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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声明

公告
◆侯泮荣所属鲁寿渔60035渔船

所有权证书丢失，证书编号(鲁)

船登(权)(2016)HY-100823号；国

籍证书丢失，证书编号(鲁)船登

(籍)(2021)HY-200754号；检验登

记 证 书 丢 失 ，证 号 ：

370783A16029；捕捞证书丢失，

编号(2021)H丫一200028号。以上

证书声明作废。

◆潍坊鸿硕物流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786MA3PXWA9X3，不慎

丢失公章（3707860031128），声明

作废。

◆潍坊高新区润泽沅炸货熟食

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70700MA3D3A9N3F，不慎丢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和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

号：JY23 7 0 7 8 7 0 0 1 8 6 1 6 ，声明

作废。

关于召开
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

各股东：

  潍坊银海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已

进行清算组成员备案并发布债

权人公告，符合法定清算程序。

现公告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决定召开临

时股东会议，确认清算组出具

的清算报告及后续注销事宜。

  一、会议时间：2024年6月3

日上午9时

  二、会议地点：潍坊高新区

泰和东郡37号楼7楼会议室

  三、会议议题：潍坊银海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注销事宜。

  请届时准时出席，本公司

将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作出相关决议。

  潍坊银海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2024年5月17日

通知
李桂芹：

  您从我公司购买的潍坊豪

德小商品城C3栋2号、C3栋6号

商铺分别尚欠房款117427.2元和

159300元，请您自本通知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签订购房

合同，交纳剩余房款，否则本公

司有权自行处置上述房屋。联

系人：刘超   联系电话：

18765376630。

  通知人：潍坊豪德贸易广

场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5日

中中缝缝广广告告

受受理理热热线线：：

88119966666677

1155990055336600220033

1133660055336633998888

邮邮箱箱：：

778811559922000033@@

QQQQ..ccoomm

微微信信：：

1155990055336600220033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浩智 通讯员 徐丽丽 李红）正在
举办的第25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
览会上，有一组“乐耕勤廉·观蔬感廉”景
观，生动还原了清代乾隆年间，寿光县令王
椿和潍县县令郑板桥情系子民、不顾酷暑
于荒烟蒹草之中亲自督量边界的故事，成
为一处热门的廉洁教育阵地。

　　在党纪学习教育中，寿光市纪委监委
不断活化正面教育形式，充分挖掘本地历
史中的廉洁文化因子，联合菜博会专门打
造廉洁文化景观带，通过以蔬菜为载体创
制生动形象蔬菜景观、搭配植物话廉形象
描述的形式，讲述纪法故事，展示廉洁思
想，使一个个典型人物、廉洁事迹从历史中
走出来、活起来，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观
赏蔬菜景观的同时，加深对党纪条规和廉
洁文化的理解，实现了单纯的展示实用功
能与审美功能、文化熏陶、学习教育相融
合，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寓廉于物，精品文创扬清风。“妈妈你
快看，这是玉米叶儿做的莲花呢！”寿光的
能工巧匠们将廉洁元素融入非遗传承，用
葫芦雕刻、草编线编、泥塑面塑、印刷彩绘
等多种艺术手法制成各具特色的廉洁文创
作品，在菜博会展示后备受游客青睐。领略
传统非遗文化魅力的同时，观者也感受到
了菜乡大地的浓浓廉意。
　　寓廉于游，激活文化新体验。秉承“接
地气”才“有人气”的准则，寿光在“菜博会”
融入廉洁文化元素同时，打造廉洁教育专
线，通过廉洁文化景点的简介和讲解，发挥

阵地的“标牌”作用，让蔬菜展览在文化元
素中转化升级、文化在蔬菜承载下绽放，通
过线上线下文化作品创作、开展多元化清
廉教育活动等方式，彰显出蔬菜展示与廉
洁文化融合的展会特色。
　　“廉洁文化可听、可观、可触、可思。
我们将继续在菜乡清韵中寻真觅本，充
分发挥出‘倡廉于有形、润物于无声’的
作用，让廉洁文化与国际盛会交融互促，
使广大游客时刻感受到寿光的清风清朗
清廉。”寿光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副部长王
鹏表示。

