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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报 记 者  高 田
    本报通讯员 焦佳靖
  
  每年5月初夏时节，是聊城高新区许营
镇收获的季节，圆滚滚的西瓜不仅为夏日增
添了一抹清甜，也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动
能。近年来，许营镇充分挖掘区域特色资源
优势，高举“许营西瓜”国家地理标志“金
字招牌”，在发展西瓜“甜蜜经济”上做足
文章，提品质、补链条、树品牌，做大做强
西瓜产业，推动西瓜产业向高端、精致路线
迈进。2024年，全镇大棚西瓜收获面积近3
万亩，总产量15万吨，收入近3亿元，走出
了一条产业振兴引领乡村振兴之路。
  5月15日，在许营镇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连栋温室内，十几亩的大棚种植了88个不同

品种的西瓜。每垄西瓜上都悬挂着信息牌，
记录着西瓜的类型、品种以及定植日期、授
粉日期，方便后期采收和评比。“我们投资
400多万元，打造了这处现代农业产业园，
高标准建设、智能化管理，通过新品种的选
育，为周边瓜农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许
营镇乡村振兴工作站站长王天兵说。
  近年来，礼品西瓜走俏，为此，许营镇
大力推广“拱棚立体化”吊蔓种植，西瓜每
亩定植量由800棵增至2000棵，上市时间提
前至3月底，实现“错位”销售，抢占市场
先机，集成推广绿色生态循环生产模式，亩
均效益由1万元提升至4万元。
  记者采访时，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人员
宫丹丹正拿着手机进行直播，介绍西瓜的品
种特性和生长要点，众多网友纷纷喊话“上

链接”。近年来，许营镇积极推进“互联网
+西瓜”融合发展，统筹辖区直播基地资
源，实施“三农”主播种子计划，举办“指
尖新农”培训班，去年免费开展直播带货、
短视频培训12期，累计培训1000余人，一大批
脱贫群众、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种养大户、致
富能手等被培养成为扎根乡村的电商人才。
  好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而“新农
人”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看到“许营西
瓜”产业的发展前景好，聊城青年杜珊珊在
许营镇租赁了6个大棚发展西瓜和蔬菜种
植。“我们全部种植了礼品小西瓜，亩均效
益两三万元，通过体验采摘和批发等销售方
式，温室西瓜已经销售一空，现在利用空窗
期种植荷兰豆、葫芦等。”杜珊珊说。
  产业升级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政策扶

持。据许营镇副镇长方浩介绍，该镇聚焦乡
村产业发展瓶颈，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出
“政策惠农”暖心包，累计整合涉农资金约
30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约2000万元，用于
农业项目再生产设备改造、水电路等基础设
施配套、大棚改造奖补引导、农业项目贷款
贴息等方面，截至2024年办理助农贷款累计
达600万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培育，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达150家。
  “下一步，许营镇将继续以‘许营西
瓜’国家地理标志为核心，深化‘科技+电
商+品牌’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条，推动西瓜产业向高端化、精致化、多
元化方向发展，让‘甜蜜经济’持续赋能乡
村振兴。”许营镇党委书记夏爱兵说。

许营镇“甜蜜经济”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 本 报 记 者  胡磊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王硕

  在马本斋烈士陵园守陵，是蔡恩坤最引
以为傲的事。
  初见75岁的蔡恩坤，身材略显单薄，但
精气神十足。单手握着几乎高过他的大扫
帚，扫起地来仔细又小心。
  40年来，蔡恩坤就像园内的一棵松柏，
将“根”深深扎进陵园。用他的话说：“只
要还能动，我就会一直守下去。”

主动请缨守护陵园

  蔡恩坤是莘县张鲁回族镇韩庄村人。和
很多同乡一样，蔡恩坤自幼受马本斋抗日事
迹熏陶，立誓要横枪跃马，为国分忧。“马
司令在我们这里的名气那叫一个‘响’啊。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都想成为像马司令一样
的大英雄。”蔡恩坤告诉记者，他1969年参
军，1971年入党。就在踌躇满志之时，一场
意外让他永远失去了左小臂。
  “残疾了，也就不好意思在部队待着
了。”提及往事，蔡恩坤显得格外坦然，然而对
于当时的他来说，何尝不是沉重的打击。

