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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启政 马文睿

  啤酒、音乐、烧烤……华灯初上，在昌邑
剧院南部的广场上，2023昌邑首届青岛啤酒音
乐季正在火热进行中。记者在现场看到，游客
们聚集在此，用啤酒点燃夏日浪漫激情，沉浸
在烧烤、冰饮等各种缤纷小吃之中。
  “啤酒节音乐季将文艺表演、美食品尝和
夜市文化相结合，主要呈现夜演、夜宴、夜
市、夜游四部曲。同时，我们还安排了众多达
人秀、互动抽奖等精彩活动，确保每一名来客
都能游有所乐。”昌邑市潍水文化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昊说。
  这是潍坊市“夏季黄河大集”的系列活动
之一，旨在提振昌邑市夏季夜间文旅消费，带

旺城市“烟火气”。“我市以提升人民群众幸
福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沉浸体验昌邑风
土人情的烟火韵味、乡土风情，创新群众性文旅
活动，全力打造文化味、烟火味、人情味三味一
体的春季、夏季黄河大集，让传统文化老树发新
枝，让‘赶集’重新焕发光彩。”昌邑市文旅局局
长史志强说，这些活动将进一步汇聚当地的消
费人气、加速聚集商气、推动发展提气，促进文
旅消费，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
  今年“黄河大集春节季”期间，该市围绕
小年、春节、元宵节等节点，依托“冬春文化
惠民季活动”“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
家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文化下乡、小戏小
剧展演、庄户剧团汇演等特色文化活动300余
场次。依托传统集市组织具有浓重烟火味的
“惠民大集”“好品大集”800余个。持续举

办文旅消费季惠民活动，推出文体优惠券、门
票折扣券、优惠券、代金券等1万余份，激活
年节消费。围绕“春季黄河大集”，连续组织
举办山阳梨花节、文山潍水2023昌邑半程马拉
松等系列节会，节会期间举办文艺演出、手造
展销、摄影大赛、采摘体验等配套活动，吸引
市民、游客参与其中，汇聚消费人气。
  7月19日，以“丰富农民文化体育生活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为主题的山东省首届
和美乡村篮球赛在昌邑市正式开幕，来自全省
9个地市的10支农民篮球队伍展开激烈角逐，
冠军队伍将代表山东省出战全国“村BA”
比赛。
  璀璨的烟花点亮天空，精彩的歌舞轮番上
演。随着比赛的正式开始，双方球队精彩的快
攻转换、防守反击将精湛的篮球技艺展现得淋

漓尽致，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群众更是毫不吝
啬掌声，将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该市还将
黄河大集与赛事相结合，举办了一场集合了70
多家企业、300多件手造和农产品的展销会。
其中，昌邑剪纸传承人徐小玲为“村BA”量
身设计的剪纸格外引人瞩目。剪纸融合了昌邑
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与运动元素，以及孙斜萝
卜、卜庄梨枣等特色元素，有着非凡的寓意。
“希望用我们的非遗文化为运动员们鼓劲加
油，取得一个优秀的成绩。”徐小玲说。
  “‘夏季黄河大集’期间，我们相继举办
第二届山阳百合节暨饮马镇群众文化艺术节、
2023昌邑围子时尚消费季暨首届音乐美食嘉年
华、柳疃丝绸文化节等文旅活动，更好满足群
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进一步提振消费、惠民增
收。”史志强说。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孙 楠 徐新民 报道
  本报青州讯 7月20日，在山东云门山泉
有限公司，科研人员正集中精力对茶汤产品的
微纳米氢气保存、高温煮沸氢气保存等技术进
行再优化处理。云门山泉总经理王玉华说，市
面上普通产品打开之后必须立即喝完，否则氢
气就会逃逸，而云门山泉推出的赋氢微矿茶汤
系列产品在技术上进行了创新，开盖之后存放
20天，里面的氢气也不会逃逸。 　　
  这两年，云门山泉与上海交通大学、南京
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联合启动高层次创新研
发，共同推出了一系列新品。与高等院校的合
作为云门山泉带来了新技术新产品，也提供了

