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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贺德良 通讯员 杨兆宁）“太美了！
来到临朐，景区美、村庄美，到处都是风
景……”日前，一位专程到临朐旅游的外
地游客情不自禁点赞临朐乡村风光。今
年以来，临朐县全力推进乡村建设“三百
行动”，在全县范围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类村“百村提升”、全域美丽乡
村“百村创建”、乡村振兴“百村示范”三
大工程，全面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乡
村面貌锦上添花。
　　聚焦重点强攻坚，高效率推进村
人居环境整治。按照“一二类村提质增
量、三类村提升减量”目标，临朐县常
态化开展“三清一改二提升”村庄清洁
行动，重点对高家庄、西寨、刘家庄等
10 0个三类村庄开展“清脏”“治乱”。
镇、街将三类村提升列为“十必议十必
看”重要内容，明确提升时限和整治标
准，以开卷考试的方式倒逼三类村庄
整体提升。目前已组织群众参与17万余
人次，清理垃圾和农业废弃物8.5万吨，
拆除残垣断壁400余处，整治弱电线路
815千米。
　　聚焦“三美”促提升，高质量推进全
域美丽乡村。按照“生态美、产业美、生活
美”要求，临朐县围绕产业支撑、生态打
底、融合发展、促进增收的实施路径，分
类推进实施美丽乡村创建工程。将美丽
乡村与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乡村
振兴衔接区建设有机结合，重点对宫家
庄、西圈、王家庄等100个基础较好的村
庄开展美丽乡村创建。目前已争取上级
资金450万元，完成7个行政村的污水治

理任务，新硬化通户道路23千米，2个市
级美丽乡村示范镇、5 0个示范村通过
验收。
　　聚焦“五型引领”建设，高标准抓好
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按照“四个十”活动
要求和“五大振兴”示范创建目标，该县

制定《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实施方案》，
从全县择优选取资源要素和发展成效明
显的白塔、东大河、薛家崖等100个村庄
列入创建名单，打造全县乡村振兴先行
示范标杆。突出“五型引领”抓实创建，即
突出产业引领、党建共富、文化休闲、美

丽田园、融合拓展等五个类型，因村施策
推进示范创建。目前已有51个示范村发
展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82个示范
村村集体收入超过10万元；15个示范村为
省级美丽乡村，38个村设立了“幸福来
临”惠民综合体。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
者 宋玉璐）8月4日，市农村供水保
障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市一
级巡视员马清民带领市直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到青州市开展专题调研。
马清民一行先后察看了部分引调水
工程和水厂建设运行情况、村庄接
入规模化水厂管网情况，并召开座谈
会，听取青州市农村供水保障工作
汇报。
　　马清民强调，开展农村供水水质
提升专项行动，是贯彻落实省、市农
村供水保障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的具

体举措，是兜牢底线、保障农村饮水
安全的民生实事，非抓不可，非快抓
不可，非抓好不可。要进一步提高思
想认识，提升工作标准，坚持统筹谋
划，一体推进，下决心把农村供水各
类问题系统解决好。要坚持问题导
向，加强资金等要素保障，压实各级
责任，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确保扎实
有效解决真问题。要坚持结果导向，
努力做到精心安排、精准突破、精致
管理、精益求效，切实提升农村供水
水质，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坚实
保障。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
者 李洪明）8月4日，2022中国果品
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榜在上海发
布，昌乐西瓜与烟台苹果、库尔勒香
梨等品牌一同上榜，并以46.64亿元的
品牌价值跃居榜单第15位，荣登瓜果
类品牌价值榜首，连续十三年位居全
国西瓜第一品牌。
　　昌乐西瓜种植已有千年历史。
20世纪90年代初，昌乐县推广设施
农业，掀起大棚西瓜种植高潮。昌乐
县境内独特的火山土壤富含各种微
量元素，充足的光照温度，造就了昌
乐西瓜皮薄、沙瓤、脆甜的卓越品质，
该县也被誉为“中国西瓜之乡”。

