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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侯君华 董 娆

  5月10日下午两点多，接货员赵伟在行经位
于诸城东外环和南外环交叉口的王家铁沟时，
所开皮卡车上的一箱呼吸机插管意外滑下车。
回到仓库清点货物发现丢失后，赵伟立即驱车
返回找了几个小时，一无所获。
  赵伟通过监控视频查询，发现是一名骑着
蓝色电动车头戴粉红色头盔的行人捡走。找到
王家铁沟村村民询问，回复村中并无此人。看
赵伟着急，村干部李均立即将丢失货物信息发
到了微信群中，希望500多名村民能广泛发动
亲朋助力。晚上十一点半，在村民接力找寻
后，最终一村民联系到了在寻找失主的捡拾者
王东风。事后，感动不已的赵伟将一面“热心
助人献真情 无私奉献传美德”的锦旗送到
村中。
  一件寻物小事展现了淳朴的乡村民风。乡
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所在，是农民精
神风貌的最好体现。位于城郊的王家铁沟村，
村民就近进厂打工，九成以上的村民下班返村
居住，生活富足，棋盘状的村中道路条条整洁、
路边鲜花盛开。“每户房屋旁的花草树木都由居
户自行管理，白墙红瓦的平房区被收拾得像个
小公园，村子五年来一直是省级卫生村。”王家
铁沟网格党支部书记颜金亮告诉记者。
  近年来，诸城市用好人好事推动乡风文明
大改观，引导百姓形成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
发文明新气象。包括诸城在内，潍坊及各县区
正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利的文化条件
和丰厚的文明滋养。“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
铸魂，潍坊正积极加强思想引领，盘活文化资
源，深化移风易俗，不断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水平。”潍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云波说。
  为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乡村
振兴各村落、全过程，潍坊市推动基层理论宣讲

“活”起来，组建“更好潍坊·我来讲”主题宣讲
团，深入宣讲各行各业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
的新作为新担当。
  生硬的说教并不能深入街头巷尾。潍坊文
脉绵长，当地充分发挥传统文化资源优势，创作
移风易俗小戏小剧80多部，有效提升移风易俗
群众参与度。潍坊各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资源整合能力进一步彰显，从以往“严肃”“有距
离感”的场馆变为接地气的群众活跃之所，推进
艺术乡村建设，打造“一乡”“一品”“一艺”“一
店”“一景”，推动乡村文化事业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文化振兴、文明乡风建设、移风易俗
工作，是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三大基本任
务。我们坚持把党的创新理论传到千家万户，

在‘时、度、效’‘生动鲜活’‘多样化’上下功夫，
始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推
进文明乡风建设，进一步凝聚建设更好潍坊的

精神力量。”刘云波说。去年，潍坊又有19个村
镇新入选全国文明村镇，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开拓出新局面。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6日，记者从潍坊市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潍坊市降水量
总体接近常年，全市平均气温整体偏高。预计今年
汛期，潍坊市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灾害性天气
仍将呈现多发态势，阶段性旱涝灾害风险较大。特
别是主汛期暴雨、台风和持续性高温灾害风险高。
  今年夏季（6-8月）全市平均降水量430-470毫
米，较常年（394.2毫米）偏多1-2成；平均气温26.5-
27.5℃，较常年（25.5℃）偏高。预计将有2个台风或台
风外围影响潍坊市及邻近海域，发生极端强降水的
概率大。
  全市气象部门将严密监测天气，加强灾害性天
气发生机理研究，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切实发
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为全市安全度汛
提供有力保障。

  □ 本报记者 张 蓓

  近日，在潍坊市人民广场，潍坊市寒亭区
40余家企业与种植户带着潍县萝卜、固堤西
瓜、高里八宝、朱里大姜等“寒亭名品”集中
亮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尝选购。现场不仅
有固堤西瓜品牌展、生物育种科技成果展、西
瓜创意雕刻展，还设置了“西瓜乐园”游戏嘉
年华等互动环节，让市民在吃喝玩乐中感受寒
亭农产品的魅力。
  展会上，众多高端农产品凭借品质与科技
“圈粉”：用黄豆底肥种植的“张胖子蜂蜜小
西瓜”，让不少人现场纷纷加摊主微信咨询；
一盒22个售价128元的“喜柿番茄”，因高维
生素C、番茄红素含量及无农药种植等优势成
为“高价担当”；“白开水农场”的富硒葡萄