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撑。“我们内部建立人才培
养机制，实行‘走出去’‘请进来’‘外引+
内培’的方式，实现了技术创新，培养了人才
梯队，也打破了技术壁垒。”王玉华说。
  校企合作既为科技创新架起了桥，也为
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产业化发展铺起了路。
近年来，青州市将人才与产业紧密融合，不
断创新人才引进、培育和发展机制，强化校
企合作，加大研发力度，高质量发展动能
强劲。
  炎炎夏日，青州市庙子镇丰本智慧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SAS基质农业科技示范园，大棚西
瓜、黄瓜长势旺盛。而去年这时，这里还是一片
寸草不生的荒地。“我们和浙江大学合作，利用

400亩废弃荒滩地建起来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用的是浙江大学农学院喻景权院士团队的新一
代轻简自控无土栽培系统（SAS），利用智能
远程遥控全自动系统定时定次给作物补水补
肥。”丰本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永
健告诉记者。
  通过栽培系统和营养液管理的创新，丰本
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果蔬可以连作连收，
整个生长过程没有任何废水往外排。
  产业发展，人才是关键。青州市紧密对接
产业结构需求，加快实施“人才加企业”联动
机制，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通过项目合
作、产学研对接，实现校企价值链相通、教育
链相融、创新链互补、产业链延伸、人才链共

培，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山东华立供水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
产精细化、专业化供水设施的高新技术企
业，通过与青岛科技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
共同研发新项目，不断探索新的增长点。
“我们与青岛科技大学正式签署产学研合作
协议，建立校企合作基地，纵向拉伸产业链
条，增设一条全新的水泵生产线。横向积极拓
宽业务领域，开展农饮水设备的研发与生
产。”山东华立供水设备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
洪建说。
  集聚人才活水，精准浇灌产业发展沃土。
青州用好用活各项科技政策，全力打造人才集
聚洼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20日，在潍坊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组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潍坊市“东亚
文化之都”LOGO和宣传用语发布。
  为进一步增强潍坊市在国际活动中的城市辨识
度，凸显潍坊文化特色，提升潍坊作为“东亚文化
之都”的国际影响力，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专
家和专业设计机构研究设计了“东亚文化之都”
LOGO和宣传用语。LOGO图形部分以小篆“潍”
字和瓦当型印章融合设计。宣传用语“儒风连海岱
 更好在潍坊”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突出的感染
力，表达了潍坊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新时代发展的愿
景，朗朗上口，便于传颂。
  2024年是“东亚文化之都”活动年，潍坊市文
化和旅游局将系统谋划，整合各方力量，推进“东
亚文化之都”创建工作。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李伟娜 报道
  本报寿光讯 7月20日，记者进入寿光弥水游
园，大红色的“学习强国”指示标识映入眼帘，一
旁配备二维码，游客可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下载客户
端，用来学习党史、浏览新闻等。沿着蓝色步道，
还可看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等主题展示。
  此处以“学习强国”为主题的弥水游园位于寿
光兴仕路西侧，建桥学校东门两侧，总面积约5045
平方米。游园设计主要以提升游园的环境和文化内
涵为主，并为家长放学前停留等待增设空间。“整
个游园以‘学习’为主线，将学习与生活紧密联系
在一起，线上与线下同步体验学习的乐趣，激发市
民的学习热情，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寿光园林
建设集团负责人杨大伟说。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靖波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自从用了张树林开发的村干部
管理智慧平台，村‘两委’务工补贴发放更加透
明，大家多干多得，干事热情高涨。”7月21日，
青州市弥河镇大关营村党支部书记郇延庆说。
  2021年7月，潍坊市选调生张树林到青州市弥
河镇大关营村任村主任助理一职。在一年多的基层
实践中，他发现村干部的务工补贴难以管理，经常
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象，影响了村干部工作的
积极性。对这种情况，张树林在与村党支部成员多
次探讨、反复论证后，独立开发了弥河镇村干部管
理智慧平台，对村级常规工作、临时性工作实行量
化计分，统计后的村干部工分每月公开。该平台对
每位群众都开放评议功能，引导党员干部在日常工
作中主动深入联系群众、争先参与村务治理。
  目前，该平台在弥河镇12个重点村进行了试
用，覆盖人数超过15000人。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肖 晴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进入夏季，雨水较多，寿光市化
龙镇辛旺村贫困家庭张福全的老房子开始漏雨。辛
旺村网格员桑子友现场看了房屋状况后，把情况汇
报给村委会。辛旺村村委会立即研究决定帮张福全
加固老房子。
  作为网格员，桑子友在做好日常巡逻的同时，经
常调解邻里纠纷。“我们都是邻里乡亲，大家帮一把
都是常事。”桑子友说。像桑子友这样的网格员，化龙
镇一共有53个。近年来，寿光市化龙镇深入推进“网
格化精细服务管理”，持续加强网格员业务基础能力
培训，解决了辖区群众很多急难愁盼的问题。

