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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公告
◆李峰不慎丢失山东华安集团

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一

张，收据编号：4025743 ，金额：

5000元整，开具时间：2017年2月

24日，声明作废。

◆潍坊振玺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786MA3T0XT54T，不慎丢

失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

备案证明正本和副本 ，编号：

(鲁)2J370700221200139 ，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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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肖雪

　　以前的洼里村无资源优势、无区位优
势、无特色产业，是远近闻名的“三无村”。
环绕村庄的坑洼土路、破旧的村委办公室
桌椅、集体账上的债务，无不诉说着村里
的经济状况。村干部更迭如走马灯，人心
不齐如散沙，村庄的炊烟里弥漫着看不到
希望的沉寂……
　　如今，走进洼里村，已是另一番天地：
“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等23项“国字号”荣誉熠熠生辉，
获省级嘉奖逾百项。从“三无村”到“亿元
村”，这翻天覆地的蜕变，都离不开村里的
掌舵人——— 坊子区坊安街道洼里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向东。
　　2011年，刘向东当选村支书时，村委会
办公室里只有两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

破喇叭，村集体负债累累，基础设施匮乏。
面对“班子带富能力弱、党员队伍管理松、
村庄发展基础薄”的困境，刘向东暗下决
心：“一定要让洼里村变个样！”
　　“要变样，先把党员攥成拳头！”刘向
东烧的“第一把火”是抓党建。每天雷打不
动的“两委”早会，把纠纷调解、民生服务
等工作全部分解到人；“三会一课”让党员
轮流当“主讲”，谁有好点子都能摆上台
面；8个网格划分下去，10名党员网格长成
了村民“家门口的服务员”。渐渐地，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村“两委”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也增强了。
　　人心齐了，就能往富路上奔。刘向东
带着村“两委”班子经过多次外出学习，最
终确定发展蔬菜大棚。但一提到要投资建
棚，村民们直摆手：“万一赔了咋办？”刘向
东和村“两委”成员毅然决定自己垫付地

租和建棚工程款，并承诺“赔了是村干部
的，赚了是大家伙儿的”。
　　18个大棚当年就见到了收益，村民们
看到了希望，纷纷加入合作社。这时，刘向
东又琢磨开了：普通蔬菜利润薄，还得搞
有机种植！他又带领村民转型发展有机农
业，注册“玉泉洼”商标，定下“四不一绝”
的规矩——— 不施化肥、不用激素、不搞转
基因、不打除草剂，绝对保证安全。如今，
洼里村有46种产品获得了有机认证，年产
有机产品1.77万吨。
　　从卖菜到“卖场景”，刘向东的思路
越来越活，带领村民办起面粉厂、生物
科技公司等，不再做一般的加工产品，
而是转向提取蚯蚓蛋白、制作代餐粉、
生产酵素等3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村里
又建起中小学生实践基地、采摘园、民
宿，城里的游客周末排着队来体验农耕

的乐趣，仅2023年就有8.7万名游客走进
村庄。
　　在刘向东带领下，洼里村成立合作
社联合社，形成“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
＋ 园区”的双“+”模式。村民通过土地入
股、资金入股和打工等方式参与，能获得
工资、绩效分成等五部分收益。目前，合
作社已带动363人就业，每年人均增收3.7
万元，同时带动174户困难户增收。
　　“一花独放不是春。”刘向东又牵头
成立融合发展党委，带着周边22个村搞
起了“飞地经济”。上海的有机种植基地、
吉 林 的 数 字 化 农 场、杭 州 的 研 学 营
地……23个合作项目让“洼里模式”走向
全国。
  刘向东这名基层党组织“领头雁”正
带领着洼里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
前行。

从“三无穷村”到“亿元强村”
——— 记坊子区坊安街道洼里村党支部书记刘向东

□本报记者 于菲 文/图

　　欢乐海沙滩、世界最大无轴式摩天轮、
龙威赶海度假区……如今的滨海，文旅名
片持续扩容升级，这些标志性景点如珍珠
般被精心串联，形成一条绵延璀璨的海洋
文旅产业带，涌动着蓬勃的发展生机。
　　近年来，滨海区深耕本土文旅沃土，
以海洋文化为根脉，以风筝文化、渔盐文
化为枝叶，多维度激活旅游资源，成功培
育出观光度假、温泉养生、休闲体育、高端
游艇等一系列极具海滨辨识度的特色旅
游业态，推动优质旅游资源加速转化为发
展优势，让“海滨城市”的品牌愈发亮丽。

