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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现
场参观者络
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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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 文/图

  9月16日，位于济南市泉城路核心商
圈的山东手造（济南）展示体验中心内飘
出了阵阵绿茶香。沿沁人香气一路探寻，
“诸城绿茶”济南行大型展销活动正在体
验中心一楼如火如荼地开展，12家诸城茶
企亮相泉城，宣传推介诸城绿茶的茶产
业、茶文化、手工制造等。
  来到“诸城绿茶”济南行大型展销活
动现场，记者首先被诸城派古琴演奏所吸
引。在浓厚的艺术氛围里，诸城市茶叶协
会会长王景昌守着一口大锅，正在展示炒
茶工艺。他告诉记者：“我们的诸城绿茶传
承了千年制茶工艺，采用手工制作的方
式 ，采摘、揉捻、杀青、发酵、炒干、整
形……每道工序都不能少，只有扎实的工
艺再配上优质鲜嫩的茶芽和叶片，才能叫
响‘诸城绿茶’的名号。”
  沿着体验中心的廊道往里走，前来
参展的诸城茶企摊位依次排开，“怡明”
“朝阳春”“大山春”“云谷绿”“碧龙春”
“洪升茶”“颖青”“五叶芦丁茶”……每家
摊位都在最醒目的位置挂上了引以为豪
的绿茶招牌，参展商摆好器具、烹茶煮
茗，热情招呼来往的客人品味自家的产
品。其中，山东鸿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摊位格外显眼，公司茶艺师胡佳佳身着清
新淡雅的新中式服装，端坐桌前，将茶叶
末放在茶碗里，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

再注入沸水，边注水边用茶筅击拂，茶末
上浮，形成粥面后，胡佳佳便在面上作画，
不一会儿，一幅竹林图便跃然于茶碗之
上，宋代点茶技艺在她手中完美再现。往

来的参观者纷纷驻足拍照、大呼惊艳。据
胡佳佳介绍，公司所生产的“鸿雨抹茶”，
颜色翠绿，品质极佳，能还原宋代的点茶
技艺。该产品不仅深受国内食品企业客户

的青睐，还远销国外。
  家住济南市历下区的邓先生对“茶
王”周洪升的“洪升茶”赞不绝口，“之前也
听说过‘诸城绿茶’，留意到这里有展会，
特地来尝了一下。和我平时喝的绿茶不
同，茶汤有豌豆香气，喝完以后还想喝，价
格还特别实惠，咱山东的好特产真不少，
希望‘诸城绿茶’能更火！”
  诸城绿茶何以美名远扬？“潍坊茶园
主要集中在诸城市，又以桃林镇的‘诸城
绿茶’最为闻名，有着中国‘最北端茗茶’
的美誉。”诸城市桃林镇党群服务中心主
任孙中军告诉记者，好山好水才能出好
茶，桃林镇群山环绕、森林覆盖率高、山
水资源丰富、植被优良，明矾石、钾长
石、金红石等多种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独
特的土壤及气候环境使得这里的茶叶叶
片肥厚嫩绿，含多种微量元素，冲泡的绿
茶汤色绿、豌豆香浓郁、回味甘甜、耐冲
泡，品质过硬。另外，茶产业的发展既维
护了桃林镇良好的生态环境，又使得绿
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带富了一方
百姓。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近年
来，诸城市深耕“诸城绿茶”品牌，持续打
造特色优质绿茶基地，诸城绿茶逐渐为
大众所熟知，茶叶产品荣获中国地理标
志产品称号，茶产业成为了带动集体增
收农民致富、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强劲
动力。

　　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傍晚，
总能看见市民骑着单车穿行于
大街小巷，骑车出行自成一景。
9月17日是“世界骑行日”，我市
的一场秋日骑行活动吸引了60
多名骑行爱好者参与。骑行路
线从城区北海路与宝通街交叉
口一直到青州古城，“骑友”们
一路骑行感受秋日的浪漫，同
时倡导市民以实际行动减少交
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以骑行的
方式去感受和热爱城市，让城
市生活更美好。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通讯员 孙梦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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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薛静）9月16日上午，全国元
宇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
会在潍坊富华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副市长陈端梅出席并致辞。
  据了解，共同体成立后，将充
分发挥聚合产教资源优势，搭建
产业交流、技术探讨、人才培养、
学术发布和供需对接的平台，为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人才和技
能支撑。
  会上，为3家轮值理事长单位、
9家常务副理事长单位、10家副理
事长单位代表进行了授牌。仪式结
束后，举行了元宇宙行业学术研讨
会、圆桌对话，专家学者们就行业
发展趋势及高素质人才培养等交
流了经验与做法。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孙希明 通讯员 刘明霞）
“在寿光有关部门和街道服务企业
专员的帮助下，我们与中国农科院
等单位对接，合作研发智慧农业物
联网大棚管理系统，收到了良好效
益。”日前，寿光市孙家集街道“95
后”新农人杨浩对记者说道。
　　近年来，寿光市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为人才创业提供优良服务，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孙家集街
道采访时记者了解到，该街道出台

