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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近日，泰山区财源街道在西关
小学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助
力少年儿童养成垃圾分类的好
习惯。

活动中，工作人员为学生讲解
垃圾分类的意义以及有害垃圾、可
回收垃圾等分类方法，编排垃圾分
类游戏，让学生用写有垃圾名称的
卡片进行模拟投放，加深对垃圾分
类的认识。

活动结束后，学生们分享交流
对垃圾分类的看法，热烈讨论垃圾
分类对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增强了
环保意识。

记者 温雯/文 通讯员供图

垃圾分类进校园
环保理念入童心

近年来，岱岳区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的重要指示精神，系统集成、改革
创新，将辖区内九女峰片区19个村
串珠成链，实施组织联合、资源整合、
产业聚合的联动开发模式，走出一条
全面协调、全域发展的特色乡村振兴
路径，先后获得中国文旅融合示范
奖、山东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
等荣誉。

推进组织联合
探索一体化发展新路径

岱岳区融合村党支部书记、各级
党组织力量，压紧压实“横向联通、纵
向贯通”的责任链条，一体推动九女峰
片区乡村全面振兴。

岱岳区搭建区委统领、镇党委推
动、村党支部主办“三级联动”工作机
制。区级层面成立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工作委员会党委，推行7种发展模式
和12条增收路径；镇级层面明确九女
峰片区所在的道朗镇党委“前沿作战
部”定位，建立九女峰片区党委抓关
键、抓协调机制；村级层面细化各项重
点任务，抓具体、抓落实。

岱岳区联合片区内19个村级党

组织和驻区企业成立“九女峰乡村振
兴党建联盟”，建立定期联席会议机
制，搭建起共商共建、协同互助的一
体化合作平台与活动阵地，通过联办
党员活动、统筹各村规划、共建产业
项目等方式，引导各村党支部领办集
体经济组织19家、村民领办合作社
11家，其中2家合作社分别获评国家
级、省级合作社。

岱岳区建立“支部书记联盟”，实
行“集团化”考核，举行“最美村支书”
发布仪式，营造浓厚的争先进、学先进
氛围；常态化举办“支部书记大讲堂”
活动，采取“支部书记讲、党委书记评、
行业专家导”的方式，提升村党支部书
记谋发展、促振兴的能力水平；强化

“头雁”引领，带动各村党员设立责任
区，开展“门前三包”五星达标创建活
动，放大党员“雁群”效应。

推进资源整合
做优集约化发展软环境

岱岳区全面整合片区内外各类资
源要素，创优环境、夯实基础，以良好
的创新创业生态吸引更多资金、人才
向乡村集聚。

岱岳区整合财政资源，聚焦涉农
资金多头管理、使用分散等问题，探索
建立涉农资金统筹使用机制，争取扶
贫、国家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环
境综合治理等资金1.36亿元用于片区
发展，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

任务相适应；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在九女峰片区落地全省首个乡村振兴
项目，被财政部总结为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三种典型模式之一。

岱岳区整合文化资源，建设乡村
记忆馆，修复白马禅寺、文昌魁星阁
等古迹，保护性开发国家级、省级文
保单位齐长城和泰西抗日武装起义
遗址，塑造以“九女礼泰山、群峰映岱
岳”为主题的文化体系；挖掘传统文
化、红色文化和现代文化，打造下洼
泥塑、道朗战役、老葛戏台等特色文
化项目，创建国家级、省级文明村各
1个。

岱岳区整合人才资源，成立“九女
峰新时代新知青创业联盟”，集聚团队
21支，建成知青博物院、创业孵化和
人才培训基地，将片区打造成新知青

“上山下乡”的精神高地和创业热土；
与中国社科院、浙江大学、山东农业大
学等院校联合建立乡村人才振兴服务
基地、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园、院士工
作站，回引人才78人，培育本土人才
1500余人。

推进产业聚合
夯实融合化发展硬支撑

岱岳区围绕农村特色产业延链补
链，推动农业、文旅业、康养业融合发
展，辐射带动全产业链做大做强。

高效农业造就“土里生金”。岱岳
区针对资源、需求和产业短板，引进泰

山茶溪谷、草莓王国等21家工商资
本，打造泰山名药、有机茶、优品杂粮、
智慧农业四大产业集群，建立泰山名
药材科研中心，建成山东最大的鲜切
花基地，泰山茶溪谷成功创建国家农
村创新创业园区。以九女峰片区为核
心的岱岳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被列入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

文旅融合促进生态变现。岱岳区
锚定观光、休闲、度假等多功能复合型
产业目标定位，建设九女峰书房、春天
里度假酒店等文旅项目，构建起九女
峰“吃住行游购娱”全业态布局；规划
建设童话村、山东手造非遗文化村和
未来村，实现农舍变客舍、产品变礼
品。九女峰片区获评首批山东省旅游
民宿集聚区，道朗镇入选省乡村振兴
示范镇。