两串卖100元，精品包装尽显高端质感。这些
产品的热销，正是寒亭区推动农业品牌化、高
端化的生动体现。
  寒亭区通过政策引导与规模化发展，走出
一条高端农产品产业链之路。以西瓜为例，
“郭牌西瓜”一箱两小个售价260元，还在潍
坊北站设专卖店；“青泉西瓜”“志军西瓜”
等品牌以百元价位抢占市场。山东省农业农村
专家顾问团蔬菜分团团长焦自高表示，寒亭龙
头企业在带动西瓜产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未来可从全产业链布局入手，推进品种选
育、育苗和栽培技术研究，进一步推动产业升
级。潍县萝卜同样实现突破：全区5万亩种植
基地通过品牌升级和标准化生产，亩产从7000
斤提升至近万斤，单价从每斤3-5元涨至15
元，品牌价值增长3-5倍。

  科技是寒亭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
撑。活动现场发布的《潍坊市精品西瓜产
业》白皮书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寒亭西
瓜产品标准》，以及龙头企业郭牌农业现
场展出的12张证书均彰显了寒亭西瓜背后的
科技实力。优耐尔生物科技研发的4款功能
性西瓜更是引人关注，如鲑鱼肉色西瓜可抗
氧化、橙色西瓜能护眼，企业通过分子育种
技 术 精 准 定 位 优 质 基因，让美味与健康
兼具。
  除了初级农产品，寒亭区还通过深加工提
升附加值。在现场记者看到，本地企业“农综
逸品”将固堤萝卜制成虾油萝卜礼盒，用禹王
湿地鸭蛋做成高端咸鸭蛋，把固堤蚂蚱加工成
蚂蚱酱，搭配潍坊红木嵌银筷子，推出极具地
域特色的精品礼盒，推动农产品从田间向“礼

品”升级，拓宽市场空间。
  近年来，寒亭区依托潍坊国家农综区核心
区优势，聚焦品牌建设与品质提升，推动农
业产业融合发展。全区拥有3个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84个农产品获绿色或有机认
证，培育25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460
家家庭农场，18家单位入选全国农业企业/合
作社500强，寒亭西瓜、潍县萝卜跻身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成为响当当的“寒亭名
片”。
  随着寒亭区优势特色农产品全国巡礼活动
的启动，这些特色农产品将“北上南下”，走
进北京、粤港澳大湾区等地，让全国消费者领
略“寒亭味道”。从田间到全国餐桌，寒亭正
以科技为引擎、品牌为纽带，在乡村振兴赛道
上跑出农业升级“加速度”。

寒亭区推进品种选育、育苗和栽培技术研究，推动农业品牌化高端化

科技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支撑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推进文明乡风建设

潍坊：文明新风润乡野

  □记 者 谭佃贵 
   通讯员 刘瑞华 宫德军 报道
  本报临朐讯 临朐县公安局将文化“软实
力”锻造成队伍建设和基层治理的“硬支撑”，以

“文化育警、文化强警、文化惠民”的组合拳，书
写新时代平安建设新答卷。
  临朐县公安局将文化建设纳入刚性体系。
每周“朐警学堂”思政课、每月警营开放日、每季
度五公里拉练，构成民警“文化生物钟”。该局
启动临朐公安警察文化周，组织开展书画摄影
展、“励警大讲堂”、演讲比赛等8项活动。其中，

“公安心向党 翰墨映忠诚”主题书画摄影展征

集民警、辅警及群众作品496件，吸引1200余名
社会人士参与，创历年之最。
  临朐县公安局以文化为载体实现警民深度
融合。临朐县九山镇薰衣草小镇舞台上，民警
改编的反诈版《爱你》引发千人大合唱。“以前发
传单没人看，现在唱反诈歌，老少都记得住！”村
民刘大姐道出实效。更具特色的是临朐公安“敬
礼文化”。该局要求全局1200名民警、辅警在日
常110接处警、巡逻防控、社会管理、服务群众时
向工作对象敬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唤醒民
警职业荣誉感，增强群众对警察的尊重和信任。
数据显示，系列警民活动的开展，全县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提升12%，电信诈骗发案率下降18%。
  临朐公安深挖本地红色资源，让历史文脉
成为精神灯塔。每年组织“红色故事会”，由老
民警讲述铁血往事。2025年警察节文艺汇演
中，10名国家一级演员与民警同台演出，《如愿》
等节目获雷鸣般掌声，网络直播观看量超50万
次。这种“破圈”效应使警营文化走向“社会共
振”，不断扩大警营文化朋友圈。临朐公安致教
师、医护、环卫工人的慰问信持续引发行业共
鸣；《致临朐籍在外民警的一封信》，更是吸引了
全国600余名游子回信“云助力”，警营文化已成
为链接社会资源、凝聚治理合力的“金纽带”。

  临朐公安将平安建设融入山水文旅，探索
“文旅+公安”治理模式，每季度五公里拉练和
发起临朐半程马拉松暨全国警察半程马拉松邀
请赛，该局将路线设为“文旅景观带”，民警化身