了一系列惠农育才政策，吸引更多
有知识、有追求的年轻人回乡创
业，加速农业科技化、信息化、现代
化转型；多次为佳福机械、巨能电
气、百合卫生等企业牵线搭桥，联
系院校的专家，攻克技术难关，增
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让人才、企业
安心、舒心、放心、专心发展；立足
大棚蔬菜发源地资源优势和当地
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乡村振兴人才
开展“订单式培养”，为他们提供了
创业平台。

全国元宇宙行业

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潍坊成立

寿光市为人才创业

提供优良服务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王莹）9月17日，第十三届两
岸汉字艺术节在寿光市历史文化
中心开幕。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
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王文章，中国艺
术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周庆
富，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
董事长刘兆玄出席；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杨建华主持。
  本届艺术节以“探源寻根”为
主题，将持续到10月6日。其间，将
结合寿光在汉字艺术中的深厚积

淀和仓颉造字的历史底蕴，举办书
法篆刻雕塑艺术展、“汉字文化与艺
术”系列讲座与学术研讨、非遗展演
展示、全民艺术普及社会联盟精品
成果展演、汉服巡游、仓颉造字舞
台剧、寻根研学等系列文化活动。
  据悉，两岸汉字艺术节系列活
动由中华文化联谊会、中国艺术研
究院和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共同创
办，自2010年在大陆举办首届以
来，已在大陆和台湾轮流举办十
二届。

第十三届

两岸汉字艺术节开幕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李国栋 通讯员 王跃修）
今年以来，高密市深入实施“凤还
巢”高密籍在外人才回乡计划，采
取登门拜访、座谈交流、活动邀请
等方式加强与人才的对接联系，鼓
励引导在外人才“反哺”家乡建设。
　　据了解，高密籍在外人才在高

密实施总投资10.6亿元的功能性涂
层材料项目，研发生产应用于石油
化工、海工港口、汽车船舶等领域
的高端涂层材料，目前已完成投资3
亿元，并开始试生产。项目完全建
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亿元，税
收3亿元，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功
能性涂层材料智能制造生产基地。

高密市积极推动

在外人才回乡创业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刘晓杰 通讯员 高亮）近
日，潍坊市工信局公布了2023年潍
坊市“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认定
名单，其中，坊子区的山东奥客隆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德瑞矿
山机械有限公司、潍坊市天浩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榜上有
名。截至目前，坊子区已培育省级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9家，市级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30家。

　　近年来，坊子区通过大力开展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培育工作，
积极推动辖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技术成
果转化、产学研合作和创新人才培
养。通过开展“一企一技术”研发中
心争创工作，持续发挥企业在技术
创新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引导行业
骨干企业带动产业技术进步和创
新能力提升，有力推进了优质中小
企业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

坊子区新增8家市级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企业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潘来奎）9月14日，为期5天的第四届中国
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第二届中华传统工
艺大会在济南市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我市精心组织参会，突出展示潍坊手造产
业传承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多层次、立
体化呈现实力强品质优生活美的更好
潍坊。
　　潍坊市展区位于山东国际会展中心3
号馆“文化两创·山东手造”展区，以“儒风
连海岱 更好在潍坊”为主题，整体采用蓝
色色调，展区上方悬挂潍坊“龙头蜈蚣”风

筝，体现“世界风筝都”的独特风采。整个展
区分为街景车展示、非遗大师展演体验、手
造产品展示售卖、潍坊乐道院潍县集中营
博物馆数智魔镜元宇宙项目体验、潍坊市
文创和旅游商品获奖作品展示、《行走的年
画》服饰走秀表演和特色文创和旅游商品
展示售卖等板块，共吸引了30余家潍坊市
特色文化旅游企业参展。展厅内采用“街景
梦工厂”自主研发生产的文旅新装备打造
休闲“打卡”长廊、特色文创和旅游商品售
卖区，不仅实现“展中展”的独特效果，还让
观众体验了一场视觉盛宴，成为展馆内的

