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总编/王洪源 ■值班主任/田鑫 ■责任编辑/王淑君 ■美术编辑/李睿智 ■本版校对/周广玲 ■E-mail：tarbzbs@163.com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
董雪）6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
正式访问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

习近平指出，建交50多年来，
中新关系历经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双方始终相互尊重、携手前行，两
国关系长期走在中国同西方发达
国家关系前列，给两国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福祉。在中新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开启第二个 10年之际，

双方要共同推动中新关系在新的
10年取得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新双方要把合
作放在双边关系中更加突出的位
置，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贸易和投资
合作，挖掘科技创新、应对气候变
化、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潜力，加强
教育、文化、青年、民间、地方交流，
丰富双边关系内涵。中新之间没有
历史恩怨纠葛，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正确看待和
处理两国差异和分歧。今年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和联合
国成立80周年，作为战后国际秩序
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中新两国要共
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护国际公平
正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会见新西兰总理拉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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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和西兰正在修剪编织成型的麦秆扇。 记者 隋翔 摄

绿蔓繁茂处，又闻葡萄香。
近日，走进宁阳县磁窑镇刘家洼
村的葡萄种植大棚，8座现代化大
棚整齐排列，一幅硕果累累的丰
收画卷徐徐展开。

6座大棚内，“玫瑰香”葡萄紫
中透红，宛如玛瑙缀满藤蔓，馥郁
芬芳扑鼻而来。另外2座大棚里，

“夏黑”葡萄乌黑油亮，圆润紧实
的果粒散发着独特果香。穿梭其
间的农户动作娴熟，丰收的喜悦
溢于言表。

记者 陈阳 文/图

丰收在即
葡萄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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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月 20 日讯（记者 张隆
德）18日至20日，市委书记杨洪涛带
队赴青岛参加第六届跨国公司领导人
青岛峰会，并在青岛走访企业、考察项
目、洽谈合作，全面介绍泰安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表达深
化各方合作交流和经贸往来的意愿，
与各界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一系列务
实合作成果。

在青岛，杨洪涛与出席峰会的嘉
宾和青岛方面的企业家畅谈合作、加
深友谊、共谋发展，其间，会见了华润
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华北大区总经理刘

求阳，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师清杰，华夏智慧集团
董事长助理、投拓中心总经理陶勋，分
别就磁窑镇凤凰山抽水蓄能电站项
目、山东港口集团泰山内陆港项目、华
夏智慧1024集群算力中心项目等合
作事宜展开交流洽谈。杨洪涛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泰安
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并就深化
拓展合作深度、广度进行了坦诚交流，
表达了对进一步合作的热切期盼，期
待各方抓住泰安快速发展的新机遇，
积极对接优势资源，共促企地深度融

合、同频共振，携手推进项目实现合作
共赢。

在青岛，杨洪涛拜访一汽解放
（青岛）商用车开发院和青岛智腾微
电子有限公司，洽谈推进宁阳县新能
源智能网联专用车项目和汶河新区
智腾科技智慧工厂项目。他说，近年
来，泰安深入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
略，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全力培育壮
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积极布局
未来产业，推动产业内外相互协作赋
能，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当下的泰安，高新产业优势突

出，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完善，高校人
才资源丰富，区位交通优势不断放
大，不仅是一座宜居宜业之城，也为
各方合作营造了良好的生态。企业
与泰安产业有着良好的契合度，希望
大家精准对接需求，瞄准优势赛道，
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以
高水平的项目建设为泰安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泰安将以最优政策
支持和最佳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真正做到让企业放心投资、舒
心创业、再创佳绩。

市领导张颖、王立军参加活动。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张
中乾）今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
长李兰祥到 12345 热线现场办
公，研究企业和群众反映集中的
热点和难点诉求。

李兰祥一行听取了12345热
线工作的情况汇报，并调研热线
平台运营情况。他指出，要深刻
认识做好热线工作的重要性，主
动担当、积极作为，认真倾听、用
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的政务服
务平台。