寓廉于物 寓廉于游

寿光党纪学习教育倡廉有形润物无声

金冢子镇：小豌豆“唱大戏”

    在在山山东东农农韵韵盛盛景景农农业业科科技技有有限限公公司司葡葡萄萄种种植植大大棚棚内内，，
袁袁训训杰杰正正在在查查看看葡葡萄萄生生长长情情况况。。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张沁)在第三十四次全国助
残日来临之际，5月16日上午，副市
长陈端梅到潍坊市天使公益助残创
业手工坊、成立盲人按摩示范店、新
钢经济发展区“如康家园”走访慰问
残疾人。
　　在潍坊市天使公益助残创业手
工坊，陈端梅参观了残疾人文创工
坊，与“山东省自强模范”肖岚进行
深入交流，了解残疾人日常工作生
活情况，对手工坊工作模式给予充

分肯定。在成立盲人按摩示范店，陈
端梅看望慰问了店内的残疾人工作
者，希望按摩店充分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培训和帮扶更多残疾人就业
创业，实现自身价值。在新钢经济发
展区“如康家园”，陈端梅与残疾未
成年人和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详细
了解残疾人康复训练、技能培训、辅
助就业等情况，鼓励机构继续坚持
规范化建设、专业化服务，积极拓展
残疾人辅助性就业项目，带动更多
残疾人实现辅助性就业。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宋玉璐 通讯员 何悦东）5
月16日上午，我市《反有组织犯罪
法》集中宣传活动在市人民广场启
动，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反有组
织犯罪法》的知晓度，有效预防和
惩治有组织犯罪，推动扫黑除恶工
作机制化、常态化开展，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反有组织犯罪法》颁布施行以
来，我市扎实做好学习、宣传、贯彻、
实施各项工作，将其纳入各级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
“八五”普法重点，连续三年开展“集
中宣传月”活动。各级各有关部门以
《反有组织犯罪法》为工作指引，坚
持决心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聚力攻坚、强力推进，始终保持对黑
恶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不断提升
运用法律武器防范、打击黑恶犯罪
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全市常态化扫
黑除恶斗争在法治轨道上走深走
实。该法实施两年来，社会治安形势
持续向好，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稳步提升。

我市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
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于菲）5月15日，由潍坊市劳
动竞赛委员会主办的2024年“赋智
赋能·匠筑潍坊·助力五大攻坚战”
潍坊市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仪
式在潍坊市技师学院举行，市工业
机器人系统操作职工技能竞赛同步
开赛。
　　据悉，此次职工劳动和技能竞
赛活动以“赋智赋能·匠筑潍坊·助

力五大攻坚战”为主题，开展新领域
新赛道、重点工程、技术技能、创新
创效、工作推进、群众性安全生产等
六大类256项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活
动。其中，市劳动竞赛委员会采用
“培训+竞赛”模式举办10场市级示范
性、引领性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牵
头开展77项市级行业性职工技能竞
赛，指导开展114项县级行业性职工
技能竞赛、55项重点工程劳动竞赛。

全市职工
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赵金凤）近日，记者从住建部
门获悉，5月18日，家装厨卫“焕新”
惠民生活动正式启动，并同步开展
现场展销活动和“诚信装企进社区”
和“惠民家居进万家”活动。其中，自
5月18日至19日，在风筝广场举行家
装厨卫“焕新”惠民生现场展销活
动。本次活动由市住建局、奎文区人
民政府主办，奎文区住建局承办，奎
文区住宅装饰装修协会协办。通过
“政企联动”“优选优荐”“多业联展”

的方式，搭建“家城共建”平台，进一
步营造消费氛围、激发市场活力、提
振发展信心。
　　据悉，此次展销活动共设有20
个展位，包含家装、厨电、卫浴、家
电、家居等品类参展。展会上有相关
装修行业的资深设计师将提供装修
设计、“家装套路”讲解、装修避坑等
方面的免费咨询服务，并通过展板
和实物的形式，让市民能够近距离
观察和体验家装产品的品质和性
能，放心消费。