昌邑市以“夏季黄河大集”提振消费惠民增收

文旅活动带旺城市烟火气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王晓丹 
       韩 娟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每一个老
物件都是一段流动的岁月，它
们身上有抹不去的记忆。”日
前，在诸城市尚德民俗博物馆
宣讲点，馆长袁增海正在向前
来参观的朋友们讲述他的收藏
故事。袁增海用万余件老物
件，把人们带到过去的艰苦年
代，让村民认识到铭记历史的
重要性。
  今年以来，诸城市聚焦党
的创新理论谁来讲、在哪讲、讲
什么、怎么讲，把宣讲队伍建在
一线，以镇、街、区为单位，宣传
发动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
模范和网格里的文艺人才，以
及农村致富典型等“草根”能人
200多人，组建起17支理论宣
讲团。
  宣讲团成员活跃于城乡社
区、街头巷尾、田间地头，通过
一个个小故事、一场场小演
出、一次次面对面交流，把党
的创新理论潜移默化地传递给
普通群众，凝聚起社会正能
量，打造起一支支“永不离开
的宣讲队”。今年上半年，单
是有统计的宣讲活动累计开展
4000余场次，培训60000余人
次，有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
脑入心。
  今年59岁的马秀兰是一名
退休教师，也是诸城市百姓宣
讲团的成员。她平时热爱广场
舞，带领身边一帮姐妹扭秧歌、
唱红歌、排演集体舞，将党的光

辉历史和好政策融入音乐。
  同时，诸城市还将党的创新理论宣讲与学校
思政课堂相结合，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发挥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借助中共一
大代表王尽美、诸城第一个党支部书记孙仲衢、世
纪诗翁臧克家、文坛巨匠王统照等当地名人，打造
建成王尽美党性教育基地、孙仲衢文化公园、刘家
庄抗战纪念馆、臧克家故居、王统照故居等纪念设
施，编排出现代茂腔戏《王尽美》《党费》等红色题
材文艺作品，整合推出作为教体系统红色资源库，
融合理论教学、现场教学、实境教学、体验教学等
多种模式，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水平。按照
群众需求，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情景剧、舞台剧
等作品，如《尽善尽美》《黎明前》等文艺作品60
余部。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接地气、润民心，关
键要加强传播方式和话语体系创新，要制作推出
更直观、更生动的新媒体产品，让党的创新理论传
播得更深、更广。”诸城市融媒体中心党支部书记
马帅帅说。  
  近年来，诸城市主动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
聚焦互联网传播个性化、差异化，在“互联网＋宣
讲”上下功夫，通过网络问卷、网络调研、网络留言
等方式广泛征集网民需求，围绕广大网民关心关
注关切的问题，充分利用微视频、网络直播、网络
座谈、乡村大喇叭等各种新应用、新工具，推出主
题鲜明、现代感强、形式活泼的理论宣讲产品，形
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的传播矩阵。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创新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宣讲方式，围绕重大主题，创
新内容和载体，深入开展大众化、通俗化、常态化
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诸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菲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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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用好用活各项科技政策，打造人才集聚洼地

高质量发展有了人才新引擎

  □记者 张 蓓 
      谭佃贵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保障国家公共就业服务
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实施，着力提升公共就
业服务质效，7月20日，潍坊市召开国家公
共 就 业 服 务 能 力 提 升 示 范 项 目 现 场 推
进会。
  当天上午，记者随参会人员先后到奎文
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潍城区仓南街社区现
场观摩“社区微业”工作情况，实地了解了
提升便民化服务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就业
需求的“家门口”就业服务经验做法。其

中，金都社区通过构建微业融场景、打造社
区“元工场”，不断优化社区就业创业环
境。比如，开办“小维修、小手工、小美
食”匠心工坊，定期为居民“送岗位”、给
失业人员免费“充电”，实现家门口就业，
解决了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困难。对社区公益
性岗位人员开展“增技赋能”提升培训，创
办了周师傅磨刀、小玲美甲、李哥维修等便
民服务站。
  据悉，去年来，潍坊市将国家公共就业
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列入全市“一号改革
工程”，通过强化组织领导，细化方案措

