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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报 记 者  胡磊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张巧

  7月20日，记者走进高唐县三十里铺镇
省级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的千亩锦鲤养
殖区，看到红白、蓝衣、丹顶等色彩艳丽的
锦鲤在水中恣意游动。
  “以前锦鲤养殖区域小，锦鲤养殖企业
分散，有时鱼池出现问题，技术员甚至不能
及时赶来处理，导致锦鲤品质受到影响。现
在，镇上通过扩大锦鲤养殖规模，建设千亩
锦鲤养殖区和锦鲤交易市场，将锦鲤养殖企
业和养殖户聚在一起，进一步加速了锦鲤产
业的发展。”锦鲤养殖户夏光顺说。
  作为入选山东首批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
范区的三十里铺示范区，现已建设完成10个
标准化一百吨水鱼池、8个四百吨水鱼池，
拥有优质亲鱼6000尾。该示范区还依托电商

平台将锦鲤推向全国市场，极大地提升了锦
鲤产业效益。
  “除三十里铺示范区外，东昌府区堂邑
省级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正待命名，茌
平区枣乡田园示范区、莘县朝城示范区被批
准创建全省第二批省级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
范区。”聊城市农业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科副科
长秦策介绍，今年以来，聊城市农业委员会办
公室、市农业农村局按照市委安排部署，全
力推进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建设。
  今年以来，聊城市强化乡村振兴示范区
谋划力度，在各县（市、区）谋划了32个乡
村振兴示范区（省级2个、市级11个、县级
19个）。各示范区按照省级标准，编制了具
体创建方案和工作计划。聊城市也将32个乡
村振兴示范区建设情况表列入了今年市委一
号文件附件，定期进行情况调度和调研指
导，现已对2个县（市、区）的市级乡村振

兴示范区进行了优化调整。
  “聊城市加大对示范区的投入，已争取
省级奖补资金2000万元、市级奖补资金1100
万元。当前，聊城市农业委员会办公室正加
大对县（市、区）编制奖补资金使用方案督
促指导力度，明确奖补资金重点用于支持示
范区公益性、普惠性、基础性民生项目及产
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领域。”聊
城市农业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张士新告
诉记者，通过督导县（市、区）整合各类涉
农项目，将本区域涉农项目尽可能投放到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今年以来，全市共
整合各级涉农财政项目74个，涉及资金4.45
亿元。
  为调动市直部门积极性，凝聚起全市各
级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合力，聊城市农业委员
会办公室会同聊城市委组织部已召开2次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建设情况座谈会，组

织29个市直部门，立足自身职责，编制支持
示范区建设具体工作计划，形成支持示范区
建设年度任务清单，对市直部门支持示范区
建设情况定期进行调度。
  “我们还举办了聊城市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农业强市研讨班，并组织市直有关部
门、各县（市、区）党政分管负责同志、部
分乡镇负责同志赴临沂、济宁学习乡村振兴
片区化打造工作经验。”张士新说，下一
步，聊城市将对照各县（市、区）申报省、
市示范区创建方案和工作路线图，定期组织
开展工作督导、业务指导，就示范区建设情
况向县委、县政府进行不定期通报，并将评
估情况列入乡村振兴考核、涉农资金分配、
市级示范区申报方面的重要参考因素。同
时，加强对市直部门支持示范区建设的情况
调度，将市直部门支持示范区建设情况纳入
对市直部门乡村振兴年度绩效评价。

争取省市奖补资金3100万元 形成支持建设年度任务清单

全力建设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

  □记者 胡磊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小手小手拍拍，左也
拍、右也拍……”7月28日上午，在聊城市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和平社区“小粉笔”假期
公益课堂上，十几名孩子正在跟随贾晓璐老
师认真做手指操，在欢快的节奏带动下，课
堂气氛十分活跃。
  24岁的贾晓璐是聊城东方教育集团的一
名形体老师，也是东昌府区“小粉笔”公益
课堂的青年志愿者，这个暑假，贾晓璐奔波
在东昌府区多个社区，为孩子们送去文明礼
仪方面的知识。
  课堂上，身穿红色马甲的三位大学生也
在帮忙照看孩子。除了特色课程之外，孩子
们的暑假作业由“青鸟计划”的大学生志愿