    亲亲海海乐乐水水  尽享浪漫海滨风情

　　60公里的黄金海岸线蜿蜒舒展，560平
方公里的辽阔海域碧波荡漾，滨海区坐拥
的亲海优势，是大自然馈赠的顶级文旅
资产。
　　在欢乐海沙滩景区，游客们或躺卧遮
阳伞下静听海风，或纵身跃入水中与浪花
嬉戏。
　　除了享受阳光、沙滩和海浪，景区还为
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水上娱乐项目，每
处细节都彰显着对游客体验的极致追求。
“今年景区新增水陆两栖车，让游客在陆地
与海洋的切换中感受新奇。同时，扩大了浴
场游玩面积，实行精细化管理，游泳区的畅
快与非游泳区的悠闲可以让游客各取所
需。”欢乐海沙滩景区经理马超告诉记者。
　　对于喜爱亲近大海的游客来说，龙威
赶海度假区也是不容错过的去处；退潮后
的滩涂如天然“宝藏盒”，赶海拾贝的乐趣
让大人孩子都能投入其中；若偏爱宁静，
垂钓区是绝佳选择，游客可在这里体验渔
获的喜悦；而摩托艇的呼啸、海上自行车
的惬意，为喜爱海上运动的游客奉上一场
动感十足的盛宴。

  文文化化赋赋能能  传承与创新共融

　　滨海区文化底蕴深厚，渔盐文化、海洋
文化与民俗文化在此交织碰撞，绽放独特

魅力。近年来，滨海区深挖文化富矿，将文
化基因注入旅游肌理，让文化体验从“旁
观”变为“参与”，从“记忆”化为“共鸣”。
　　海潮音文化产业园是集文化、艺术与
创意于一体的研学胜地。游客漫步其间，
可在中国文字演化展馆感受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亦可走进创意工作室，亲手体
验手工艺品制作，收获一段别具韵味的文
化之旅。
　　弘润水世界不断创新服务，提升游
客体验，其独具民族特色的吊脚楼墙绘、
绚丽多彩的苗族图腾装饰、精心布置的
银饰与苗绣打卡场景，将深厚的民族文
化底蕴与动感水上娱乐完美融合，游客
在尖叫与欢笑中，感受到多元文化交融
的魅力。
　　滨海区今年举办的“渤海之眼”摩天
轮首届非遗季也备受瞩目，活动汇聚全市
26项国家、省、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涵盖
风筝、剪纸、葫芦烙画等多个门类。游客可

观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创作，亲身体
验传统技艺，还能选购精美的手工艺品，
将这份独特的文化记忆珍藏于心。

  全全域域联联动动 构建文旅融合生态圈

　　滨海区秉持“全域旅游”理念，整合域
内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文、旅、体、商、演”
等全域要素，联动各景区景点形成合力，构
建起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生
态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海洋文旅产业
体系，为游客带来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
　　如今的滨海，已成为众多赛事活动的
举办地。潍坊国际风筝会、世界风筝帆板
锦标赛、国际马术文化节、欢乐海沙滩文
化节等大型节会活动接连上演，不仅让游
客的行程表精彩纷呈，更让滨海区的知名
度与影响力不断提升。
　　以赛事活动为契机，滨海区同步推进
“软硬兼施”提升工程。“目前，‘渤海之眼’

摩天轮西侧的摩天星空里街景集市正加
紧建设，即将投入运营。项目规划有集装
箱商铺、演艺广场、篮球场等，将打造集特
色街景、文创、小吃、购物于一体的主题街
区，与摩天轮夜场的璀璨灯光相映成趣，
成为夜经济的新地标。”滨海区白浪河文
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玉洁说。
　　此外，摩登星空亲子营地的推出，为亲
子游注入更多乐趣。特色彩绘蒙古包客房
带来别样入住感受，孩子们可在营地尽情
嬉戏，参与萌宠互动、大锅灶亲子烹饪等趣
味活动，更有主题迷宫、真人CS、彩虹滑道、
棋牌台球等休闲设施，让游客在增进亲子
情感的同时，尽享休闲度假的惬意。
　　夏日的滨海，阳光与海风交织，传统
与现代共舞。无论是追寻海浪的足迹，还
是探秘地方特色文化，亦或是享受全家游
的惬意，这片土地总能以不断焕新的文旅
体验，让每一位到来的游客邂逅属于自己
的“诗与远方”。

