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6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杨文洁）5日，由泰山区
人社局主办的“‘职’在民企、‘就’
有未来”大型综合类人才招聘会
在万达广场举行。泰山区207家
民营企业现场招才纳新，共计提
供1540余个招聘岗位，达成就业
意向280余个。

本次招聘会旨在拉近民营企
业和求职者的距离，为供求双方
搭建一个面对面交流、沟通的平

台，进一步做好就业群体就业援
助工作，帮助大中院校毕业生、退
役士兵、妇女、就业困难人员、贫
困家庭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残
疾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
业，同时，为有用人需求的企业提
供高效优质的就业服务。

据了解，近期，泰山区人社局
拟将在万达广场北广场组织企业
夜场专场招聘活动，进一步缓解
就业、用工双向压力。

泰山区人社局组织大型综合类人才招聘会

207家民营企业招才纳新
达成就业意向280余个

■招聘会现场。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隋翔 摄

本报5月6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杨丽宁）近日，泰山科技
学院“绘美金山口”专项志愿服务
队志愿者走进岱岳区山口镇，以
手绘文化墙的形式开展“学党史、
感党恩，我为乡村群众办实事”专
题志愿服务活动，在山口镇北村
留下了一抹亮丽的志愿红。

粉刷墙、描轮廓、配颜料、细
心涂色……在山口镇北村，志愿

者的手绘引来不少村民围观。在
志愿者的不懈努力下，几面党史
文化墙全部绘制完成，村民们纷
纷驻足观看、拍照。

据了解，自去年 12 月份以
来，泰山科技学院的志愿者已走
进驻地山口镇的4个村落，绘制
了10面墙、13幅墙绘，参与者达
99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达144小
时。泰山科技学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志愿者通过绘制党史文化墙，
美化了村里的环境，提升了党建
活力，为村民打造了党史学习的

“活课堂”。

泰山科技学院开展专题志愿服务活动

为乡村绘制文化墙
打造党史学习“活课堂”

■志愿者正在绘制党史文化墙。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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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大球盖菇，或许很多人会感
到陌生，但提起赤松茸这个名字，不少
人应该有所耳闻。在新泰市谷里镇菇
农眼中，大球盖菇可是香饽饽，目前，
他们种植的大球盖菇已上市，市场价
为40元每公斤。通过科学种植大球
盖菇等食用菌，谷里镇村民的致富之
路越走越宽。

食用菌种植经济效益可观

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是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而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必要环节是科技赋能。
4月 30日，随着谷里科技示范基地
揭牌，市农科院与谷里镇政府正式
建立战略合作。利用市农科院的科
技和人才优势、谷里镇的产业基础
优势，合作双方将依托科技示范基
地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市
农科院科技人员将走进田间地头，
指导农户生产。

走进谷里镇西朱村大球盖菇博物
馆，一件件展品系统地展示了大球盖
菇的生长习性及在当地的种植、发展
情况。在博物馆附近的杨树林里，一
朵朵矮胖的大球盖菇透过覆盖着的玉
米皮露出头来。西朱村党支部书记朱
勋介绍，大球盖菇也称赤松茸，是食用
菌中的新秀，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向
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新菇种，大球盖菇
现已成为国际菇类交易市场上的十大
品种之一。朱勋说，作为一种喜阴湿
的菌类，大球盖菇适于林下种植。发
展大球盖菇规模种植，可以有效利用
秸秆、玉米皮等农业生产的“下脚料”，
且种植废料还可作为有机肥促进树木
生长。

“大球盖菇是许多大城市市场上
的抢手货，一级菇售价能达到40元每
公斤，经济效益非常可观，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朱勋说，目前，西朱村种植
的大球盖菇亩产量在3250公斤左右，
一级菇地头收购价在16元每公斤左
右，二级菇收购价在10元每公斤左
右，三级菇收购价在 6 元每公斤左
右。“林下种植对于温度、湿度的控制
条件有限，优质菇产量虽少，但整体产
量大，综合效益不错。”朱勋说，利用闲
置的林下空间种植大球盖菇，群众多
了一条增收渠道。目前，他们种植的
大球盖菇已销往上海、江苏及省内的
东营、淄博等地。