家装厨卫“焕新”惠民生活动
明日举行

噪

噪

噪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于菲 文/图

　　生态大棚里瓜果飘香，玫瑰园里百花
齐放。如今的滨海，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
长起西瓜、葡萄、芳青玫瑰等盐碱地特色
农业产品，这片昔日的盐碱滩涂已逐渐成
为发展经济的“聚宝盆”，实现了“一地生
多金”，美了环境富了民。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让碱地“生金”

　　翠绿的“贵妃玫瑰”葡萄挂满枝头，葡
萄颗粒被金色的阳光包裹住，色泽光亮、
晶莹剔透。近近日，在山东农韵盛景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葡萄种植大棚内，记者看到，
工人正在查看葡萄长势。
　　“由于天气原因，今年葡萄成熟的
时间晚了一些，但是客户早早就打电话
订货了，根本不愁卖。”山东农韵盛景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训杰告诉记
者，种植过程中他们坚持使用有机肥，
并通过雨水收集再利用系统和河水浇
灌系统浇灌土壤降低土壤盐分，增加有
机质含量，保证了盐碱地葡萄的品质和
口感。
　　除了盐碱地葡萄，此时的盐碱地西瓜
也长势旺盛。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央子街
道潍坊天颜农业种植园的大棚内看到，一
排排西瓜藤蔓沿着搭好的立架爬到了一
人多高的空中，形成了一片绿色的“西瓜
林”。
　　昔日盐碱地，今朝瓜果香。近年来，滨
海区持续扩大特色种植规模，做强葡萄、
苹果、火龙果、西瓜等特色农业产业，打造
盐碱地特色农业品牌。截至目前，全区共
有8家农业龙头企业，99家合作社，42家家

庭农场，50家种植大户，葡萄、西瓜、苹果、
桃等种植总面积达到1000亩，盐碱地真正
成为“金土地”。

 提升全产业链竞争优势

让产业“添金”

　　日前，走进央子街道元舜农业的芳青
玫瑰园，千姿百态的玫瑰花竞相盛开，空
气里弥漫着清幽花香，漫步其中，顿感心
旷神怡。
　　“这里种植的玫瑰是我们经过多年努
力选育出来的，可在中重度盐碱地上直接
种植，具有较高的药用和食用价值。”山东
元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方

清介绍说，目前，他们已经在滨海用盐碱
地原土种植了3000多亩玫瑰，并将滨海玫
瑰种植模式推广到山西、陕西、内蒙古、新
疆等8省15市，种植数万亩。
　　大面积种植玫瑰改善了滨海的生态
环境，如何把赏花经济的产业链延长，让
产业“添金”？？为此，公司专门引进了加工
玫瑰红茶的生产线，将玫瑰花瓣制作成了
红茶。同时，在滨海区的全力支持下，元舜
农业还针对玫瑰花的景观属性，做好三产
融合项目，持续提升玫瑰产业的经济附
加值。
　　“我们这个玫瑰花品种不仅景观效果
好，而且三季开花，针对产业优势我们迅
速拓展文旅板块，在部分区域植入婚纱摄

影、房车民宿、研学等文旅元素，打造玫瑰
全产业链竞争优势，着力打造出一张‘芳
香’新名片。”袁方清说。

 特色农业带动群众就业

让村民“多金”

　　一座座种植大棚拔地而起，一颗颗幸
福果实甜进心头，许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为小康生活铺上暖心底色。
　　“每年的盛花期，我们都需要大量的
劳动力，采摘玫瑰花不费力还不需要多大
技术，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大部分都是留守
妇女和大龄劳动力，收入很可观。”山东元
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红
麦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瑞娜
说。如今，随着玫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周
边老百姓采摘就业，村民加入玫瑰花采摘
的行列，靠着玫瑰赚钱，实现致富增收，铺
就一条致富“芳香路”。
  同样，位于大家洼街道的潍坊景海
果蔬种植合作社内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现场近200名村民正在对苹果树进行疏
果。“有活儿我们就来，以前年龄大了在
家闲着也没有收入，这几年我都在果园
工作，时间自由还离家近，忙的时候每天
能挣100多元钱，真是越干越有劲。”今年
68岁的大家洼街道周疃二村村民胡桂芹
深有感触地说。
　　这里三季有花，四季有果。从生态种
植到盐碱果品，近年来，滨海区因地制宜，
在广度上挖掘着盐碱地的农业生产潜力，
充分发挥生态修复累积效益，做优特色盐
碱地品牌农业，打造“盐碱地+特色农业
种植”，不仅造就了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滨
海样板”，还让过去的盐碱滩涂变成了增
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郭玉坤（中）等人正在采摘豌豆。