链式发展助力动能转换。岱岳区
以黄精产业为龙头，探索建立“公司+
合作社+专业村+农户”利益联结新机
制，打造“泰尚黄·仙余粮”品牌，先后
3次荣获中国林产品交易会金奖；建
成全国首座泰山黄精文化博物馆、首
家黄精“工业+旅游”智能工厂，形成

“医康养+农文旅”特色产业链；依托
黄精科技产业园，成立泰山免疫力经
济产业研究院，先后举办两届中国免
疫力经济（泰安）论坛暨泰山黄精产业
发展国际峰会，推动中国免疫力经济
论坛永久会址落地泰安，不断为乡村
全面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岱岳区创新片区联动开发模式

走出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走进新泰市青云街道外峪村，沿
着蜿蜒的石头小路步行五六分钟，就
到了“杏福小院”。推开小院的木门，
跨过门槛，右手边是一棵象征着56个
民族亲如一家的杏树，与它对望的那
棵是“珍珠油杏第一树”，也被村民称
为“老祖宗母树”。

种植这棵“老祖宗母树”的是新泰
市外峪珍珠油杏专业合作社社长、外
峪村珍珠油杏研究所所长方立章。

1976年 12月，方立章高中毕业
后参军，在部队担任无线电专业通信
兵，后因腰部受伤致残，于1982年复
员回乡。方立章放弃了邮电局的工
作，回村任村委会主任。

外峪村土地贫瘠、水源匮乏，村民
一年到头钻井找水。周边村民曾为此
调侃：“外峪村，真有钱，钻了家北钻家
南。”穷苦落后的状况，方立章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

为找到适合外峪村发展的果树种
植品种、带领村民致富，方立章每天都
往周围山上跑。方立章发现山上的野
山杏和麦黄杏长得茂盛，意识到外峪
村适合杏树生长，认为种植杏树可能
是助力村子发展的一条路子。说干就
干，方立章四处搜寻种子，开始在自家
院子里种杏仁、育杏苗。

1983年春天，方立章发现自家种
植的杏树苗中有一棵与众不同——树
干发黑、花色粉红。他如获至宝，对这
棵树苗精心呵护。第3年，这棵杏树
结果，果子油光透亮、入口回甘。方立
章断定：这是个好东西。由于这棵杏
树的果实外表光滑，村民都叫它“滑溜
蛋子杏”。从这棵树上，方立章看到了
村子发展的希望。

杏树一年年长大，果子也越结越

多。2004年，为弄明白这棵杏树的真
正价值，新泰市林业局、科技局等单位
邀请省林科所专家前来鉴定。经过鉴
定，专家对这棵树给出极高的评价。

“鉴定后就开始命名，有说叫‘葡萄杏’
的，还有的起名‘杏枣’。”方立章说。
山东农业大学原副校长高东升在鉴定
现场说：“杏就是杏，枣就是枣。这个
品种外观油光透亮，其他地方都没有，
像珍珠一样稀罕，就叫‘珍珠油杏’
吧。”自此，“滑溜蛋子杏”有了官方名
称——珍珠油杏。

专业鉴定给方立章吃了一颗“定
心丸”，村党支部研究后决定在全村
推广珍珠油杏种植。“桃养人，杏伤

人”，农村的这句老话让很多村民觉
得大规模种杏不会有好前景。为了
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方立章和村

“两委”干部挨家挨户说好处、讲前
景，动员党员、小组长带头种树。党
支部还组建了一支 30 余人的突击
队，队员背苗进山，义务为村民种树、
浇水、施肥、剪枝，用3年时间将外峪
村的沟沟坎坎种满了珍珠油杏，种植
面积达170余公顷，昔日的荒山变成
了花果山。

好不容易把珍珠油杏种满山头，
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由于缺乏专业
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杏树普
遍存在树大果小、产量偏低现象，村民

种树的收益比起以前变化并不大。方
立章先后去泰安市林科院、山东省林
业厅找专家学习，到曲阜等地找种植
能手取经，各种各样的经验学了一大
堆，但珍珠油杏是新品种，以往的种植
管理经验并不适用。

又是一年寒冬，眼看杏树越长越
高，吃不下、睡不着的方立章狠下心，
把自家种的杏树拦腰砍断，做“开刀”
实验。隔年春天，树变矮了，树冠却变
大了，杏花簇拥满枝头，方立章心里乐
开了花。次年，外峪村珍珠油杏大丰
收，进入市场后迅速走红，吸引了大批
外地客商前来收购。