科技力量助村民增收致富

在谷里镇，除了大球盖菇，黑木耳

等食用菌种植也成为村民致富增收的
重要途径。

近日，市农科院科技人员走进谷
里镇后麻峪村黑木耳种植基地，探访
食用菌长势。在黑木耳种植基地，一
垄垄地里整齐地摆放着黑木耳培育
菌袋，在地里干活的村民轻巧地将菌
袋上成熟的黑木耳采下。看着长势
良好的黑木耳，种植户范树华的脸上
写满笑意。在他看来，这些黑木耳是
他辛勤劳作的成果，也是他增收致富
的“法宝”。

“黑木耳种养对技术的要求比较
高，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技术的掌握不
是很到位。在市农科院科技人员的
指导下，我对发菌、种养等技术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范树华说，他的种植基
地占地60亩，有培育菌袋60万个，年

采干木耳3万公斤左右，收入150万
元左右。“食用菌种养技术相对成熟，
对于助推乡村振兴来说，是一个非常
好的项目。”范树华说，有了各方面的
支持，产品的质量得到了保证，销路也
打开了，村民增收致富有了更足的
底气。

全市建立78个科技示范基地

近年来，我市农业科研部门着力
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给农业插上科
技翅膀，不断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科
技路径。市农科院坚持科技创新与
服务“三农”并重，在全市建立科技示
范基地78个，示范基地面积超过8万
亩，年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30项
（个），辐射推广面积达500万亩，增加
社会经济效益近10亿元。每年举办
各类科技培训、示范现场会30余场
次，培训人员4000余人次，科技下乡
500余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5000余
份，指导农民8000余人次。通过提
高服务“三农”实效，为乡村振兴
助力。

“我们通过加快品种创新、现代
农业技术创新，培育出一批优良品
种，创新出木耳立体高效栽培技术等
可以提质增效的新技术。为打通科
技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围
绕产业发展需求建设了一批科技示
范基地。”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所
长孔怡说，他们将依托谷里科技示范
基地，充分发挥市农科院的科技和人
才优势，根据当地食用菌产业发展需
求，重点为林下菌类种植和木耳产业
提质增效提供科技支撑，以科技赋能
乡村产业振兴。

市农科院与新泰市谷里镇政府建立战略合作，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种下食用菌 扎下致富根

立夏后的宁阳县东庄镇南故城
村，郁郁葱葱、百花争放。在村广场文
化长廊里，32条好家风、好家训依次
展开。“百善孝为先”“做人须知礼、知
礼先敬老”……村民们三五成群，徜徉
在此，感悟家风文化，主动见贤思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是文明
的基石。“我们将持续弘扬德孝文化，
统筹抓好阵地建设、队伍组建、活动开
展等工作，不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良好家风成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南故城村
党支部书记卢运忠说。

自2005年起，南故城村每年定期
开展“十大孝老爱亲模范”“好媳妇、好
婆婆”“好女婿”“幸福文明家庭”等评
选活动，并发放物资奖励各类典型，同
时，该村还制作了宣传栏、四德榜、荣誉
牌，号召全体村民向身边的典型学习。
截至目前，该村累计评选各类典型
3000余人次，先后有50人次获得县级
以上精神文明建设荣誉称号，对涌现出
的各类典型发放物质奖励50余万元。

为了让尊老、爱老、孝老成为村民

的行动自觉，南故城村坚持“厚养为
德、薄葬亦孝”的理念，以红白理事会
为依托，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制定
了统一标准。村里先后建设了“德孝
堂”丧葬服务中心、公益性公墓，由村
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提供全程代办服
务，事主费用节省至3000元以内。

充分发挥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
南故城村设置了孝、精神文明创建、党
的建设等专题文化墙。充分利用大喇

叭、电子显示屏等设备，白天循环播放
红色歌曲、夜晚放映红色电影、不定期
开展政策宣讲，让党的理论、红色思想
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融入群众的“柴米
油盐”“田间地头”“茶余饭后”。

村集体发展红利让全体村民“共
享”。南故城村建成了老年公寓、老年
人综合服务中心及幸福食堂，全村60
岁以上老年人全部实现免费入住、免
费娱乐、免费就餐，仅幸福食堂一项，

村集体每年就要投入资金 30 余万
元。老年公寓、幸福食堂均安装了“一
键呼”系统，连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老年人提供了全天候的就医保障。
南故城村组建由退休老教师、老干部
和群众文艺爱好者组成的“阳光艺术
团”，经常性开展门球、太极剑、广场舞
等文体娱乐活动，以孝老爱亲、邻里和
睦、教育子女为主题编排了多台节目，
每年利用端午、中秋、春节及“五一”