　 近年来，昌乐县把提升西瓜产业
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切入点和
突破口，专注西瓜品质提升和品牌创
建，聚焦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和标准化生产，推动西瓜产业全链
条升级、全方位提质增效。先后与中
国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合作，举办西甜
瓜新品种展示活动，加快推进西瓜品
种更新换代，成立品种研发平台3处，
聘任高级专家顾问13名，引进高端人
才20余人，培育各类西甜瓜新品种40
余个。近5年来，累计取得植物新品种
保护权14个、农作物品种登记32个，
推广应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新
技术20余项。

市领导现场调研

农村供水保障工作

昌乐西瓜荣登全国

瓜果类品牌价值榜首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洪明

　　自1998年担任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
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以来，李新
生全面推行自主议事、自治管理、自我服
务的“三自”治理模式，创办3个合作社，
全面激活发展要素，以组织振兴引领产
业振兴，以产业振兴实现强村富民，探索
出一条党建引领、村社互动、抱团致富的
发展之路。目前全村种植彩椒400公顷，
年产彩椒2万多吨，年产值1.5亿元。2023年
4月，他被潍坊市委组织部评为全市第一
批“兴村治社好导师”。

领领办办果果菜菜合合作作社社

化化解解销销售售风风险险

　　1998年12月，李新生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后，想改变种植结构，提高村民种植
效益。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发现彩椒富

含维生素营养价值高，市场发展潜力
大，在他与4名党员干部带头试种彩椒
成功后，彩椒逐渐成为东斟灌村的主导
产业。
　　随着彩椒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菜农
遇到了菜商强行砍价压价、收菜“打白
条”、卷款跑路等问题，种植热情受挫。
2008年10月，李新生带领党支部领办了
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从种子购进、管
理技术培训、蔬菜安全检测到购销信息
发布、钱款收支等，全部由合作社负责，
形成了“市场+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
产模式。对外销售上，合作社实行统一
管理、统一结算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
了客商压价压秤、不付款“打白条”现
象，有效保护了群众利益；对内管理上，
合作社实行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农资供
应、统一标准生产、统一质量检测、统一
品牌打造、统一包装销售的“六统一”管
理模式。

领领办办土土地地合合作作社社

化化解解发发展展瓶瓶颈颈

　　随着东斟灌村集约化经营和高效种
植业的发展，土地问题成为蔬菜产业发
展的障碍。为解决土地矛盾，李新生带领
党支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村民依法自
愿将土地入股合作社后，合作社对全村土
地统一运营管理，根据土地的位置和地茬
划分出不同的租赁价格，蔬菜种植户根
据划分的地价从合作社租赁土地。
　　对于合作社的收益分配，2200名村民
每人1股，每股每年保底分红，其余土地
收益的40%给村民二次分红，60%作为村
集体收入。合作社根据人口变动和市场
行情，股份一年一调整，承包费三年一变
动，实行动态管理，为想依靠土地发家致
富的社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还为
集体增收145万元。

领领办办资资金金合合作作社社

化化解解发发展展难难题题

　　土地流转后，扩大种植规模成为菜
农共识，但建设新式大棚投资大，许多村
民遇到资金瓶颈。2013年10月，李新生带
领村党支部又领办了资金互助合作社。
2015年6月，根据省金融部门要求，调整为
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部。
业务部实行“单一用途、以贷定存、封闭
运行”的运营方式，信用互助业务部将资
金全部交给寿光农村商业银行代管。目
前，已有367户社员参与资金互助业务，
为200户村民解决了资金需求。

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
——— 记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新生

临朐“三百行动”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火热鸢都 清凉消夏
  夏日鸢都，热情似火。连日来，我市以多种方式清凉消夏，城市活力迸发，市民生活
惬意。
　　图①：8月5日，潍坊市（奎文）第二届青年人才文化节在奎文区启动，来自全市近2000名青
年人才齐聚潍坊泰华城假日广场，共赴“青春之约”。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亚欣 摄
  图②：8月5日，一场“水枪大战”活动在奎文区泰华商圈举办，孩子们沉浸在游戏中，尽享清凉。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通讯员 孙梦雪 摄
  图③：8月4日，在城区富华游乐园水上皇宫，孩子们在戏水玩耍。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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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县寺头镇石河头村。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贺德良 摄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
者 张益阁）8月2日，全市“消防安
全检查日”示范检查现场观摩暨教
学培训式检查活动，在潍坊百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谷德广场举行，全
市重点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
人）参加。
　　活动紧密结合全市重点单位的
消防安全管理实际和功能布局特点，
按照“消防安全检查日”“四个一”工
作内容，由谷德广场消防安全管理人