施，加强资金统筹，有效促进公共就业服务
能力提升。在全市开展示范项目“揭榜挂
帅”行动，围绕提技能、稳就业、强服务、
促创业，确定了10个特色项目，其中“就业
码”“社区微业”2个项目为全国首创，“项
目制培训”“1+N留创园特色发展模式”
“数字经济创业园”“创业大赛+”“劳务
协作工作站”5个项目省内领先，“公益性
岗位扩容提质”“高校毕业生就业提升”
“千场万企促就业”3个项目在落实既定部
署的基础上，今年将进一步深化提升，着力
打造就业服务的“潍坊样板”。

列入全市“一号改革工程” 开展示范项目“揭榜挂帅”行动

潍坊着力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效

选调生开发

村干部管理智慧平台

儒风连海岱 更好在潍坊

潍坊“东亚文化之都”

宣传用语发布

寿光新添一座

“学习强国”主题游园

网格化精细服务管理

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昌邑讯 近年来，昌邑市禁毒委立足实际，
积极把禁毒管控纳入党政大局，创新禁毒管控方式，
有效遏制了易制毒物品、麻精药品流弊和制毒犯罪。
  该市针对易制毒物品管控，建立常态化排查、人
员培训、重点人员车辆管理、重点设备管理、重点情
况报备、全面协作等6项机制；针对麻精药品管控，构
筑起教育管控、核查管控、风险管控3道防线；在全省
率先研发“易制毒化学品远程可追溯系统”和“麻精
药品实名登记可追溯系统”两个系统，有效防止了易
制毒物品流弊和麻精药品流弊、滥用的问题。

昌邑创新禁毒管控方式

  □记 者 张 鹏 杨学莹 
   通讯员 张树林 报 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以来，潍坊市工信局
将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作为工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之举，并于近期发布了该市首批
数转智改服务商名单。
  7月20日，潍坊市召开工业和信息化工作
暨数字化转型工作推进会议，会上发布了工

业数转智改入企诊断实施方案和入企诊断行
动考评细则，并发布潍坊市第一批90余家数
转智改服务商名单。按照该实施方案，力争到
2023年底，潍坊对有需求的企业进行数转智改
入企诊断和无需求的企业辅导培训实现全覆
盖，全市实施数转智改项目达到1000个以上。
  围绕实现这个目标，潍坊市各级工信部
门全面落实“制订一套实施方案，成立一个

工作专班，组建一支技术团队，用好一组媒
体平台，建立一个评估体系”的“5个一”重
点任务，并采取典型企业示范引领、组织专
家和服务商开展入企诊断和实案化培训辅
导、建立咨询诊断服务商名录库、每月组织
一次供需对接活动4项实施步骤，深挖规上工
业企业研、产、销、管等领域的需求，促进
数转智改项目策划落地。

助力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

潍坊首批数转智改服务商名单发布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高密讯 茶余饭后时间，位于高密市柏城
镇小河崖村的“一张榜”前，总是聚满了前来拉呱儿
的群众，他们时不时看看最近村里又有哪些新鲜事，
讨论讨论哪家又提出了什么好建议。随着一次次的
聚集，群众参与村级事务的主动性越来越强，村风民
风越来越正。谈起这些，村党支部书记王蕾直夸“这
就是‘一张榜’的作用”。
  “一张榜”就是小河崖村独创的“大事小情榜”。
小河崖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围绕“共建、共治、共
享”，以提高群众参与村级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为抓手，创新设立“大事小情榜”，分为“说说
咱村的新变化”“大事小情一起议”“村里账目一表
清”等6个板块，把村民最关心的“钱花在哪”“事办了
啥”“诉求解决了没”都公示了出来，既成为对村委会
工作的一种鞭策，也成为凝聚村民向心力的好方法。
  现在的“大事小情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
注，通过群众参与，一些小的矛盾纠纷得以顺利
解决。

“大事小情榜”

聚民心民智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韩 昀 报道

  炎炎夏日，亲水游成为不少游客消暑的首选。近日，位于潍坊滨海区的弘润温泉水世界客流增加，彩虹竞速滑梯等水上游乐项目颇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