“十一”等节庆节点无偿排演节目50
余场，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也
让村民在寓教于乐中受到了教育，在
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向上向善的淳朴
民风。

良好的村风民风“吹”暖了每一位
村民的心，也为南故城村“吹”响了乡
村振兴的“冲锋号”。2020年，南故城
村村集体收入达到290万元，建成使用
百姓讲堂、文明实践广场、德孝堂等10
余处文明实践阵地，组建了理论宣讲、
治安维稳、社区环境保护、移风易俗等
7支志愿服务队伍，常年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160余场次。该村先后获得“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省级文明村”“省级
卫生村”等荣誉称号50余项。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近日，泰山区泰前街道嘉德
社区党委开展“学党史、绣党旗”活动，20多名党员聚在一起学党史、绣党旗，重温红色记忆，
厚植爱党爱国情怀，用一针一线表达对祖国、对党的祝福与热爱。

活动中，有着33年党龄的老党员张灿爱讲述了党史故事，并指点其他党员穿针引线，绣
出一面面党旗，表达了对党的崇敬之情。“能亲手绣党旗，我感到很骄傲。”活动结束后，党员
们纷纷表示，聆听党史故事，在一针一线中传承红色文化、献礼建党百年，非常有意义。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赵文文 文/图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郑凯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董文一 通讯员 陶东宁

宁阳县东庄镇南故城村

德孝文化筑牢乡村发展基石

本报5月6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刘小东）“五一”期间，为
应对客流高峰，泰山客运公司
282 名员工全员上岗，实施“定
岗、定人、定责”假日值班制度，确
保疫情防控、安全运营、服务管理
和后勤保障工作顺利开展。

泰山客运公司智慧交通信息
管理平台对各景点、站点现场游
客数量、驾驶员行为、车速、路线
等实施实时动态监控。调度中心
借助平台科学预判客流量，合理
划分值班区域，配备值班人员，调
配运营车辆，有效应对客流高峰。

按照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

求，消杀小组在各值班区域负责
为运营车辆消毒，对重点区域进
行循环消毒。同时，在运营车门
窗处张贴车辆已消毒、佩戴口罩
乘车、系好安全带等温馨提示，在
行驶过程中开启车窗保持通风，
并在每台运营车辆上配备一定数
量的免费口罩，确保游客顺利、安
全乘车。

面对大客流，泰山客运公司
全体员工始终以游客满意为第一
标准，搀扶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背
残疾人上车，为游客找回丢失的
手机……泰山客运公司员工用实
际行动温暖了游客的心。

泰山客运公司全力保障假日运营平稳有序

举措有力保安全
服务细致暖人心

本报5月6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王玉）近日，中央网信办等
部门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全国数字
乡村试点工作推进会议。肥城市在
会上作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
代表作了典型发言。

2020年9月，肥城市被中央
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7个部委确
定为“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以
来，在省委网信办、泰安市委网信
办的指导推动下，肥城市委、市政
府坚持标准规划先行，做好顶层设
计，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的工
作领导小组，组建了由25家相关
公司组成的数字乡村建设行业联
盟，研究制定了《肥城市国家数字
乡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细化任
务列出了《肥城市国家数字乡村试

点工作台账》。坚持“把握重点、突
出特色、打造亮点”的原则，肥城市
把项目引领作为试点重点，以“三
农”数字化为重点，确定了现代农
业数字化产业链、畜禽数字化产业
链、农机数字化服务链、新型农民
数字化服务链等，选取示范项目，
以点带面，推动产业数字化全面升
级。突出镇域特色和产业品牌，肥
城市打造“数字小镇”示范镇、“掌
上村庄”示范村；立足长效，创新探
索了一个数字乡村县域标准、一个
数字乡村建设规划、一个“桃都慧
农”数字平台、一个农业大数据综
合服务中心“四个一”数字乡村建
设肥城模式。肥城市数字乡村试
点工作经验获得中央网信办充分
肯定。

肥城市在全国数字乡村试点
工作推进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南故城村老年人在幸福食堂就餐。 通讯员供图

■村民展示从培育菌袋上采下的黑木耳。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郑凯 摄

一针一线寄深情

穿针引线。

聆听党史故事。

绣制党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