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5年3月2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孟见 编辑：高辉 李琳 责任校对：刘贤慧要闻·综合

节
水
优
先

空
间
均
衡

系
统
治
理

两
手
发
力

滕州讯 近年来，级索镇坚持“农
是根、文是魂、旅是花、富是果”的理
念，始终把产业振兴作为“硬支撑”，积
极激发产业融合发展新动能、培育文化
振兴新业态、打造农文旅链接新高地，
做到以“六新”叠加促乡村振兴“蝶变
换颜”，形成“产业兴旺、民富村强、多
元发展、特色凸显”的新格局。

“农文旅”融合新发展，“点线面”
打造新场景，让百花齐放产业强。按照

“文创兴产业、基地富农民、民宿活经
济、百业集群舞时尚”的思路，该镇积
极孵化和培育农文旅新业态，全力培植
和壮大财源经济。坝子崖村“斗拱”产
业越“长”越大，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鲁班锁”工艺制造规模日益膨胀，精品
走向国际市场;前杨岗“农业科技产业
园”种植的樱桃提前上市，果色飘香，
游客竞相采摘尝鲜;郝屯村孝善文化、北
赵农耕文化和级索村红色文化“三色”

异样、尽情观赏;水磨乡情四合院集
“文、旅、居、宿、餐、茶、习”于一
体，被游客称之为“世外桃源”，加上级
翔工业园的“高大上”项目应眼、七星
湖的诱人美色以及秀美荆河的诗情画
意，给人一种“看不够”“不想走”的感
觉。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如今的级
索，已经形成了“一河一湖两园色、多
点串线筑起面、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新格局，不仅“火”了乡村、“富”了百
姓，而且提高了“大而美、富而强”的
知名度。去年以来，镇工业园区新增过
亿元项目9个，千佛阁、龙庄等13个村
已成功创建了山东省齐鲁样板示范村，
村级“落户”中小型企业达到16家，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种养加”开启新模式，“雕刻绘”
探出新路径，让庭院经济富百姓。为让
群众过上“口袋”富鼓、安居“乐业”
的幸福生活，该镇不断创新“非遗+文

创”“非遗+课展”模式，引导群众开动
脑筋，深挖当地资源，广开致富门路，
走在家门口赚钱的新路子。西孔村田家

“葫芦绘”在种上求“形”变“异”，在
工艺上精雕细琢绘画，让“小葫芦”长
成了“大产业”，仅此一项，带动就业
168人，户均增收6000多元；后泉滕婆
婆辣椒酱“火红”大江南北，成了村庄
独有的特色品牌;孔楼村庭院蘑菇养殖为
乡村振兴安上“助推器”；刁庄村树皮画
工艺制作独辟蹊径，“点缀”出万般“风
景”，实现了“创造+创业”“创美+创
收”的完美结合。2024年，该镇成功举
办了“第二届乡村振兴文化艺术节”，展
现了新时代新发展、新农村新风貌的崭
新“图景”。据不完全统计，全镇庭院致
富项目共有680余个、11大门类。

“书画香”注入新活力，“村户民”
享受新生活，让乡村振兴底色美。为提
升群众生活品位，该镇按照专家“下

村”写书画、志愿者“下户”播文化、
党总支干部“下沉”倡文明的思路，在
全镇范围内集中开展“文明润心房、书
画送农家”活动，不断培育和壮大书画

“产业群”，达到“一户一院一风景、一
字一画一世界、一村一品一特色”的效
果，构筑了一道“家”文化、“村”文
化、“街”文化、“人”文化并融的“风
景线”。截至目前，全镇共开展书画活动
38 场次，为群众送字画、对联 2600 余
幅、6100多人受益，实现了“文化覆盖
渗透、文明新风扑面和群众开心点赞”
的目标。

据悉，级索镇将继续破译乡村振兴
“新密码”，下好“先手棋”，拉长“产业
链”，谱好“发展曲”，演好“连续剧”，
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镇域崛起、业
兴民富和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全
力绘就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画卷。