  1985年，一场看似平常的聊天，让蔡恩
坤再度燃起了希望。“有朋友跟我说，村里
建起的马本斋烈士陵园需要人看护。我想，能
为马司令守陵也是一件光荣的事。”时年35岁
的蔡恩坤主动请缨，承担起守护陵园的重任。
  “我向他们承诺，我是军人出身，不怕
吃苦，一定能把活干好！”蔡恩坤说，秉持
着“马司令对张鲁有感情，张鲁人民应守护
他”的信念，他赢得了组织信任，也获得了
家人的支持。
  陵园初建时，蔡恩坤独居在七八平方米
的砖房内，每天重复着除草、浇树、打扫卫
生……一天天枯燥乏味的工作曾一度让他有
些迷茫。原来，1944年，马本斋被安葬在韩
庄村后，1954年，根据上级安排，马本斋的
灵柩又迁移到了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换句
话说，蔡恩坤守的是一座空坟。
  直到有一天，蔡恩坤见到了曾任马本斋
警卫连连长的高翔。“那天，我照常在陵园
打扫卫生，突然门口停下了几辆绿色吉普。
为首的老者趴在墓碑上痛哭起来，后来才知
道，老者是马司令的警卫连长。”蔡恩坤回
忆，“高翔拉着我的手不撒开，他说‘把老首长
交给你了，拜托了，一定要守护好老首长’，我
们俩人都哭了。临别时，我也给他郑重承诺：

放心吧，答应的事，就要做到闭眼那天！”
  起初，陵园不通水电，蔡恩坤就用扁担
一桶水一桶水地浇灌园内的绿植。40年来，
他扫秃了200余把扫帚，磨破了无数双手
套，却从未让陵园蒙尘。远在长春工作的儿
子多次劝他去安享晚年，但都被他拒绝。
“守的时间越长，越有感情，越不愿离开，
就跟守护自己的亲人一样。”蔡恩坤说。

讲好烈士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为讲好马本斋的故事，这些年里，蔡恩
坤阅读了大量关于马本斋和革命史的书籍，
成了马本斋事迹的“活字典”。每当有学校
和单位来陵园扫墓，他都会主动担任义务讲
解员，慷慨激昂地讲述马本斋的英勇事迹。
每一次讲解，都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
年代，他感觉自己是在为宣传革命精神、教
育下一代贡献自己的力量，工作充满了意
义。他的讲解生动且富有感染力，常常让听
众深受触动。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
了解了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英雄事迹，革命
精神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弘扬。马本斋烈士
陵园不仅成为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重
要场所，更变成了弘扬诚信精神、传递正能

量的生动课堂。
  “我们都是听蔡叔讲马司令的故事长大
的。”褚丁辉是韩庄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他
看来，蔡恩坤四十年如一日守护在马本斋烈
士陵园，无形中影响了村里很多人。
  蔡恩坤耐住了寂寞、牢记了嘱托、信守
了承诺。曾有人问他：“守了一辈子墓值得
吗？”蔡恩坤的回答是：“值得！”
  “听到孩子们说‘谢谢爷爷的讲解’，
听到老战士们说‘有你陪着老首长我们就放
心了’，听到马本斋烈士的儿子马国超将军
说‘谢谢你，你辛苦了’……我就觉得这一
切都值得！”蔡恩坤说，如果时光倒流，让
他重新选择，他依旧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同样
的决定。
  蔡恩坤不仅一直看护着陵园，还在陵园
内栽下杨树、柏树和四季常青的冬青。他
说：“人不可能时刻陪伴在马司令身边，种
下这些树，就可以长久地陪伴他。”这些树
苗在他的照料下郁郁葱葱，如今已亭亭如
盖，成为陵园忠实的“守陵人”。“假如有
一天，我干不动了，我会嘱咐女儿、女婿接
过手中的担子，继续守护好这座陵园。”蔡
恩坤说，这份承诺，已化作蔡家两代人守护
烈士英魂的接力。

守诺四十载  初心伴英魂

“只要还能动，我就会一直守下去”

  □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武亭亭 王妍

  日前，在莘县董杜庄镇张端村，西瓜种
植户王涛正站在大棚外，用手中的遥控器操
控着棚内的轨道车，将一筐筐新鲜的西瓜运
到大棚门口。“改造升级后，大棚不仅变高
变大了，还新增了轨道车、滴灌、自动放风
机等设备。现在，我们在棚里干活省心省力
多了。”王涛告诉记者。
  莘县董杜庄镇是山东西部最大的早春大
拱棚西瓜生产基地。30多年过去了，不少老

旧大棚面临着超龄服役、土地利用率低下、
机械化操作条件不足等问题，导致西瓜等瓜
菜种植效益不高。很多棚户早就有大棚改造
升级的想法，但面对冬暖式大棚和钢构大拱
棚亩均造价6万元的成本，大家犯了难。
  2023年，莘县掀起了老旧大棚改造提升
的热潮，随之而来的是各大金融机构的积极
参与。2023 年 11 月，莘县农商行等金融机构
主动来村内对接，根据实际需求制订信贷支
持计划，相继推出大棚贷、兴农贷等信贷产
品，而且手续快、利率低，为棚户解决了大
难题。“改造后的大棚亩均纯收入比原来增