“去外峪进油杏，先到先得”。面
对珍珠油杏产量已经不能满足市场
需求的现状，2008年12月，村党支部
领办新泰市外峪珍珠油杏专业合作
社，为村民提供“育—管—销”一条龙
服务。合作社指导村民在龙廷、泉沟
等7个乡镇发展珍珠油杏苗圃20余
公顷，年销售杏树苗300余万株，苗
木远销新疆、甘肃、河北、陕西等10
余个省、自治区，发展种植基地500
余个。以方立章为骨干的技术队，每
年上门为省外种植基地提供技术指
导，队员月收入超过6000元。合作
社还依托珍珠油杏地标品牌，提供产
品代销服务，真正做大做强了珍珠油
杏产业。

“是珍珠油杏让我们过上了好日
子。”提起珍珠油杏，外峪人一脸骄
傲。“老祖宗母树”如今近40年树龄，
靠着这棵杏树和合作社，方立章先后
获得国家林业乡土专家、山东省林业
科技乡土专家、山东省科技特派员、泰
安市百名农村科技致富专家库专家等
荣誉称号。

新泰市外峪珍珠油杏专业合作社社长、外峪村珍珠油杏研究所所长方立章

改变乡村面貌的“杏迷”

■方立章（左）为村民讲解杏树修剪、病虫害防治要领。 记者 陈阳 摄

□记者 崔东旭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张
芮）近日，“大美黄河”全省群众美
术书法摄影作品巡展在泰山文化
大厦开展。此次展览将持续到6
月16日。

“大美黄河”全省群众美术书
法摄影作品巡展是为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高群
众美术、书法、摄影创作水平而举
办的活动。展览得到了全省各市
文化和旅游局、文化馆的支持，共
征集作品240余件。为进一步扩
大活动影响力，加强美术、书法、摄

影爱好者艺术交流，经专家评审，
选出100幅作品在泰山区文化馆
展出。这些作品多角度、多形式描
绘了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新风貌，展现了大美
黄河，突显了时代气息。

“今天的展览让我非常震
撼，参展作品通过不同的艺术形
式展现了黄河的壮美，让我对黄
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深厚的
情感，希望以后能够经常参加这
样的展览。”现场参观展览的学
生王涵宇说。

“大美黄河”全省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巡展来泰

百幅作品展现大美黄河

■作品展现场。 通讯员供图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张
建）近日，我市交通运输、公安部
门联合开展交通运输违法行为集
中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种交通
运输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道路
运输秩序。

本次集中整治行动以道路客
运及出租客运非法营运、超员、超
速、未按规定安装及使用卫星定
位车载终端、违规加价、绕路等侵
害乘客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
为，车辆超限超载运输等为整治
重点。同时，加大对危化品运输
车辆检查力度，加强对运输矿石
产品营运车辆的监督管理，依法
查处货物脱落、扬撒等行为。

集中整治行动中，市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支队遵循联合执法常
态化、制度化工作机制，统筹调度
指挥市、区两级交通运输执法力
量，联合市公安交警部门组成联合
执法组，采取定点执法与流动巡查
相结合的方式，逐一检查过往货
车，重点查处重型货物运输车辆违
法超限超载行为，“大车小证”“办
短跑长”以及不按许可线路行驶等
大件运输违法行为，对货物运输车
辆违法超限超载行为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我市交
通运输、公安部门共出动执法人
员93人次，查处超限超载违法行
为4起，有效打击了交通运输违
法行为。

我市开展交通运输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

严查“大车小证”“办短跑长”

■执法人员对过往货车进行严格检查。 通讯员供图

□市委改革办供稿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杨
文洁）“六一”儿童节前夕，宁阳县
民政局、宁阳县慈善协会开展以

“护佑童年”为主题的“六一”儿童
节关爱活动，为全县149名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群体送去价
值2.5万元的文体大礼包。一份
份礼品、一份份爱心彰显了党和
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孤困儿童的关
注和关怀。

此次关爱活动启动仪式在八
仙桥街道天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举行。活动中，工作人员与孩子
们一起学习防溺水等知识、进行
互动游戏、写下微心愿，现场气氛
欢乐而温馨。

在伏山镇张行村，宁阳县新

时代公益服务中心组织工作人员
带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嘱托，
开展了“理想的翅膀1+N”孤儿走
访慰问活动，为孤儿送去学习用
品、生活物资和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的问候。

宁阳县近期开展的一系列关
爱活动，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
评。宁阳县民政局将持续发挥慈
善力量优势，扎实开展走访慰问
活动，详细了解孤困儿童生活、学
习情况，及时为其解决困难；做好
活动的“后半篇文章”，帮助写下
微心愿的儿童实现愿望；组织心
理专家、专业社工等群体，为孤困
儿童开展心理关爱服务，促进其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宁阳县开展“护佑童年”主题关爱活动

护航孤困儿童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