(通讯员 刘古忠 林鑫)

级索镇:

“六新”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市中讯 孟庄镇大郭庄村创新
实施“地名+”模式，实施“乡村著名”
行动，将地名工作与历史文化传承、特
色产业升级、智慧乡村建设深度融合，
探索出一条以地名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
径，取得了显著成效。

地名传承村史，文化赋能留住乡愁记
忆。建设村史馆。通过实物、影像、档案
等形式融入地名元素，系统展示村庄200
余年历史变迁、民俗文化及生产生活演
变，打造乡村精神家园。打造文化街品
牌。结合村庄特色，命名“状元街”并建设

地名文化长廊，融入村史故事、民俗知识、
地名政策等内容，营造浓厚文化氛围。如
今，该村年接待游客超 5000 人次，获评

“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地名赋能好品，产业融合激活乡村经

济。实现道路命名标准化。组织专家论
证、村民座谈，指导大郭庄村将 6 条无名
道路命名为“龙井巷”等，以茶叶品种命名
凸显村级茶产业特色，提升品牌辨识度。
推动地理标志品牌化。支持“大郭庄葡
萄”“大郭庄茶叶”地理标志的申报，推动
特色农产品市场化。2024 年，大郭庄村

葡萄销售收入 875 万元，茶叶销售收入
46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增收20%。

地名智慧服务，便民利民实现一键
直达。推动数字化地图建设。引入“互
联网+地名服务”技术，标注寄递站、农
家乐、采摘园等 50 余处兴趣点，并用

“乡村著名”小程序实现采集上图，实现
游客“一键导航”、物流精准配送。培育
直播助农新业态。协调资源搭建农产品

“直播间”，邀请镇人大代表、村党支部
书记担任主播，联合返乡青年开展直播
带货，累计观看超50万人次，显著提升

乡村知名度。
地名守护生态，文旅协同绘就绿色

画卷。强化地名标识作用。指导将村内
河流、茶园、葡萄园等生态资源纳入地
名管理体系，通过命名强化资源保护意
识。推动文旅协同发展。支持开发“茶
园观光”“葡萄采摘”“状元文化游”等
特色旅游线路，吸引游客体验乡村“诗
与远方”。目前，村周边两条河流纵贯南
北，水质达标率100%，鲢鱼、草鱼被国
家农业部评为无公害水产品。

（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朱燕峰）

小切口赋能乡村振兴大文章

3 月 22 日，2025 年山东省国际象
棋等级赛在台儿庄古城兰祺会堂激情
开赛。自全省16地市32支代表队的近
500名精英棋手报名参赛。图为精英组
棋手正在激烈角逐。

（记者 王龙飞 通讯员 张严
新 摄）

2025年山东省
国际象棋等级赛
在台儿庄古城开赛

春分时节，在山亭区冯卯镇西岩下村
连片桃园上空，一架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
线平稳飞行，旋翼高速旋转掀起的气流将
雾化药液均匀喷洒在桃树枝芽上。这是该
村党支部书记王越亚引入的果树专用无人
机正在作业，标志着当地传统桃园管理正
式迈入智能化时代。

“传统人工喷药需要背着 20 多斤的
药桶穿梭林间，不仅费时费力，还存在
喷洒不均、药物浪费等问题。”站在桃园

边指挥作业的王越亚向记者介绍。为解
决桃树管理“三费”难题，引进全区首
架果树专用无人机，每亩可节省农药与
人工成本20余元。

在桃园现场，种桃大户闫业香正和无
人机飞手一同对喷洒区域进行核对。她此
次喷施的 20 亩桃树只需无人机两个小时
就能完成全部作业。“以前人工打药要 6
天，光人工费就得 1000 多块，现在 600
元就能搞定。”闫业香指着树身均匀的药

液痕迹说：“无人机飞得低、喷得透，药
水自上而下喷洒，自下而上雾化，桃枝底
部也喷得均匀，这已经是我今年第三次预
约服务了。”