（上接1版）
　　在于河街道南伦村潍坊福益合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个个颜
色各异的卡通饽饽造型惹人喜爱。
据了解，该企业最近注册了“馒不住
了”品牌，生产的卡通馒头非常走
俏。企业负责人、“95后”年轻创业者
孙樱华说：“当下，农村妇女闲置劳
动力较多，因此我选择在农村创办
传统花饽饽加工坊。在村委的帮助
下，召集了一批有工作经验的妇女，
并为她们提供专业技能培训，以此
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增加村民经
济收入。”
　　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多就业机
会，既要盘活闲置资源、挖掘更多就
业岗位，又要提升群众自我创业就
业能力，形成“岗位”与“劳动力”双
向奔赴的良性循环。连日来，福寿街
社区、西园社区、陈家油坊社区等纷

纷邀请专业的美甲、美妆、抖音直
播、面点制作等方面的老师，为社区
居民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创
业指导、技能培训、政策咨询等就业
创业服务。于河街道、望留街道、军
埠口综合项目发展服务中心等分别
通过自己的公众号，向居民推介附
近的企业和用工岗位……
　　“社区微业”拓宽群众幸福路。
潍城区创新推行以党建为引领，以
微阵地、微组织、微服务、微项目、微
培训为主要内容的“一领五微”社区
微业工作模式，成立社区微业服务
联盟，聚合各方力量资源，建设“社
区微工坊”“创业沙龙”，搭建社区就
业创业场景，开发出小修小补、物业
保洁、社区见习、面食制作等一批就
业创业项目，有针对性地提供创业
就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就业“最后
一公里”。

（上接1版）
　　普京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连
任后不久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我此次连任后将中国作为首访国
家，再次表明俄中关系的特殊性和
高水平，以及俄中双方对于进一步
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
重视。俄中建交75年来，两国关系已
经发展成为大国、邻国发展伙伴关
系的典范，两国合作内容丰富，成果
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保持了密切
沟通和良好关系，我们双方对于俄
中关系的现状表示满意，对于未来

合作充满信心。俄罗斯将中国作为
长期可靠的合作伙伴，愿同中方持
续拓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安全
等领域合作，办好“俄中文化年”，深
化人文交流。俄中在国际舞台上保
持紧密协作，共同致力于推动建立
更加民主的多极化世界秩序，愿继
续加强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
等框架内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
题上的沟通，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
发展。
　　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
国清、谌贻琴等出席。

“微工坊”服务“大民生”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于菲）5月15日，由省总工会
宣传教育部指导、市总工会主办的
“中国梦•劳动美——— 凝心铸魂跟党
走 团结奋斗新征程”山东省劳模
工匠示范宣讲活动在潍坊学院
举行。
　　活动邀请党的二十大代表、全
国劳动模范、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
院长杨守伟，全国先进工作者、寿光

世纪教育集团幼儿园业务总园长孙
琳琳，山东省先进工作者、潍城区社
工协会会长、城关街道社工站站长
江宏进行宣讲。她们分别结合自身
成长经历和工作历程，讲述了一个
个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诠释了“爱
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
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
精神，使广大师生备受鼓舞、振奋
精神。

