全市260余家危化品生产企
业安全负责人，力求通过学习提升企业安全生产负责
人理论素养和管理能力，为提升全市危化品生产企业
安全管理水平，开拓思路，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次培
训重点围绕全市相关工作部署、风险管控责任落实、
企业安全管理与风险防控等设置了培训课程。

危化品生产企业安全负责人

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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