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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常静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中国残联主席程凯
一行到滨州医学院考察调研，聚焦“残疾人
高等教育”，走访参观并与校友、师生开展
座谈，从滨州医学院“助残关怀”的时间长
河中，挖掘残疾人高等教育的闪光点、新路
径。调研人员来到滨州医学院国家级特殊教
育示范园区，实地考察了残疾人高等教育与
康复展厅、视障生阅览室等，感受特殊教育
理念指导下，滨州医学院为残疾人学生群体
打造的便利生活学习环境。
  记者在滨州医学院看到，这里不仅有国
家级特殊教育示范园区（全国医学院校仅 2
个），更有中国康复医学会教育基地、山东

省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推广中心等一批
国家级、省级示范项目，其打造的四位一体
“实验平台、实践平台、科研平台、信息平
台”，贯通“教、研、产、医”一体化建
设，整合学校平台、学科、科技、资源优
势，为残疾大学生人才培养提供人才支持、
科技支撑和智力帮扶。
  1985 年，创办我国第一个专门招收残疾
人的本科专业，开创了残疾人高等教育先
河；2011 年，招收专业扩展至口腔医学、中
医学等12 个专业；2012 年，获教育部批准以
“单独招生考试”的方式招收视障生；2018
年，获批“单考单招”听障学生，填补了全
国医学院校开展本科层次视障生、听障生教
育的空白。积极推动构建了“医、教、康”

等多学科门类的“大康复”体系，6个相关专
业获批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假肢矫形工
程、康复物理治疗专业相继通过国际专业认
证，获批相关硕士学位授予点5个，探索形成
了“残健融合、教康结合、学用合一”的残
疾人人才培养“滨州医学院模式”……纵观
滨州医学院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历史沿革，近
40年的残疾人人才培养史跃然纸上。
  滨州医学院党委书记孙祥军介绍，学校
残疾人和康复高等教育经历近40 年的发展历
程，始终与国家残疾人教育事业同频共振，
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全、从全到优的蝶
变，先后培养优秀残疾人大学生1500 余人，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打造了特殊教育最
鲜活的“校本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 1500 余人的群体
中，荣获创新创业大赛等省部级以上奖项176
项，全国残运会奖牌 2 金 1 银，省运会奖牌
100 余枚。目前，已有1200 余名残障大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成为医疗、科研等领域的骨干力量，
他们中有13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295人考取硕
士博士研究生，513 人获得省级以上表彰和奖
励，6 人获得“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荣誉称
号，307人担任医院科室主任或院长。
  “滨州医学院将始终把残疾人高等教育
作为鲜明办学特色重点发展、创新发展、高
质量发展，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大学的责任担
当，为新时代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和康复事
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孙祥军
表示。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李伟田 于洪鹏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1 月 11 日— 12 日，由韩国创业指
导师协会、首尔恩平区创业支援中心主办，烟台黄渤
海新区招商局及烟台韩人商工会协办的韩国初创企业
推介会在黄渤海新区成功举办，来自中韩两国的20
余家企业参加活动。
  参加此次活动的韩国企业是从40 多家递交申请
的初创企业中精心遴选而来，涵盖新能源汽车消防、
人工智能、特殊彩妆产品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中
韩两国企业就技术研发、业务合作等展开了深入交
流，宠物基因检测、网站AI 自动生成2 个项目现场
签约。“韩国宠物基因检测公司在技术、成本上具有
先发优势，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后，我们将进一步深入
探讨合作事宜，共同开拓中国市场。”烟台市宠物行
业协会秘书长郭帅表示。
  据了解，韩国创业指导师协会成立于2009 年，
是培养创业指导专家、振兴创业教育和提高创业成功
率、解决创业企业问题的创业指导专家协会，在全球
拥有38个合伙人，成立至今累计为近10000 人授予创
业指导师资格证，孵化创业企业200 余家。烟台代表
处已于2024 年 10 月进驻中韩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将
利用自身资源，吸引有意进军中国市场的韩国创业者
来烟创业发展，打造韩国青年来华创业发展的第
一站。

  □ 本报记者 冯彦文 
   本报通讯员 王松 王晓生 张海政

  “齐山蜜薯香甜如蜜，产地直发，当天
下单当天发货！”张洪峰是招远市齐山镇北
马驻埠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现在，
他除了每天到田间地头与农户研究烟薯种植
问题，还多了一项“直播”业务。
  时钟拨回到五年前。“2019 年我们合作
社种植的蜜薯严重滞销，很多没卖出去，最
后都坏掉了。”看着农户辛辛苦苦种出来的
蜜薯卖不出去，张洪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同年，招远市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组织了电商
培训班，在浙江培训时，张洪峰看到南方的
电商十分火爆，仿佛看到了希望。
  “在南方效果那么好，我们是不是也
行？作为村支书，只要对农户集体有利的事
情，我必须带头做。”张洪峰说，“由于没