者进行辅导。大三学生杜一凡在“青鸟计
划”刚一发布时，便主动报了名。“来这里
跟孩子们互动，帮助他们解决学业上的困
惑，比在家闲着有意义得多。”杜一凡说。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和平社区党委书记张
红霞介绍：“每逢寒暑假，孩子的看护问题
让很多家长烦心，自从去年‘小粉笔’公益
课堂开设之后，社区居民可以把孩子送来免
费看护，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看书、写作业。
今年暑假刚开始，就有不少家长前来咨询
‘小粉笔’公益课堂啥时候开课。”
  学生家长宋立敬说：“没想到今年的课
程如此丰富多彩，开设了剪纸、绘画、礼
仪、手工、自护等课程，让孩子们这个暑假
过得快乐有趣。”

  记者从共青团东昌府区委获悉，去年
“小粉笔”假期公益课堂在东昌府区“遍地
开 花 ” ， 通 过 依 托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站）、青年之家、党群服务中心等实体化
阵地，打造“小粉笔”假期公益课堂27处，
服务青少年700余人；依托“青鸟计划”平
台招募返乡社会实践大学生152名，动员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定向参与“小粉笔”
假期公益课堂活动；打通了“学校放假、社会
开学”青少年思想引领和安全自护教育无缝
衔接的有效路径，缓解了留守、困境等青少年
群体的假期看护难题。该项目荣获“2023年
聊城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据共青团东昌府区委书记齐亚芳介绍，
今年以来，区关工委、团区委、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服务中心在去年的基础上，升级打造
“小粉笔”假期公益课堂，整合社会资源、
协同发力，进一步挖掘服务青少年潜力，推
出“友Young课堂！这个暑假有看头！”
“小粉笔”假期公益课堂2.0版，为青少年
提供3类12项特色课程。
  截至目前，全区30处“小粉笔”假期公
益课堂全部开课，覆盖青少年1200余人，招
募志愿者200余名，引入“三下乡”队伍3支
27人，参与公益课堂。下一步，共青团东昌
府区委将持续擦亮“小粉笔”假期公益课堂
志愿服务品牌，打造志愿服务项目新标杆，
紧紧围绕安全自护、心理疏导、艺术感知、
手工制作等内容，为青少年提供针对性志愿
服务，解决在岗人群的后顾之忧。

提供3类12项特色课程 服务青少年1200余人

“小粉笔”假期公益课堂缓解看护难题

  □记 者 薛良诚
   通讯员 彭月勇 报道
  本报聊城讯 7月21日早上5点，聊城市
茌平区温陈街道崇文新村的“订单市场”准
时开市了。村民李振华将载满黄瓜、西红
柿、茄子等蔬菜的电动三轮车熟练地停在过
磅处，卸车、验品、称重、结算……10分钟
后，李振华将拿到手的几张百元大钞装进
口袋。
  村民齐月英蹬着三轮车也赶来了。“刚
摘的长豆角，鲜嫩得很。”她告诉记者，去
年腾出了一块空闲宅基地，加上房前屋后大
约有半亩地，冬天种菠菜、白菜、胡萝卜，
夏天种豆角、丝瓜、西红柿，不耗太多时
间，一年增收上万元不成问题。
  不一会儿工夫，越来越多的村民陆续赶
来将新鲜采摘的瓜果蔬菜按期交付。一辆厢
式货车、一台电子秤、两名工作人员，一个

看似简陋却有仪式感的“订单市场”便在熙
熙攘攘的人群中开张了。
  崇文新村党委书记李荣生介绍，2021
年，新村党委通过领办合作社的形式与正赢
食品有限公司签订种植收购协议，村民根据
时令按期交付，公司提供上门收购服务并现
场结算。“为方便老百姓，我们与公司商
议，每次交易定在早上5点到7点。一是能够
保证瓜果蔬菜的新鲜度，卖个好价钱；二是
打个时间差，不会耽误村民正常的上班、打
工时间。”李荣生说。
  “蔬菜种植有订单，不怕没人要；产
品交易有市场，也不怕卖不出。老百姓早
晨卖菜挣一份，白天上班、打工挣一份，
生活过得红红火火。”温陈街道党工委委
员刘家玮介绍，在政策支持和党员干部带
动下，群众种植积极性很高，借着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提升的契机，村民充分利用房