升级文旅服务，解锁全新体验，滨海区———

擦亮“海滨城市”品牌

滨海区欢乐海沙滩景区游人如织。

　　本报讯 （记者 薛静）7月10
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市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议召
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学
习教育工作专班主任包希安出席并
讲话。
　　会议充分肯定各市委督导组工
作取得的成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按照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进一步
压实责任、强化督导，确保学习教育
取得更扎实、更明显的成效。要持续
督促深化学习研讨，一体推进学查
改，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担当作

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要持续督
促抓实整改整治，坚持“当下改”与
“长久立”相结合，健全作风建设常态
化长效化机制。要持续督促搞好开门
教育，多渠道听取群众意见，扎实推
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感受到
新气象新变化。要持续督促拧紧责任
链条，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沟通协调，
扎实开展“回头看”，以责任落实推动
工作落地。要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
设，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过硬
作风、严实标准保证督导工作扎实高
效开展。
　　会上，各市委督导组组长作交流
发言。

深 入 贯 彻 中 央 八 项

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市委

督导组工作座谈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唐子雯）7月10
日，全市文化社区建设工作推进会在
奎文区樱南社区召开，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总结交流经验，
研究推进措施。
　　会议指出，推动文化社区建设高
质量发展，对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要聚焦资源整合、阵地建设、师资
课程、机制创新等关键环节，推动优

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打造集教育、
培训、展示、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文化
平台。要强化数字赋能，探索多元共
建运营模式，激发社区文化内生动
力，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
文化服务。
　　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奎文
区樱南社区“樱和”文化书院建设现
场。会上，奎文区、奎文区樱南社区、
昌乐县西湖社区作交流发言。

全市文化社区建设

工 作 推 进 会 召 开

　　本报讯 （记者 刘晓杰）今年
以来，潍城区坚持将村级后备力量培
育作为壮大村级带头人队伍的“源头
活水”，全方位提升村级后备力量综
合素质，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
织和人才保障。
　　该区不断拓宽人才选拔渠道，
坚持“内挖”与“外引”相结合，从退
役军人、返乡大学生、农村致富能
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等人群中挖
掘优秀人才，不断拓宽村党组织书

记后备力量来源渠道。通过建立帮
带机制，为村级后备力量配备能力
强、经验足的村“两委”干部，开展结
对帮带。安排后备干部参与村级事
务管理、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重要
工作，合理压担子、给任务。坚持动
态管理，建立定期分析研判和“能进
能出”动态调整机制，对不适应岗位
要求的及时调整，对表现突出的优先
使用，促进后备干部管理规范化、制
度化、科学化。

潍城区大力培育

村 级 后 备 力 量

古风新韵看青州
（上接1版）
　　古城街巷成了活态文化的展演舞台：
夥巷街小戏台上，非遗绝技轮番上演，喷
火、变脸等表演令人惊叹；艺术剧院广场
前，《捉放曹》《穆柯寨》等经典京剧好戏连
台，生旦净末丑的精彩演绎让观众一饱眼
福；冯家巷非遗美食嘉年华里，隆盛糕点
制作、青州府花边编织等技艺展演与特色
小吃相得益彰；偶园的古琴雅集、井塘古
村的民俗表演，共同编织成沉浸式的宋韵
生活图景。
　　穿梭于古街古巷间，游客既可以感受
花毽、挫琴、抖空竹等青州本地非遗的魅
力，也可以流连老字号商铺，品尝一道道
选料考究、风味独特的青州美食。
　　神形兼备、守住本真，青州古城之韵
生生不息。

  新业态赋能，千年古城“正青春”

　　“面山负海古诸侯，信美东方第一
州。”苏辙笔下的古城青州，荟萃齐鲁灵
秀，交融古今风情，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
如今游客看到的，已然是一个时尚范儿、
活力感十足的现代都市。
　　激活历史基因、重塑文旅新貌，科技
正饱蘸文化浓墨，落笔激活古城生态，让
厚重的历史“潮起来”，让静态的文化“动
起来”。走进因“地处小县城、馆藏大文物”
而火爆社交平台的青州博物馆，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楼大厅中央布局的元宇宙沉浸
式体验中心———“海岱华章”。