员分组开展教学培训式检查，参加活
动人员现场观摩，各县市区消防救援
大队消防监督员、消防文员、辖区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

（管理人）及其他相关单位人员通过
互联网终端收看直播。检查内容重
点体现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情况、消防安全制度执行情况、消防
设施器材运行及完好情况、火灾高
风险部位管理情况、日常消防培训演
练情况等。

全市“消防安全检查日”

示范检查现场观摩活动举行

  为充分发挥市12345热线服务
功能，根据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
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23年领导干
部接听12345热线工作的通知》要
求，每周三县市区、市属开发区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在市广播电视台
新闻频率直播间接听12345热线。
现将2023年8月9日综合保税区主
要负责同志接听企业和群众来电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接听时间
  8月9日(星期三)
  上午9∶00-11∶00
  接听领导
  综合保税区党工委书记 王
龙堂
  受理范围
  受理企业和群众各类非紧急
诉求，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

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
等领域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和
意见建议等。
  温馨提示
  1.本次接听活动受理方式是
接听通过电话渠道反映的企业和
群众诉求，不接待来访人员。
  2.不在12345热线受理范围的
来电，由12345热线工作人员按常
规程序处理。
  3.因来电较多接听领导未能
接听的诉求，由12345热线工作人
员 详 细 记 录 后 ，按 常 规 程 序
处理。
  4.接听期间，通过V新派客户
端、市广播电视台视频号、潍坊新
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
    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8月4日

综合保税区主要负责同志接听

12345热线企业和群众来电公告

　　蟑螂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
和部分真菌，通过机械携带污染
食物和物品，导致疾病传播。蟑螂
粪便中的蛋白质还会引发鼻腔过
敏和哮喘症状。那么，蟑螂该如何
防治呢？8月6日，记者就此采访了
市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防制专家
李林。
　　一、蟑螂的习性特点
　　蟑螂怕光喜暗，可钻入1-2毫
米的缝隙，白天多在房间家具、墙
壁、墙内管线的各种缝隙中隐藏，
晚上出来寻找水源和食物。喜食
“油、香、甜”，也可以食物残渣、垃
圾碎屑为食。雌性蟑螂的卵夹在尾
部携带，直至全部蟑螂幼虫孵化完
成后脱落，雌性蟑螂死亡后蟑螂幼
虫可以继续孵化。
　　二、我市蟑螂的种类
　　我市蟑螂的优势种群是德国
小蠊，民间俗称“镬螂”，具有体型
小、适应能力强、繁殖迅速的特点。

　　三、蟑螂防制原则
　　以环境防治为主，保持环境整
洁，及时清除垃圾、杂物和卫生死
角。建筑物要堵嵌缝隙，防止蟑螂
迁徙。有防水层的厨房、卫生间可
以用开水浇淋缝隙杀灭。对有蟑地
区运入的行李和物品进行暴晒和
灭蟑处理，防止蟑螂通过行李和货
物造成扩散。以化学防治为辅，化
学防制要根据蟑螂侵害情况选择
投放饵剂、滞留喷洒、气雾剂喷洒、
热烟雾灌注等方法综合防治。
　　家庭发现蟑螂可以首先使用
毒饵胶饵或毒饵颗粒，布放在蟑螂
出现的厨房、卫生间等处，单纯的
气雾杀虫剂不能杀灭墙壁等缝隙
中的蟑螂。杀灭效果不理想时可咨
询当地疾控部门或有资质的虫害
控制公司 ，采取综合措施进行
杀灭。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
路欣 整理）

蟑螂该如何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