有经验，第一次直播很紧张，并且直播间有
很多‘禁词’，对优惠价格时长等也有要
求，稍不注意就出问题。从0到1走到今天，
真是摸爬滚打。”
  现在，只要张洪峰到直播间，无论是在
线人数还是下单量都噌噌地涨。“村支书带
货，肯定靠谱！”直播间的很多消费者都是
冲着“村支书”的名号下单。张洪峰分析：
“一个是村支书、党员的身份令大家放心，
我们的品质肯定过硬，有问题能及时解决；
二是我们了解自己的产品好在哪，能讲出
来，我们有真情实感。”
  “直播带货的效果比线下卖得好。有了
网络，全国各地的顾客都能买到我们的好蜜
薯。靠着直播，我们还有了不少回头客，现
在每天从微信下单的也有几百单。招远市祥
岭种植专业合作社一共 26 户，年产量 40 万
斤，再也不愁卖了。”有这样的成绩，张洪

峰很是欣慰。
  一名党员一面旗。在张洪峰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直播达人”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招远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孙
骏就是其中一位。“与张书记通过直播业务
相识，我很敬佩他的敬业和坚持。同时，也
希望不断壮大党员直播的队伍，将我们招远
本地的品牌打出去，让更多的顾客知道我们
的产品，购买我们的产品。”孙骏说。
  招远农特产品丰富，盛产花生、玉米、
地瓜、苹果、阳光玫瑰等，为了让本地产
品畅销，越来越多的村支书、党员干部加
入了直播队伍。与此同时，招远市委社会
工作部深入实施“党建赋能”工程，打造
“新心相融·红耀金都”党建服务品牌，
建立直播电商党建联盟与孵化基地党支
部。通过创新“党建+电商”模式，以“党
建红”引领“行业红”，不仅让地方特产

闪耀网络，更展现了“红领”直播领域的
勃勃生机。
  依托红色驿站、主播沙龙、直播实训课堂
等平台，招远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灵活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既将直播达人中的佼佼者培
养成为党员，又将党员培养成为直播达人，思
想政治教育与业务能力实现了双提升。今年9
月，招远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成功入选

“全国县域直播电商中心”案例集。
  通过甄选“招金银楼”“龙口粉丝”“齐山蜜
薯”“大户陈家葡萄”等优质企业及合作社的百
余款特色产品，招远市成功打造了“海瞰金招”
这一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区域公共品牌。随着
年货节、双品网购节、618 电商大促等一系列特
色活动的举办，招远市农特产品的知名度、美
誉度及市场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2024 年1-
9 月份，招远市农特产品实现网络零售额23.12
亿元，同比增长29.4%。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滕一菲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1 月6日至7日，第二届王
懿荣文化传承交流会在王懿荣故里烟台举
办。全国各地专家学者齐聚烟台，共同弘扬
以王懿荣文化为主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125 年前，对金石文物颇有研究的王懿荣
偶然间发现龙骨上刻画的文字，当即便觉不
凡，细心考究后发现其为商代卜骨上的文
字，自此，甲骨文终现于世。王懿荣慧眼识
甲骨，将中国信史提前了1000 余年，在中华
文明史烙下一个深深的印记，成为甲骨文文
化的“一代宗师”。他的治学精神、爱国精

神成为一笔宝贵的遗产，供后世发扬传承。
  11 月 6 日，在福山区文博苑，纪念王懿
荣发现甲骨文125 周年书法展开幕式暨王帅先
生捐赠活动仪式举行。阿里巴巴荣誉合伙
人、芸廷文化发起人、鲁东大学特聘教授王
帅向王懿荣纪念馆捐赠藏品，包括王懿荣旧
藏仲偁父钟全角拓、王文敏父子兄弟手札
等。“捐献这些物品一方面是我对家乡的情
谊，另一方面也希望推动王懿荣文化的学术
研究。”王帅说。捐赠活动后，纪念王懿荣
发现甲骨文125 周年书法展正式开幕，此次书
法展精选125 幅来自全国各地书法家的优秀作
品，展现不同书法家对甲骨文文化的深刻理
解。 7 日上午，第二届王懿荣文化传承交流会

正式启动，烟台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
机关党组书记刘学祥向福山区政协、烟台市
博物馆、烟台图书馆、王懿荣纪念馆捐赠即
将面世的《王懿荣集·烟台馆藏书札》。
  据了解，烟台市一直高度重视王懿荣文化
的研究传承工作，先后建成了王懿荣纪念馆、
王懿荣甲骨学研究会、甲骨文研究所，设立了
王懿荣高级中学、王懿荣小学、王懿荣文化广
场，开展了王懿荣文化专门研究、甲骨学专题
研究等活动，不仅让王懿荣精神积淀在烟台群
众的血脉里，融入烟台的城市品格，更让王懿
荣走出烟台，走向全国，被公众熟知，被历史
铭记。
  其中，设立在王懿荣祖籍所在地福山的王