　　在这里，游客戴上VR眼镜，可穿过崎
岖蜿蜒的回廊，探索整座香山汉墓，沉浸
式了解青州香山汉墓出土的文物及相关
知识。“科技+历史文化”，让游客穿越时空
体验“海岱惟青州”的千年风华。
　　守正创新，在传承中把创新“置顶”，
更多新元素在这里激起千层浪。在潍坊市
2025年夏季“海洋大集”——— 青州古城消夏
季活动现场，古色古香的街巷间，一个个
摊位依次铺开，传统手工艺品、时尚文创
商品和书画艺术品等琳琅满目，青州的非
遗瑰宝与地方风物巧妙串联。一方市集浓
缩着最鲜活的城市温度，尽显这座城市的
独特韵味与时代新貌。
　　音乐会、汉服秀等充满青春元素的活
动，正成为引流“新工具”，让这座城市涌
动无限活力。在青州古城汉服馆，高贵端
庄、淡雅自然、婀娜妩媚等多种风格的传
统服饰琳琅满目。这些传统服饰背后，是
店主王应新用一针一线精心勾勒的潍坊
文化图谱。“我特别注重将潍坊地方文化
元素融入到传统服饰设计中，将赵秉忠状
元卷、潍坊风筝等标志性图案巧妙地应用
到中国传统服饰上，非常受年轻人欢迎。”
王应新告诉记者。
　　汉服与赛博朋克齐飞，音乐节和美食
市集共嗨，青州新业态潮涌。这座千年古
城正延伸旅游业态，以文化为引，串联起
山水游、文化游、古城游、康养游、乡村游、
花卉游、自驾游、冰雪游等各种要素，制定
“青州全域旅游1号线”等文化主题游线
路，培育“夜游古城”等夜间文旅消费集聚

区，打造红色研学基地，带动发展精品文
化民宿，逐步满足市民、游客新需求，引导
新消费，稳步实现要素重组、功能叠加、产
品迭代和业态创新。
　　新旧交织构成了青州别样的底蕴。

  “产景城”融合，紧密嵌合城市功能圈

　　古风新韵交融，还在于市民日常生活
与自然人文景观的无缝相连。在青州，景
区与市民生活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范
公亭夏日里盛开的荷花、青州版“莫奈花
园”……在居民区一转弯，美丽的风景就
呈现在眼前。
　　这座小城坚持“产业城市化融入、城
市景区化经营、景区产业化提升”的“产景
城”融合思路，培育了30余条“文旅+”融合
示范带，赋能文旅产业不断升级。
　　“产景城”融合不是简单叠加，而是让
产业长在风景里、让城市活在景区中，这
是青州独特的发展逻辑。
　　让产业长在风景里。青州深挖工业旅
游资源，探索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体验，全
面打造工业旅游高地。茂盛翠绿的草地、
蜿蜒幽静的小路、错落有致的步道，在云
门酒业城市文化公园，只见山水揽翠、城
景相映。
　　“广大游客来到云门酒文化旅游区，
不仅能目睹规模宏大的酿酒场景，更能亲
身感受传承千年的酿酒技艺，领略流传千
古的诗词歌赋，在近距离了解酱酒诞生的
同时，感悟青州千年酒文化的独特魅力。”

山东青州云门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全斌说。
　　该市将发展工业旅游摆在全市工作
突出位置，以云门酒业、坦博尔服饰、隆盛
食品等企业为重点，全面打造工业旅游高
地，硬核工业与“诗和远方”碰撞出独特的
青州魅力。
　　让城市活在景区中。青州市以“300米
见绿，500米见园”为目标，因地制宜打造
口袋公园，将城市“边角料”变成兼具景观
赏玩、游憩服务、文化展示等功能的公共
生态空间。目前，青州市城区已建成口袋
公园86处，总计28.17万平方米。
　　看住山、管好河、留住水、多栽树，小
而美的口袋公园点缀全城，400多公里旅
游绿道通连景区，三季有花、四季常青。
“产景城”融合，让这座千年之城变得更加
现代、宜居。
　　“想要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必须
综合利用整体资源，布局全域，打造精品
游、长线游，让游客来了‘不想走’。”青州
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青
州深化“旅游+”产业融合，加快由单一业
态向综合功能转变，积极引导工业、农业、
交通等各领域主动融合旅游元素，露营、
民宿等新业态不断涌现。
　　独特的个性、品位和文化内涵，体现
着一座城市卓尔不群的风格与魅力。青州
在留住城市记忆、保护好老建筑的同时，
持续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让这座千年古
城永葆鲜明的特色、鲜活的灵魂和蓬勃的
生机。