在随后召开的现场办公会
上，李兰祥现场听取并研究解决
民宿监管、增设法律服务专席等
问题。他指出，近年来，12345热
线以“事要解决、群众满意”为目
标，创新推出质效提升“三三四”
工作法，在为民服务、辅助决策等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运转更加
高效，作用更加突出，队伍更加专
业，取得了明显成效。

李兰祥强调，12345热线既
是政府群众的“连心桥”、政务服
务的“总客服”，也是社会治理的

“晴雨表”、科学决策的“信息
库”。做好热线工作，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深
化思想认识，把热线工作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把送上门来的海
量“民生小事”解决好，赢得群
众的拥护和支持，不断提升政府
的公信力。要强化工作统筹协
调，坚持领导带头“现场办”，健
全部门协同联动制度，用好工作
提醒函、热线督办单、提级督办、
约谈预警、推送纪检监察“五级
督办”以及“三色亮牌”等机制，
切实形成工作合力。要细化工
作措施，在“直答直办”“接诉即
办”“分析研判”方面再下功夫，
推动热线办理从“解决一件事”
向“解决一类事”转变，进一步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李
松）19日，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
业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暨山
东省建材行业劳模工匠创新工作
室联盟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中
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郭明
义、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主席
李睿祎、山东省总工会副主席王
政到会指导。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马广峰在仪式上致辞。

马广峰介绍了我市推进新型
工业化强市建设有关情况。他
说，新材料产业是泰安四大支柱
产业之一，与建材行业深度融合、
协同发展，现有规上企业386家，

涵盖特种钢材、装配式建筑构件、
玻璃纤维等多品类产品。今天成
立的创新工作室联盟为全省劳模
工匠和广大职工创新创效、学习
交流搭建了新平台，泰安市将抢
抓机遇，聚焦新型工业化强市建
设，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在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彰显
泰安担当、贡献泰安力量。

仪式后，与会领导参观了省
建材行业创新成果展和玻璃纤维
生产车间等。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蒋永斌参加活动。

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劳模工匠创新
工作室联盟暨山东省建材行业劳模工匠
创新工作室联盟启动仪式在泰举行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杨
玉洁）今天，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24批信
访举报件，涉及我市5件（重点关
注件1件），为来电举报1件、来信
举报4件。

本批次信访举报件涉及岱岳
区3件、新泰市1件、肥城市1件；

涉及生态环境问题9个，为大气
污染问题2个、水污染问题3个、
土壤污染问题2个、生态类问题2
个。当日，该批信访件已交办有
关县（市、区）政府。按照“双移
交”制度该批信访件同时交有关
市直部门。截至6月20日，我市
累计收到信访件132件。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杨
玉洁）截至今天，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十五
批信访件涉及泰安市4件，已办
结2件，未办结2件。其中，责令
整改1家，立案处罚1家。根据督
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
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

况一览表（第十五批）详情请扫描
二维码查阅。

麦秆扇摇出致富风

非遗技艺编织乡村共富图景

杨洪涛带队在青岛
走访企业考察项目洽谈合作

□记者 杨文洁 刘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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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祥到12345热线现场办公时强调

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努力打造人民满意的政务服务平台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交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十五批）

夏日的星空下，一把麦秆扇，丝丝
麦香甜，配上老人的喃喃低语，是很多
人儿时美好的回忆。如今，在“致富带
头人”张蓉蓉的带领下，新泰市羊流镇
三洼村田地里一捆捆麦秆变成了一把
把制作精美的麦秆扇，编制出一幅乡
村共富的动人图景。

清代文人王廷鼎在《杖扇新录》中
描述：“麦扇，以麦秆编成扁带，广寸
余，圈作规形，如盆大，用竹片两面夹
之为柄，中心贴五色绫缎一小圆，绣山
水、人物，极细，麦色金黄而润，轻灵便
捷。”麦秆扇历史悠久，在羊流镇，麦秆
扇作为一种既实用又精致的民间艺术
品，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非物
质文化遗产新泰麦秆扇制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张蓉蓉，更是将这一古老的
制作技艺传承发扬，带领村民制作麦
秆扇，让一把把扇子不仅“走”出了新
泰，更是远销国外，刮起了乡村振兴的