懿荣纪念馆，集中展示了王懿荣的遗物，包括
手札、书信、著作、书法、甲骨文片等300 余件，
系统诠释了王懿荣生平，将甲骨文文明“馆
藏”，为汉字发展立下“见证”。
  如今的王懿荣纪念馆，还细挖馆藏文物趣
味性，通过体验式、参与式、互动式等形式，打
磨“文博苑里过大年”“中小学生甲骨文书法作
品展”等经典主题活动品牌，持续开展历史文
化、自然科普、主题教育宣讲等社教活动。同
时，面向学生群体，设计开发了多种主题的研
学课程和项目，如“甲骨文化探秘之旅”“甲骨
文与汉字起源”等，让学生们在感知科技与传
统的碰撞中得到启发，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得到更好的传承。

  □ 本报记者 邢金钰 
   本报通讯员 潘丹丹

  站在潍烟高铁福山站进站口俯瞰，广场
上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旅客服务中心、公交
换乘站井然有序，出租车、长途汽车、非机
动车停车场等更是错落有致。“高铁新区在
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超前谋划，已引入全
路口渠化、公交港湾建设、海绵城市、一次
性铺设综合管网等做法。”通元天福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蔺俊林表示。
  福山区高铁新区总面积约15.68 平方公里，
东临福山中心区，西靠低丘缓坡生态区，南邻
夹河新城，北接福山西部工业新区，且紧邻荣

乌高速、奇泉路快速路。截至目前，配套路
网——— 紫东路、云龙山路西延、乡忆路站前广
场段已完工交付并具备通行条件；福新路、县
府街西延等交通设施配套正快速推进，高铁站
与城市空间实现持续融合。
  基础设施建设，一头承载着城市发展的
希望，一头牵动着群众的利益。“这条短短
几百米的路，真是修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家住福山区成德佳苑的刘女士满心欢喜地
说。原来，这条路周围工业厂房和居民区密
集，过去道路不通，小区居民只能绕道从北
门出行。现在，互为“L ”形对接的成德佳
苑配套路和銮驾路南延打通后，小区居民多
了从西门出行的选择，生活更加便利。

  “銮驾路南延和成德佳苑配套路是福山
区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自项目开工以来，我们
挂图作战，从征迁清障到道路建成，经过5个月
的高效施工，目前已满足正常通车需求。”福山
区住建局市政工程科科长赵俊鹏介绍，两路建
成通车，不仅为成德佳苑小区各种市政管网的
配套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打通了周边路
网微循环，有效缓解聚福路、蒲湾街、汇福街等
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
  新落成的河畔咖啡·水塔营地，正上演
着秋意渐浓的夹河美景；走进“星驿站”，
找寻心仪的书籍，品尝一杯香浓的茶水；再
到隅园花海，与粉黛乱子草留下美好合
影……这是福山区市民在内夹河岸度过的一

段段惬意时光。在内夹河沿岸，福山区设置
了35 处运动场地。其中，全线铺设的13 公里
彩色沥青跑道，以及烟台市首家专业赛事级
红土网球场，为不同年龄段的市民打造出了
友好的特色运动空间。
  10 月下旬，福山区2024 年度民生类道路
全部交付通车。近年来，福山区市政路网建
设，坚持规划先行、统筹推进，实施新建道
路、打通“丁字路”“断头路”、道路提升
改造、路口渠化等四类。福山区新增道路里
程超20 公里，提升改造道路60 公里以上，新
建、改造市政路网19 条，不断打通城市道路
堵点，提升城市品质，更加方便居民出行，
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

滨州医学院先后培养残疾人大学生1500余人，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打造特殊教育最鲜活的“校本教材”

福山：加速路网建设 畅通城市脉络

“党建红”引领“行业红”

村党支部书记当起电商主播

各地专家学者齐聚烟台，聚焦以王懿荣文化为主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架构交流桥梁 传承文化根脉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张浩 吕守政 报道
  本报龙口讯 11 月 6 日，国内首艘自主研
发、设计、建造的铝合金双体纯电动帆船在龙口
市诸由观镇诸由工业园下线。随后，帆船将启程
前往湖北省，预计将于今年12月投入使用。
  此次下线的两艘游船分别为“容美号”“云
来号”，为湖北某旅游公司研制，于今年3 月开
工建造。游船总长15.5 米，型宽5.5 米，可载客42
人，最大航速达18km/h。其电池和动力系统由国
内知名品牌联合提供，并获中国船检社认证。在
最大航速下可持续运行3 小时，经济航速下可运
行5 小时。电力推进系统展现出绿色环保、污染
物排放少、噪音低、系统简单、维修方便、续航
力长等显著优势。
  作为国内首艘铝合金双体纯电动帆船，该船
采用的电力推进系统节能环保，其建成对于国内
旅游休闲船艇绿色发展意义重大，能够加快新能
源技术在客船领域的应用，对推动旅游交通绿色
发展、业态升级和转型提升有着积极的示范效
应，有望成为国内旅游景点的绿色新名片。