“网红打卡地”。
　　此次展会邀请到4名省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和高级工艺美术师进行技艺展示和
现场互动，观众可现场体验高密聂家庄泥
塑、潍坊风筝、潍县年画、潍坊面塑的制作
过程。昌邑茧绸、同文堂毛笔、隆盛糕点、恒
盛斋糕点等一批生活化、时尚化、潮流化兼
具的代表性手造产品也在展会期间进行了
展示售卖。我市还精选了近年来在全国、全
省大型活动中获奖的20件文创和旅游商品
进行了集中展览展示，充分展现潍坊市文
创和旅游商品发展的创新成果。

　　以《10元复刻华妃8000万头饰》《用大蒜
皮制作荷花步摇》等视频火遍网络的国潮
冠服设计师王平、凭借可爱木雕“冰墩墩”
火出圈的木雕师于楷文，以及连获中国特
色旅游商品大赛和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健
康主题）金奖的“瓷叫虎”文创、齐鲁瑞兽
“峱宝宝”文创等也参加了此次展览活动，
以匠心传承为大家带来视觉盛宴。另外，由
山东灵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发的潍坊乐
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数智魔镜元宇宙体
验项目在此次展会精彩亮相，吸引了大量
观众现场体验。

儒风连海岱 更好在潍坊

我市精彩亮相第四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

（上接1版）
　　———“全方位”规范，明确建章立制“硬
规矩”。一方面坚持“五有标准”，按照有人
管事、有钱办事、有地议事、有权定事、有章
理事的要求，建强基层党支部；另一方面明
确履行引领股份合作社、发展红色物业等
“七项职责”，实现上级推动事项落实顺、群
众反映问题即时处理顺“两个顺畅”等。
　　———“看实绩”激励，树立干事创业“风
向标”。诸城全面保障基层党支部成员工资
等待遇，建立一线考察识别、跟踪问效等机
制，开展党建引领集体经济“揭榜挂帅”等
行动，出台集体经济增收奖励办法。科学开
展年底评议，对评定为“优秀”等次的，增发
平均绩效补贴的1.5倍进行奖励，对评定为
“差”等次的，不发放绩效补贴。

　　党组织引领合作社是核心，诸

城第二步明确“产权股权化、村社一

体化”

　　诸城是产粮大县，常年粮食种植面积
在185万亩以上。近年来，村庄散弱且空心
化、人才流失且老龄化、农业分散且兼业化
等趋势加速演化，如何坚定扛牢粮食安全
的政治责任？如何谋划粮食主产区的乡村
振兴之路？
　　时代出考题，基层找答案。2021年11月，
相州镇小梧村网格党支部成立粮食种植专

业合作社，将全村1500多亩土地整合成“一
块田”，部分土地“托管”给密州种业，部分
土地由合作社自主经营，农户每亩地每年获
得1000元“保底”，收获后再分红。小梧村网格
党支部书记刘金龙介绍：“这季麦子平均亩
产过千斤，订单回收价是1.5元/斤，预计每亩
能分红190元，村集体能收入8万多元。”
　　粮食增产、农民增效、村集体增收，小
梧村的“一块田”改革，在相州镇已呈燎原
之势。“全镇已有38个村庄推广该做法，今
年小麦总产有望达8400万斤，同比增长
2.4%。”相州镇党委书记孙志梁说。
　　“产权股权化、村社一体化。”王琪华一
语中的，“这一做法破解了资源分散这一主
要矛盾，以村党组织引领合作社为核心，盘
活农村土地、资产、闲散劳动力等低效资
源，聚合起资本、人才、科技、管理等先进要
素，唤醒了沉睡的乡村。”
　　好经验如何推进？诸城先立“规矩”。明
确党组织引领成立的股份合作社要有会计
账簿、有股权证明、有收益分红等“六有标
准”，集体持股不低于20%，决策“一人一
票”。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确保办
一个成一个，已组建股份合作社151家，土
地入股4.5万亩，带动集体增收522万元，社
员增收2780万元。
　　好经验如何推广？诸城已有“路径”。一
是土地股份合作。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
村集体以溢出土地入股，对外招租、托管给

各类市场主体。二是资产整合股份合作。农
民以土地经营权、闲置房屋等入股，发展生
态观光、餐饮民宿等。三是劳务服务股份合
作。农户以机械设备等入股，承接田间耕
种、农资购销等服务。四是生产经营股份合
作。合作社通过独立经营、入股各类市场主
体等方式，开展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经营
项目。