加了近7万元。”王涛说。
  记者了解到，莘县积极整合县内金融机
构资源，邀请10余家银行机构签订《金融赋
能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搭建政银企沟
通对接合作平台。“莘县通过优化金融服
务、创新信贷产品、强化科技支撑，紧紧围
绕‘原材料供应、种苗培育种植、储存加
工、市场销售’等瓜菜产业全链条构成主
体，厘清供应、生产、销售产业链条，相继
推出了‘大棚E贷’‘大棚合家贷’‘大棚
高端贷’等系列信贷产品，指导金融机构持
续为大棚改造群众提供减息让利和资金供

给。”莘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莘县
金融稳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
建国告诉记者，截至2024年底，莘县各类银
行机构累计投放涉及大棚产业资金28亿元，
强力支持了当地4.7万亩的大棚改造提升。
  “今年，我准备在棚内继续加装自动放
风机、补光设施等，费用大约3万元。”莘
县大王寨镇王村棚户李明军说，“银行推荐
的授信贷款，还款灵活。而且银行全程跟踪
种植，并利用资源牵线搭桥，促成了村合作
社与商超、电商平台的合作，帮助我们拓宽
了销路，大家根本不愁还款。”

金融“活水”助力大棚改造升级

  □记 者 薛良诚
   通讯员 韩荣菲 报道
  本报聊城讯 “多亏镇综治中心出面调
解，既让我们认识到了彼此的不足，也解开
了心里的疙瘩。”5月11日，在聊城市东昌
府区闫寺街道综治中心，黄某和张某这对曾
经的“冤家”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基层综治中心是社会体系治理的重要
堡垒，近年来，东昌府区委政法委始终以
“全面实用、高效专业”为规范化建设运
行的根本原则，以“全、快、专、智、
特”五字赋能，大力构建“党建引领+科技

赋能+机制创新”三维发力的新型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体系，努力实现让群众“进一扇
门、调千家事、解万户忧”。目前，区、
镇（街）两级15个综治中心正不断加快规
范化建设，上下联通、部门协同的多元化
解格局基本形成；依托阵地共建、功能进
驻等方式，矛盾纠纷调处“15分钟快调
圈”已见雏形；流程监督、考核评价、队
伍建设等日常管理日趋规范；分类办理、
分析研判、协同联动、跟踪回访、预警预
防等运行机制日益完善，实现了“区级为
枢纽、镇街为支点、村社做前哨”的三级

闭环治理体系，激活了基层社会治理原动
力，提升了矛盾纠纷调处新质效。
  在东昌府区综治中心，法院、检察院、
公安、司法、信访、人社、教体、妇联、住
建、农业农村等23个重点部门均已进驻，全
区19家律师事务所、62名律师轮值与826名
人民调解员，基本实现镇（街）、村（社
区）全覆盖。同时，依据智慧化大平台和
“雪亮工程”视频监控体系，整合视频监控
资源1.8万余路，结合大数据应用结构化分
析、大数据识别，形成了东昌府综治中心智
慧治理模式，为“首善之区”的高质量构建

提供了坚实的政法保障。
  此外，东昌府区还依托423个网格党支
部、16个社情民意党代表工作室、37个“法
惠昌民”党代表工作室联络站，塑造新区街
道“一枢六站”、闫寺街道隋庄新村“三团
五治”等基层社会治理样板，孵化出李春甫
工作室、孙月媛工作室等特色个人调解品
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新
体系。截至目前，全区跨部门集成受理效率
提升75%以上，90%以上矛盾纠纷实现就地
化解，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平
安建设“底座”。

东昌府区90%以上矛盾纠纷实现就地化解

  □记者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记者从5月16日召开的全市产业链链长制
会议上获悉，今年，聊城市将出台《聊城市制造业产业链
“链长制”工作运行机制实施方案》，着力构建“市县联
动、部门协同、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调整优化产业链细
分领域，发挥链长作用，落实专班责任，强化要素保障，推
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依托全市重点项目全周期协同管理系统，绘制产业链图
谱，梳理上下游关联产业、头部企业、优势和缺失环节等，
为产业谋划、招商引资提供重要参考。制订实施“链主”企
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做大做强“链主”企业，发挥领航作
用，支撑引领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加快谋划建设聊城市新质
生产力产业园，构建以高新区引领，开发区、东昌府区、东
阿县相关园区协同发展的“1+3”新质生产力区域布局。
  聊城市近期还将遴选新一批远航企业和助企服务专员，
实行助企远航服务企业评价模式，切实提升服务企业水平。
发挥好“聊城企业之家”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6大助企
“聊”行动，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完善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机
制，实现惠企政策精准匹配、部门信息动态推送、政企建言
双向沟通、企业诉求切实解决，建立“政策直达企业、需求
及时响应、服务全程在线”的政务服务新模式。