“流动宣传员”，同步推介生态临朐。同时在县
内各节会现场设立公安展位，既是平安宣传点，
也是矛盾调解室。2025年上半年，临朐旅游投
诉量同比下降35%，实现安全与发展“双赢”。
  文化是基层治理的“必答题”而非“附加
题”。临朐实践深刻证明，当文化深度融入警营
日常与百姓生活，平安建设便拥有了最深厚的
根基与最澎湃的动力。

临朐以文化引擎驱动平安建设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郑秀宝 王洪明

  6月6日，青州市庙子镇北崔崖村，遇龙河潺
潺流淌，两岸峭壁上青苔斑驳，百年黄栌树随风
摇曳。景区内，游客们或乘筏漂流听泉，或在民
宿院落里品尝香椿酱，或漫步古巷。
  北崔崖村曾因石灰岩喀斯特地貌导致耕地
稀缺，70%村民外出打工。2015年，村两委依托
村庄良好的生态资源，领办成立了青州遇龙河
旅游专业合作社，建设遇龙河景区，打造了遇龙
湖、老龙湾、龙歇坪等景点，被评为山东省乡村
旅游重点村。

  依托山区水资源丰富且水质好、富含多种
微量元素的优势，该村自主开发设计“北崔崖”
牌矿泉水，年销售50万瓶。还对山楂、小米、香
椿等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对接省内外供销农产
品流通企业和电商平台，村土特产年销售额突
破40万元。2024年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
  如今，青州越来越多的乡村依托得天独厚
的生态资源禀赋，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新
路径。
  夏日的圣峪口村天赐山景区，山上树木葱
郁，村庄被掩映在青山绿水中。圣峪口村通过
引入资本，成立圣峪口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开

发天赐山景区，村民以现金、土地、荒山、林木、
闲置房屋等入股，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机制，高效整合自然资
源，实现林地生态保护与集体农民双增收共赢。
  “走在木栈道上，听溪水潺潺，闻着花香与
青草香，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来自东营的游
客刘玉芬说，习惯了都市快节奏生活的她，在这
里尽情享受山水的宁静与美好。
  圣峪口村变成了“自带流量”的网红村，村
集体和村民收入实现了翻倍增长，村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原先我在外打工，景区
建成后，就在景区工作，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圣
峪口村村民杨林杰说。

  圣峪口村的邻村岸青村也因此火了起来。
村内的石屋错落有致，各色花卉点缀其间，吸引
不少游客穿汉服拍照。“今年‘五一’假期，我们
的窑炉披萨店开业，现在周末和节假日游客爆
满。”店老板闫成良告诉记者。
  如今，仅庙子镇旅游景点已达30余处，包括
杨集岸青生态旅游观光区、美术写生区、民宿集
聚区、横兰生态健康养老区等，民宿、农家乐、咖
啡馆、奶茶吧、书社等业态。
  从繁花似锦的乡村美景，到丰富多彩的文
旅体验，凭借山水自然、乡村田园等优势，青州
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之路。

青州乡村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潍坊做好汛期气象预报

预警服务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白秀娥 徐琼琼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以来，坊子区聚焦提升基层
社会治理效能，注重抓好村居（社区）调解队伍建
设，试点推行“和事佬”调解机制，助力矛盾纠纷
源头预防、排查预警、调处化解，让群众在家门口
找到“说理地儿”“解忧人”。
  该区不拘泥于年龄、职业等，在村（社区）公
开推选德高望重、处事公道、善作沟通的“和事佬”
300余人，让基层调解员“名正言顺”参与调解、化解
纠纷，夯实基层治理“第一道防线”。邀请法官、律师、
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不定期对“和事佬”调解队
伍进行培训，着力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群众信赖的基
层调解队伍。将“和事佬”调解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
建设，畅通“和事佬”反馈—综治中心接单—部门分
流转办化解渠道，赋能“和事佬”化解复杂矛盾纠纷，
推动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化解在小。

坊子区“和事佬”

助力基层治理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高密讯 近年来，高密市坚持人才引领，持
续深化“青鸟计划”，吸引2300多名青年学子返乡增
才干、做贡献，柔性招才引智力度进一步增强。
  该市统筹全市资源提供实践岗位，为大学生印
制文化衫、购买保险、制作纪念册，全力做好后勤保
障，吸引大学生慕名而来。高密市宝德书院从最初
招募不到实践团队，到现在已与10多所高校共建实
践基地。引导青年学子向社区报到，参与基层治理，
在关爱希望小屋儿童、义诊进社区等活动中增长实
践本领。高密市醴泉街道西关社区招募23名大学生
担任网格员，通过不文明现象“随手拍”等，发现整改
问题三大类27项，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度。
  此外，破解社会实践“一次性”问题，成立高密市
青鸟学子联盟，常态化为2000多名学生提供就业创
业、实习实践服务。