山东省劳模工匠示范宣讲活动
走进潍坊学院

市领导走访慰问残疾人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玉芳 文/图

　　田野里，人们三五成群在采摘豌豆；
村头、路边，一个个收购点支起磅秤静待
车来，卖豌豆的车辆一到，立即过磅、记
账、点钱，当面两清。收获在即，种植户们
顾不上休息，骑着三轮车往返田间地头
持续忙碌……
　　5月14日，在安丘市金冢子镇金安社
区双庙村文化路西侧，双庙村村民张福
信正协助胶东客户收购、装车。张福信
说：“今天最好的豌豆1公斤卖到3.4元，这
边附近十几个村都种豌豆，每年的这个
时间，一些外地客户都会在地头路边设
收购点，种植户从地里采收下来就卖了，
不用愁销路。”
　　说话间，双庙村村民张子德用三轮
车拉着100公斤豌豆来了，过完磅点了
钱，又急急忙忙往地里赶，抓紧时间全力
采收。
　　阿洛村北的豌豆地里，郭玉坤等人

正在采摘豌豆。交谈中了解到，她们是户
主请来的雇工，每采摘1公斤豌豆户主付
1元钱的劳务费。由于豌豆成熟时间集
中，采摘比较费时，收获季节，一些种植
大户纷纷雇人帮忙。
　　“豌豆每年开春开始播种，到5月10
日左右就进入收获期，前后20天就采收
完毕。俺村三分之一的农户都种豌豆，有
不少农户都种了五六亩以上。一般情况
下每亩豌豆产量在1000公斤左右，最好
的地块产量能达到1500公斤，除去采收
劳务费，一亩地收入在2000元上下。”阿
洛村党支部书记李文学介绍。
　　陪同采访的金冢子镇宣传统战委
员周震钰介绍，金冢子镇群众很早就有
种植豌豆的习惯，特别是近几年，镇党
委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引导群众大力发
展“一村一品”特色种植，豌豆种植面
积逐年扩大。目前全镇豌豆面积已经发
展到100多公顷，仅豌豆种植一项，全镇
农户年收入300多万元，同时还拉动了
村民劳务收入。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孙希明 文/图

　　5月14日上午9点多，昌乐县宝都街
道东西王村西瓜种植园区的一处高温棚
内，47岁的瓜农王双正在采摘西瓜。他对
行情比较满意：“‘五一’前开始上市，个
头大的每公斤卖到近10元，我们街道有
瓜菜批发市场，村里合作社也帮着卖，销
路不愁。”
　　“村里像王双这样年富力强、吃苦耐
劳的‘瓜二代’有不少，他们跟父辈学到
了真经，建大棚卖西瓜，个个都是一把好
手。”东西王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晓
东告诉记者，“昌乐西瓜”在业内耳熟能
详，村里每年都能吸引大量客商前来采
购，只要种出来就能卖出去。当第一代瓜
农退出瓜棚，“瓜二代”们受益于昌乐县
持续振兴西瓜产业和基层党组织担当作
为，在产业链上领风骚、站C位，以人才
振兴促进了乡村全面振兴。
　　记者了解到，东西王村的“瓜二代”

有的还扮演着另一个角色，即西瓜种苗
企业的合作方，瓜农王守财就是典型。他
用自己的瓜棚给企业试种新品种，不但
收入更高，而且加快了东西王村西瓜品
种更新换代的步伐。相对于王双、王守财
等人，“85后”李小龙更突出，他抓住村里
建设大型西瓜园区的机遇，承包多个大
棚，专门做育苗生意，把西瓜种苗卖到全
国各地，提高了昌乐西瓜产业知名度。
　　“瓜二代”们愿意沿着父辈足迹前
行，在产业链上继续创业，离不开基层党
组织的大力扶持和引导。提到村里2018
年建设园区的事，王双至今记忆犹新：
“老棚没法用了，个人建新棚难度很大。
幸亏街道和村里统一做群众工作，帮着
给建棚或贷款，靠着高标准大棚，西瓜产
量和质量都大幅度提高了。”
  “有村党支部领着，这个园区与合作
社都有了主心骨，我们有事找到村里，他
们有求必应，在这里创业我觉得有奔
头。”提到未来的发展，瓜农李小龙满怀
信心。

昌乐“瓜二代”：产业链上站C位

王双（右）和王晓东在瓜棚里交流种植经验。

滨海区：“一地生多金”美了环境富了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