聊城将制订实施“链主”企业

培育三年行动计划

  □记者 薛良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5月17日-18日，“行走大
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暨
中国聊城·江北水城龙舟公开赛在东昌湖举
行（右图）。
  本次赛事设1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
赛两个比赛项目，分设男女组，共有来自江
苏、湖南、湖北、河南、山东等各省市的33
支龙舟队伍报名参赛。经过两天的激烈角
逐，最终，聊城大学龙舟队包揽了全部四个
项目的金牌。
  近年来，聊城市将龙舟赛事活动与聊城
的特色旅游文化资源融合，打造集龙舟竞
渡、文化体验、观光游览于一体的体育文化
旅游品牌，助力聊城构建“赛事搭台，文旅
唱戏”的文体旅融合产业生态。

龙舟竞渡东昌湖

  □记者 薛良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5月15日，2025年山东聊城轴承产业高质
量发展专家聊城行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个领域的50余名专
家齐聚一堂，聚焦聊城产业需求，围绕轴承产业、医疗健
康、数字技术、低空经济、现代农业、高端装备制造等领
域，深入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人才培育，为产业发展
把脉问诊、精准赋能。
  据悉，今年是聊城连续举办第9次组织轴承等产业“专
家聊城行”活动，累计邀请500余名高层次专家来聊对接合
作，签约项目300余个，解决技术难题1000余项。
  近年来，聊城市着力推动产业向新布局、科创向新发
力、要素向新流动、环境向新重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
动更多关键技术突破和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助推轴承等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壮大。

轴承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家聊城行活动举行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5月13日，2025中国品牌日（山东）活动
在青岛举行，现场公布了第四批100个“好品山东”品牌，
本批“好品山东”品牌呈现门类覆盖面广、技术实力强、品
牌效益大等特点，涵盖国民经济多个行业。其中，聊城5个
品牌榜上有名。
  制造业产品品牌中，聊城有3个品牌上榜，分别是：山
东冠洲股份有限公司的冠洲高强度高耐蚀纳米涂层彩涂板，
山东哈临集团有限公司的HLB PTFE自润滑关节轴承，山东
省宇捷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的宇捷22324CAW33P6调心滚子轴
承。地理标志品牌有2个品牌上榜，分别是：莘县蔬菜协会
莘县香瓜、高唐县渔业协会高唐锦鲤。

聊城5个品牌

上榜第四批“好品山东”

  □记者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5 月13 日，聊城市公布第七批绿色制造单
位名单。其中，聊城华瑞电气有限公司等44 家企业被评为
市级绿色工厂，茌平化工产业园等3家园区被评为市级绿色
工业园区，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
被评为市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开展市级绿色制造单位培育，是建立健全绿色制造体系
的基础工作，可为推进全市工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助力
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支撑，梯度打造一批绿色制造领
军力量。近年来，聊城市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
路，厚植新型工业化生态底色。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深
化“绿色诊断+改造提升+示范创建”模式，推进绿色工
厂、绿色工业园区和绿色供应链建设，构建全链条绿色工业
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制造单位32家，
省级绿色制造单位56家，市级绿色制造单位153家。

聊城市第七批绿色制造单位

名单公布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5月14日，现代京剧《超级外卖》首演暨
葛宇航烈士牺牲15周年纪念活动在聊城市京剧院举行。
  《超级外卖》是国内首部消防英烈题材的现代京剧，讲
述了外卖小哥在除夕夜接到一份特别的外卖订单，前往安徽
省砀山县为葛宇航父母送去由聊城消防指战员精心准备的年
夜饭的故事。剧情紧扣主题，致敬最美逆行英雄葛宇航烈
士，激励广大指战员忠诚履职、担当尽责。
  今年是葛宇航烈士牺牲15周年。2010年4月7日，在一次
火灾救援行动中，莘县公安消防中队战斗班班长葛宇航为了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献出了年仅22岁的宝贵生命。15年
来，聊城市对葛宇航烈士的缅怀一直在延续，全市24个基层
消防救援站均已设立“宇航班”。

现代京剧《超级外卖》首演

  □记者 薛良诚 通讯员 宋健 报道
  本报临清讯 近年来，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政务公
开赋能服务升级为核心，构建“全链条、全场景、全周期”
政务公开新生态，打造政务服务与政务公开深度融合的“临清
样板”，推动行政审批服务向“好办、快办、智办”升级。
  创新推出“五权分立”审批模式，全省首创统一制证中
心，以“一枚印章管审批”的硬核举措构筑阳光政务防火
墙；精心编制《高频事项服务指南》，将79项高频业务的办理
流程、材料清单、时限要求等关键信息集成“一册通查”，实现
群众办事“按图索骥”。积极探索政务直播、跨域通办等特
色服务，搭建政民互动“云桥梁”，通过“政府开放月”等活动，
邀请群众走进政务大厅，“沉浸式”体验办事流程，形成
“公开促服务、服务强公开”的良性循环。

临清构建政务公开新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