“致富风”。

日销6000单
一把扇子的“逆袭”

风吹麦浪遍地金。眼下，羊流镇
麦收已进入收尾阶段。颗粒归仓后，
村民却依然不得闲。一大早，汽车的
鸣笛声，村民的话语声，率先打破了三
洼村的宁静。在村里的空场上，一摞
摞麦秆扇晾晒在太阳下，不远处的遮
阳棚下，张蓉蓉动作麻利地将麦秆扇
打包并装袋，前来送货、领活的村民络

绎不绝。
“这是我们刚编好的500多个扇

面，你看看过关吗？另外，我还想买
60个芭蕉扇寄到济南，孙子毕业了，
想送给同学作纪念……”隔壁村老两
口，一大早骑着三轮车赶来送货。在
得知芭蕉扇断货后，老人脸上露出一
丝遗憾。“知道咱扇子抢手，没想到这
么火。”虽然改选了其他款式，但老人
还是对芭蕉扇念念不忘。

“每年3月至8月是我们的销售旺
季，平均每天销量在6000多单。今天
一上午我就得打包1600个麦秆扇发
出去，得保证按时给客户发货。”张蓉
蓉嘴上说着，手上的动作一点也不敢
停歇。

就在七八年前，三洼村的麦秆和
其他地方一样，只能编草帽，或掐成辫
子便宜出售。现如今，以麦秆作为原
材料，经过割麦、选麦秆、掐辫子、编
网、缝边、上把等14道工序，小小麦秆
扇成为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手工扇，也
逐渐发展成当地的特色产业。看着网
店后台一个接一个的订单，张蓉蓉至
今仍觉得不真实。

指尖上的传承与创新
让老手艺潮起来

“十里八乡无闲女，家家都有掐辫
人。”一直以来，掐辫子手工艺在羊流
镇等地广泛流传。农村的闺姑妇孺无
不精通此艺，其中也包括张蓉蓉。

“我从小就喜欢手工，闲的时候就
做个布娃娃，或者用麦秆做个扇子，有
时候还会绣上点花样，特别有意思。”
2017年，正当张蓉蓉因为无法兼顾工
作和家庭而烦恼时，电脑弹窗上的一
个扇子广告让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
法：为什么不把麦秆扇也放到网上去
销售呢？

彼时，正是网络销售的红火期。
张蓉蓉辞职成立了新泰市双宇工艺品
加工厂，将制作的麦秆扇送到附近的
微商店主家寄卖。同时，她一家家地
联系淘宝店家沟通供货事宜。然而万
事开头难，由于纯手工制作的麦秆扇
成本高、耗时长，送出去的扇子多数石
沉大海。唯一一家有回应的淘宝店家
也只上架20把麦秆扇试卖。没想到
的是，就是这20把麦秆扇，敲开了张
蓉蓉麦秆扇事业的大门，为她带来了
第一笔订单。从当年的1000个，到第
二年的1万个，订单越来越多，销量越
来越大。

市场打开了，麦秆扇的样式也更
加多样化。为适应消费者多元化需
求，张蓉蓉广泛进行市场调研，持续改
进扇面样式，相继推出圆扇、桃心扇、
花形扇、宝宝扇等30多个种类、200
多种款式，产品更是进入了国际市
场。“这个‘火焰山’是来图定制的，小
猪、小猫这类卡通扇是针对小朋友喜
欢的图形设计的，还有这类葡萄、柠檬
图案的扇子，则是在原有基础上用机
器订上刺绣。不仅如此，我们还把原
来的纸质扇面换成了用小麦秸秆穿成
的扇面，既有了网格扇面的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