前屋后、闲置宅基地、路坎壕边等资源发
展瓜果蔬菜种植。“从前出门脏乱差，如
今推门瓜果香。绿色种植无公害，足不出
村把钱赚。这样的乡村，谁不喜欢？”李
荣生自豪地说。
  发挥产业优势，助力乡村振兴。近年
来，茌平区鼓励支持各新村党委领办合作
社，因地制宜大抓产业发展，积极对接本土
乡贤、对口企业项目发展订单产业、规模农
业、休闲旅游等，开辟了一条富农强村新路
径。如今的茌平区，由东往西：杜郎口镇的
佳乡田园综合体、博平镇的仙人掌、肖家庄
镇的鲜花出口、菜屯镇的赤松茸、洪官屯镇
的手编外贸、贾寨镇的“棚二代”；由北向
南：韩屯镇的金银花、冯官屯镇的西葫芦、
乐平铺镇的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已然勾
勒出一幅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党建引领推动
共同富裕的壮美画卷。

种植有订单 交易有市场

村里的果蔬“订单市场”真红火

  □记 者 高田
   通讯员 唐楠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走进聊
城仲裁委员会办公区，红
蓝两色相间的聊城仲裁标
志格外引人注目。“L是聊
字的首字母，蓝色代表公
平正义，C是城字的首字
母，红色表示党建。寓意
着在党建引领下，守护仲
裁工作的公平公正。”聊
城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张建华说。
  今年聊城市委向全市
各级各部门发出“提标提
速提能力、敢闯敢干敢争
先”的动员令。“为落实
市 委‘三 提 三 敢’新 要
求，我们找准‘聊仲红蓝
先锋’党建品牌与业务工
作 相 结 合 的 特 点、落 脚
点，以创新思维推进仲裁
党建理念思路创新、方式
手 段 创 新、基 层 工 作 创
新 ， 结 合 仲 裁 办 案、调
解、宣传推广、机关建设
等开展一系列具体创建措
施，特别是窗口科室和审
理科室的同志们大胆亮身
份、亮品牌，把党建品牌
的创建工作延伸到我们工
作中的点点滴滴，积极推
进党建工作与仲裁业务深
度融合。”张建华说。
  如何将党建工作更好地
落到实处？在公平、公正、
快速裁断每起案件中体现。
  “争执了这么长时间，
没想到聊城仲裁委员会用这
么短的时间就调解了。”聊
城某公司负责人说。据了
解，另一方当事人因还款金
额及利息问题与某公司产生
分歧，迟迟没有达成一致。
6月12日，该公司负责人拨

打了聊城仲裁委员会的咨询电话，聊城仲裁
委员会受理科工作人员很快便办理了立案手
续，实现了当天立案、当天调解，成功化解
了双方矛盾。
  力量在党旗下凝聚，聊城仲裁委员会
党员冲锋在前。入夏以来，气温偏高，气
象部门多次发布高温预警，仲裁庭在审理
一起涉农案件时，临时决定去现场核查证
据，聊城仲裁委员会受理科科长、执行力
榜样党员班新安主动请缨，钻进高温闷热
的大棚，协助仲裁庭调查取证，助力案件
及时审理裁决。
  为推动仲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聊城仲
裁委员会深入乡镇基层法律服务所，积极推
介“诉裁对接”仲裁调解方面的经验做法。
聊城仲裁委员会密切关注涉及群众利益的案
件，及时解决金融、房地产、保险、装修、
物业等民生案件纠纷。延伸仲裁服务触角，
将仲裁服务纳入公共法律服务平台，设立仲
裁咨询服务，打通仲裁联系群众“最后一公
里”。
  据统计，2022年，聊城仲裁委员会共受
理仲裁案件514宗，涉案标的额5.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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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4日，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镇西梭村莉莉藤条编织工艺坊，张莉莉（左二）正在向家庭妇女传授花篮编织技术。2020年开始，
张莉莉充分发挥编织特长，组织本村及周围村庄的30多名家庭妇女成立了莉莉藤条编织工艺坊，利用PE仿真藤条、PET塑钢带等新型材
料，编织花篮、水果筐、购物篮、背篓等10多个品种的工艺生活用品，产品远销江西、浙江、福建、四川等南方地区，年创收200多万元。