国内首艘铝合金双体
纯电动帆船在龙口下线

韩国初创企业推介会

在黄渤海新区举办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周渊浩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1 月 11 日，由山东省旅游推广中
心主办的2024 “好客山东”文旅新媒体传播力提升
交流活动在烟台举行。此次活动通过对全省各地文旅
新媒体传播力的系统分析，树典型立标杆，强化省市
联动，进一步提升山东文旅新媒体创作活力，持续完
善“好客山东”新媒体推广体系。
  在现场发布的2024 “好客山东”文旅新媒体优
秀作品征集推荐发布活动成果名单中，烟台市文化和
旅游局荣获优秀组织单位的荣誉称号，展现了烟台在
文化旅游宣传推广领域的创新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
烟台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值得一提的
是，“烟台文旅”微信公众号、微博及抖音号均在此
次评选中脱颖而出，荣获各自类别中的第一名，为烟
台文旅市场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近年来，烟台市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创新宣传
推介方式，构建“烟台文旅”新媒体矩阵，推出“到
烟台看最美日出日落”等话题品牌，打造“不一样的
烟台”“周末好去处”等多个创意栏目，通过图文、
短视频、直播、 VR 体验等形式，让更多人了解烟
台、爱上烟台。“烟台文旅”新媒体多次荣获省、市
优秀政务新媒体称号，并在各级各类影响力评价榜单
中屡获佳绩。

“烟台文旅”三大

新媒体平台领跑全省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崔世昱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每次到这个小区来送餐，就跟回
家一样，不用担心停不下车、跑错楼，大大节省了我
们的送餐时间，甚至社区还给提供热水，真的很贴
心。”提起近来新打造的几个友好型小区，外卖小哥
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近期，牟平区委组织部、社会工作部联合出台暖
“新”友好型小区建设十条支持措施，打造 30 家
“红牟驿家”小哥补给站，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供
学习休息、饮水热饭、充电维修等暖心服务；面向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开展节日问候、义诊义剪等暖“新”
系列活动23场次，服务100 余人次；引导新就业群体
到小区报到，搭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参与小区治理工
作的平台，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汇聚“新”合力、增
添“新”动力。
  “辖区内快递、外卖等配送人员人数多、不固
定，我们只有先为他们提供好服务，解决实际困难，
才能让他们融入进来，方便有序管理，也为我们小区
治理提供帮助。”金埠街社区党委书记杨志超说。下
一步，牟平区将以“双向服务”不断推动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与社区双向奔赴，努力营造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业在牟平、乐在牟平、爱在牟平”的良好氛围。

打造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友好型小区

  □记者 邢金钰 
  通讯员 张丙翠 李其炎 报道
  本报栖霞讯 11 月 10 日，电影《五谷丰登》开
机仪式在栖霞市桃村镇国路夼村举行。“该影片展现
了栖霞厚重的红色文化、丰富的革命历史遗迹、浓郁
的风土民情和多彩的旅游资源。”电影《五谷丰登》
导演何威表示。该影片于2024 年9月取得中宣部、国
家电影总局剧本项目立项，计划于11 月底完成摄制
工作，预计2025年5月上映。
  电影《五谷丰登》以烟台市红色基因特色村国路
夼村的发展变化为故事背景，从乡村振兴的宏阔视
角，以村党总支书记常建富为原型，挖掘以常建富为
代表的优秀村支书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的优秀事迹，
展现优秀干部扎根基层、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用光
影描绘果业强、果农富、果乡美的乡村振兴美好
图景。
  栖霞市是“中国文学之乡”“中国苹果之都”
“山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近年来，栖霞市坚持
“生态立市、文旅兴城”，始终把推进文艺精品创作
作为展示地域形象、提升城市魅力的重要抓手，将
“影视+”作为文旅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催生了电视
剧《牟氏庄园》《好雨知时节》、电影《苹果村的苹
果事儿》《苹果村的喜事儿》和纪录片《砂大碗》等
一大批有温度、有分量、有影响的影视作品。 2024
年，烟台市首家电影互动研学基地落户栖霞，为栖霞
影视事业发展又增添了“新名片”。

电影《五谷丰登》

在栖霞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