高密持续深化“青鸟计划”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窦克秀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潍坊滨海区纪检监察工委坚持以
监督促廉，以制度建廉，以文化润廉，推进清廉学校
建设，督促各中小学一体推进建设政风清明、校风清
净、教风清正、学风清新的治校育人环境。
  建设清廉学校，监督保障是关键。该纪检监察
工委紧盯教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对“一把
手”和领导班子履职情况的日常监督，开展专项监督
检查，推动立行立改问题331个。
  该开发区纪检监察工委督促区教育局制定了
《滨海区清廉学校建设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机制、师德师风考核机制、办学行为负面
清单等系列制度，细化任务清单和考核指标，推动清
廉建设融入治校育人全过程。
  同时，潍坊滨海区发挥廉洁文化浸润作用，将本
土优秀的清廉元素融入学科教学、德育教育、校园环
境创设之中。

滨海区推进清廉学校建设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陈先勇 报道
  本报诸城讯 今年以来，诸城市组织在一线实
践锻炼的年轻干部，开展以“沉浸式体验 零距离服
务”为主题的“政务一线体验日”活动，让年轻干部深
入政务服务大厅，直接参与群众接待答疑、材料受理
审核、业务审批办理等工作，在窗口服务中锤炼作
风，在真学真干中增长才干。
  活动岗前培训环节，由行政审批服务局业务骨
干围绕高频事项办理流程、系统操作规范和服务礼
仪技巧进行专项辅导；试岗体验环节，年轻干部分组
轮岗到业务受理窗口和后台审核岗位，协助完成群
众接待、材料受理、政策解答、流程审核等工作；座谈
研讨环节，年轻干部交流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围绕
服务短板、流程优化等提出意见建议。目前，已先后
组织2期40余名年轻干部开展“政务一线体验日”活
动，累计服务群众300余人次，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建
议50余条。

年轻干部一线增才干

  □记者 张 蓓 通讯员 彭青青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025年，潍坊高新区汶泉发展区
以提升组织力为核心，通过聚焦组织建设、党员干部
队伍建设、基层治理、融合共建、作风建设等方面，不
断夯实基层基础。
  聚焦组织建设，构建三级理论武装体系，推进
“凝心铸魂”“规范提升”“软弱涣散整顿”三大工程，
夯实战斗堡垒。聚焦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落实责任清
单、体悟实训、传帮带三项机制，实施“头雁领航”“提
能赋能”“红色引擎”三大工程，锻造高素质队伍。聚
焦基层治理，深化“汶润泉＋”网格化治理品牌，设立

“书记接待日”，推动网络“精网善治”工程，提升服务
效能。聚焦融合共建，优化2处党群服务中心，成立社
区社会企业，打造5个党建共建项目，推动党建“示范引
领”工程。聚焦作风建设，实施“中流砥柱”培育计划，推
进干部“作风能力双提升”工程，锤炼严实作风。

夯实基层基础

提升组织力

  □ 王佳声

  一箱呼吸机插管意外滑落，在潍坊诸城王
家铁沟村引发了一场由村民自发接力的温情
搜寻。这看似寻常的“寻物小事”，体现的是乡

风文明真实可感的热血脉动，更是乡村振兴深
层内涵的生动体现。
  乡风文明之新，非凭虚言可成。诸城以文
明小事撬动乡风大改观，其智慧在于将宏图化
为日常实践：网格化管理让信息在村户间高效
流转，移风易俗培训直抵基层治理核心。更有
潍坊那80余部小戏小剧，将古老文脉化为滋养
新风的涓涓细流。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褪
去距离感，成为村民活跃的艺术乡村舞台，文
明便不再是悬浮的口号，而是可触可感的日常

风景与精神家园。
  乡村振兴既要丰饶的田园，也需丰饶的灵
魂，即“塑形”与“铸魂”并进。潍坊以“更好潍
坊·我来讲”等宣讲活动鼓励奋斗实干，以传统
美德涵养淳朴民风，这些努力为乡村注入生生
不息的内在力量。
  一箱遗失的物资被寻回，背后所凝聚的，
是文明乡风所催生的精神合力。当这样的精
神合力在无数村庄汇聚，便能为潍坊乡土乃至
齐鲁大地铺展一条通往全面振兴的坚实道路。

乡村振兴：塑形与铸魂并进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不久前，在安丘市凌河街道李家赤埠村文化广场，一场“520和TA一起来吃瓜”活动启幕，现场有演出等多个环节，给群众带来夏日演出的同时，
将文明乡风的理念和风尚传递到居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