巧手编织致富路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张振祥 徐甜丽 报道

  □记者 薛良诚 实习生 孙亚楠 报道
  本报聊城讯 7月26日，水城金融高峰论坛暨金融促进
聊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聊城举行。聊城市就12个重点项目进
行了现场推介，并对2022年度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优秀等次
的银行机构进行了表彰。还举行了现场签约仪式，多家银
行、券商、金融机构等就提供融资支持与聊城市政府及市属
重点企业达成投资合作协议。
  近年来，聊城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两河时代”。
聊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和资本市场发展，金
融服务更加有力，金融风险持续回落，金融环境不断优
化，各金融机构全面服务和融入聊城新发展格局，全力守
牢聊城金融安全底线，全心打造聊城金融生态品牌。同
时，把资本市场作为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的重要抓手，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政策服务，资本市场发展
进入快车道。

水城金融高峰论坛

在聊城举行

  □记者 孙亚飞 报道

  本报临清讯 7月27日，记者从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推动桑黄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黄

河流域桑黄产业交流平台，中国菌物学会、聊城市人民政府

于8月1日—3日在临清市举办中国（山东·临清）食药用菌

产业发展大会暨第四届中国桑黄发展大会。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推动桑黄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届时，来自中国菌物学会以及从事桑

黄等食药用菌研究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省、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从事食药用菌相关产业

的企业负责人约260人参会。大会除了关注围绕桑黄开展的

学术研究、种植技术、衍生的各类食品药品外，还更加关注

种质资源的保护、桑黄文化的挖掘与开发等，致力于推动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据悉，临清市已经连续举办三届桑黄产业发展大会，该

会已成为全国桑黄等食药用菌学术交流、产品展销、科学普

及、合作对接、产学研融合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临清举办

第四届中国桑黄发展大会

  □记者 薛良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记者从聊城市工信局了解到，在日前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的2023年度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中，冠县绿色智能锻造（轴承）特色产业集群、阳谷县高
端颐养膳食特色产业集群入选2023年度山东省中小企业特
色产业集群名单。截至目前，聊城市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增
至7个。
  特色产业集群是拉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是推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助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
有力抓手。此次入选的冠县绿色智能锻造（轴承）特色产业
集群拥有“中国轴承锻造第一镇”“山东省轴承锻件制造业
基地”等多项荣誉称号，2022年集群总产值163.23亿元，集
群内中小企业产值占集群总产值比例100%，拥有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国家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阳谷县高端颐养膳食特色产业集群
产业链衔接紧密，协作配套能力较强，服务企业效果明显，
在全国食品领域内影响巨大，2022年集群总产值达290亿
元，集群内中小企业产值占集群总产值比例78%，拥有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家。
  下一步，聊城市将继续加大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力度，到
2025年，力争市级特色产业集群达到30个，省级特色产业集
群达到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2个。

聊城新增2个

省级特色产业集群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李爱明 报道
  本报东阿讯 为进一步推进校地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
县域创新驱动发展，7月24日上午，全省大学生社会实践东
阿行暨百名青年教授进基层活动走进东阿县。来自省内14所
高校的百余名师生参加了此次启动仪式，并与东阿相关部门
进行了沟通、对接。
  作为校地合作的桥梁和纽带，该活动将东阿县与各高校
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共同在产业发展、项目落地、成果转
化、人才培养、产品研发、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合
作。东阿县拥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等机遇叠加优势，东阿
阿胶、东阿钢球等行业领军企业科技创新优势，中国最佳康
养旅游名县、全省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创新引领县等环境优
势，也为高校师生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天地。

省内14所高校师生

开展社会实践东阿行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崔岩 报道

  本报聊城讯 7月25日至26日，聊城市青年联合会第三

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市委党校（聊城行政学院）召

开。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243名青联委员，肩负着全市各族

各界青年的重托，齐聚一堂，共植青春友谊之树、共谋青联

发展大计。

  今年24岁的王泽群是市第三届青联委员，曾先后获得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山东省乡村好青年”等称号。2018

年退伍后，他自主创业，成立山东泽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与多家大型生物医药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解决就业岗

位200多个，带动了当地产业链发展。“参加这次大会，让

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代青年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我将继

续挥洒青春汗水，助力乡村振兴，在广阔天地干出一番事

业。”王泽群说。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聊城市青年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聊城市青年联合会工作细则

（草案）》《聊城市青年联合会关于委员履行职责的若干规

定（草案）》，并选举产生了聊城市青年联合会第三届委员

会主席、副主席、常委。会议期间，还举办了“青联大讲

堂”，开展了“青联思享汇”等活动。

聊城市青联

三届一次全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