　　千企兴千社是关键，诸城第三步

瞄准“要素下乡来、蹚蹚蹚蹚出共富路”

　　村庄以党组织引领合作社发展为平
台，能够盘活土地、资产和劳动力等资源。
然而，发展现代农业亟需的资金、人才、科
技等元素，单靠乡村很难解决。如何调动市
场主体、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力量，更好
地支持乡村、润泽乡村？
　　诸城在实践中打出“组合拳”：2021年
起，围绕粮食、果树、茶叶等主导产业出台
政策意见，明确“吸引要素进村、完善利益
联结”方向，以党组织引领合作社统一整合
土地资源为补贴重点，配套财政补贴、担保
支持、金融助力、科技支撑等措施，吸引“千
企兴千社”，将合作社打造成为村社企共建
共享的“利益共同体”。
　　石桥子镇位于粮食主产区，在“千企兴
千社”工程的号召下，中化MAP智慧农业服
务中心于2023年2月落户于此。镇长杨华介

绍：“我镇与中化现代农业公司签约了5万
亩品质原粮生产基地项目，目前已与28个
网格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落地服务面积两
万亩，有效推动了粮食产业向规模化、订单
化、数字化方向发展。”
　　目前，“千企兴千社”在诸城全面推进，
已有中化、仙坛、福建正山堂、北京首农等7
家企业，与42家合作社开展产业链条合作。
　　皇华镇下河村地处丘陵山区，党支部
领办的合作社计划发展现代化果园，资金
成为“拦路虎”。诸城与山东省农担公司深
度合作，推出“强村贷”等产品，为下河村
授信280万元，帮助建成占地120亩的现代
果业园区。“盘活土地建园区，财政有补
贴，贷款有支持，村集体和农户有股份，咱
现在干劲十足。”下河村网格党支部书记
李杰说。
　　截至目前，山东农担已在诸城推出“粮
食规模种植贷”“果茶托管贷”“预制菜产业
贷”等信贷产品，撬动23亿元金融资金支持
“村社一体化”发展。
　　改革无止境，砥砺再出发。张建伟这样
总结农村股份合作改革：“以党组织引领合
作社为接口，让农民‘确权确股不确地、离
土离乡不离权’，通过租赁、托管、入股等形
式与市场主体合作，构建‘党组织+股份合
作社+农业企业’的稳固利益共同体，加快
企业、资本、科技‘三下乡’，蹚出实现乡村
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本报讯 （通讯员 赵爱霞
 韩春波）近年来，昌乐县围绕乡
村振兴战略目标要求持续发力，通
过“引才、育才、留才”三举措，为推
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人才保证。
  摸清底数引才。昌乐县建立组
织部门牵头抓总、主管部门分类调
度、用人单位具体负责的人才需求
常态化调研机制，聚焦县域高质量
发展需求，以经济金融、农业、安全
生产等领域为重点，通过走访调
研、问卷调查、大数据分析等形式，
建立并持续更新重点人才需求目

录，全面精准摸清全县各领域需求
底数，为精准引才提供有力支撑。
培训学习育才。积极发挥产业致富
带头人、种养殖大户、离退休干部
等人才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雁”
作用，提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
理论课程，邀请专业技能人才现场
传授实战技术，对返乡创业者开展
就业、创业技能培训。优化环境留
才。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在全县营造“尊重人才、
爱惜人才”的良好氛围，为广大人
才返乡创业就业创造良好的工作
环境。

昌乐县打造人才队伍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刘晓杰）今年以来，潍城区
以全域推进“枝叶关情·幸福家园”
建设为目标，积极探索“党建邀约”
“公益市集”“共享花园”等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新路径，努力把社区建
设成为群众满意的幸福家园。
　　按照该区“四敢”“三比三看”
真抓实干谋发展活动的总体部署，
岳王庙社区党委探索建立“社区党

委牵头，小区（网格）党支部负责，
物业、楼长、志愿者参与”的一体化
社区治理机制，组建以党员为骨干
的平安义巡队伍，常态化开展夜查
行动；全力打造“枝叶关情·潍美家
园”物业服务品牌，以高质量的“红
色物业”服务为群众解忧纾困，培
育了群众认可的“红管家”队伍，进
一步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感和满
意度。

潍城区建设

群众满意的幸福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