（上接1版）
　　为推动玉米深加工产业链的发
展，诸城市建设了总规划面积约1.4
万亩的生物医药产业园，打造以玉米
淀粉深加工产业为基础，以生物医药
产业为主导，以生产生物制品、保健
品和现代中药为重点的高新技术园
区，全力构建产业链条较为完备、骨
干企业支撑强劲、中小企业协作配套
的良好产业生态。

　　　　向向新新向向高高，，激激活活新新质质生生产产

力力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因因子子””

　　走进山东中航泰达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高性能复合材料
结构件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熟练
地对地铁座椅等轨道交通内装件进
行铺贴、固化成型及检验检测，现场
一片繁忙景象。
　　这家公司专注复合材料制造领
域高端装备、预浸料及制品的研发、
生产和应用，目前与中车四方公司合
作研发轨道交通用复合材料轻量化
部件，拥有省级创新研发平台并拥有
多项核心技术。前不久，公司通过产
学研合作和分阶段研发的8.5米级超
大型热压罐，不仅突破国外的技术壁
垒，还填补国内高端装备领域的国产
化空白，为国内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

展提供关键的装备支撑。
　　诸城市以企业为主导，充分发
挥科技创新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中
的作用，大幅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研发活动覆盖面。2024年，全社会
研发经费达25.95亿元，研发投入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3%。截至
2024年底，该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01家，省科技领军企业3家。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
最大的胎圈钢丝生产企业，产品占
全球市场份额的20%、全国市场份
额的40%以上，回火胎圈钢丝市场
占有率全球第一；诸城市义和车桥
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商用车前桥
生产企业；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全球汽车橡胶软管产品标准
制定单位，橡胶减震制品市场占有
率全国第一；潍坊青特车桥有限公
司的汽车后桥产量保持全国前3名；
山东舜晟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
成为省内最大的汽车冲压件生产企
业……
　　“谁发展就支持谁，谁大发展就
大支持谁，谁支持发展就支持谁”。这
句话凝结着诸城市向新而进、向高而
攀的信心与决心，更浓缩着其核心竞
争力和潜在发展能力提升的实践路
径，诸城，正沿着这个鲜明导向，全方
位发力、全领域成长。

　　本报讯 （记者 何赛 通讯员
 王金红）近年来，经济区紧扣“选”
“育”“用”三个环节，厚植乡土人才成
长沃土，助力人才在推进乡村振兴中
绽放光彩。
　　精准发力“选”才。秉持“一线出
人才”理念，深挖巧用懂技术的“土
专家”、善经营的“新农人”，为乡村
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创新模式“育”

才。将培训内容与群众需求紧密结
合，采用“课堂+田间”教学方式，着
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
型职业农民，全面提高乡土人才就
业与创新能力。优化机制“用”才。充
分发挥“能人效应”，以“能人”带
“众人”，实现共同致富，让乡土人才
成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引
擎”。

经济区紧扣“三个环节”

助 力 乡 土 人 才 成 长

　　本报讯 （记者 吴晓强）近日，
省工信厅公布了2025年度数字经济
“晨星工厂”建设试点名单，昌乐县的
德润绿建(山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昌乐盛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鲁兹智
能制造科技(山东)有限公司、潍坊四
季丰食品有限公司等20家企业成功
入选。目前，该县省级数字经济“晨星
工厂”累计达60家。
　　据悉，“晨星工厂”在技术引
领、模式创新、集成协同、绿色低碳
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是创新能力

突出、典型示范性强、应用成效明
显、经济效益显著的数字驱动型数
字经济企业。通过建设“晨星 工
厂”，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技术改
造，将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管理、
运营各环节深度融合，可为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作为首
批山东省数字经济“晨星工厂”试
点县（市、区），昌乐县将以点带面
促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提升县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整
体水平。

昌 乐 再 添 2 0 家

省级“晨星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