记者注意到，作业现场不时有周边村
民前来观摩。无人机飞手李刚边更换电池
边介绍：“刚开始很多农户担心效果，但试
用后都成了回头客。”他展示的飞行记录显
示，近期单日最高作业量突破550亩。

“除了我们村的桃园，我们也愿为周

边的乡亲们提供共享服务。”王越亚算了
一笔账：周边村庄农户也基本都以桃树种
植为主，对外服务我们同样按照 30 元一
亩地收取服务费用，以解决小农户使用智
能设备的资金压力。

两个小时后，完成这片桃林喷洒作业
的无人机缓缓降落在平台上。远处连绵的
桃林正拔节舒展新枝，这片承载着果农希
望的绿色田野，正借力科技翅膀飞向现代
农业的新天地。

科技助力果香飘
本报记者 任翔 通讯员 宋伟 公哲明

本报滕州讯 面对当前严峻的市场
形势，枣矿集团滨湖煤矿识变应变，在
精打细算、深挖内潜上持续发力，全面
推行 22 项节支降本措施，覆盖生产、创
新、经营、采购等生产经营各领域，以
真抓实干的实招硬招，塑强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优势。

在生产环节，通过对地质条件的深入
分析，持续优化生产布局，强化精益生
产，消除浪费和瓶颈，减少搬家搬面成

本，加强现场管理，推广准时制生产
（JIT），深入推进生产降本、技术降本。

在管理层面，大力推进内部管控体系
革新。整合部门职能，避免职责重叠，去
除冗余环节，推动信息传递更迅速、决策
执行更高效。开展岗位评估和人员能力分
析，合理设置岗位，优化人员配置，避免
人员冗余，确保人岗相适。完善绩效考核
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培养成本意识，优
化工资结构，充分激发全员工作积极性和

创造力。
持续强化成本精细化管理，严格控制

设备修理费用，着力提高设备使用率，做
到无闲置、少浪费；加大废旧物资再回
收、再利用力度，深化避峰填谷制度，大
力减少外委工程施工，严格控制非生产性
支出，把每一笔资金都花在刀刃上；强化
物资管理，建立定期盘库制度，及时处理
积压物资，避免资金的无效占用和物资的
过期浪费。

坚持降本、拓销两条腿走路，成立
工作专班，舞活销售“龙头”，在产销协
同、煤质管理、洗选提效上下足功夫。
加大市场分析力度，充分掌握市场“第
一手”动态，落实“先人一步、快人一
拍”的敏锐执行力和高效行动力，及时
把握用煤市场和客户需求，用滨湖人的

“智慧指数”“辛苦指数”换来客户的
“满意指数”。
（记者 刘振江 孔令合 通讯员 孙冬）

滨湖煤矿：22项降本“妙招”应对市场挑战

本报薛城讯 为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处置管理工作，近期，
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周密安排执法人员深入重要点位进行监
管排查，积极探索并着力搭建全方位、无死角的建筑垃圾长效管
理体系，重点打击私自倾倒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

为有效遏制私自倾倒建筑垃圾现象，执法人员采取“定点值
守＋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建筑工地周边、城乡接合
部等易发生偷倒行为的区域进行全天候、无死角巡查，充分利用
无人机巡查技术，对重点区域进行实时监控。对查实的私自倾倒
建筑垃圾行为，责令其限期清理违规倾倒的垃圾，恢复场地原
状，同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处罚。此外，还加强与公
安、交通等部门的协作联动，形成执法合力，进一步加大对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截至目前，共依法处罚5起私自倾倒建筑垃圾

（装修垃圾）违法行为。
在加强日常巡查的同时，执法人员深入建筑工地、社区，与

施工单位和居民面对面交流，普及建筑垃圾管理的相关法律法
规，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引导市民自觉遵守规定，共同维护城市
环境。同时，鼓励市民积极举报违法行为，形成全社会共同参
与、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李芳）

薛城：

为城市清“渣”护航

峄城讯 近期，峄城区峨山镇针对春季山林火灾隐患突出的
情况，采取多种措施筑牢防火“安全网”。

峨山镇有山林面积18000 亩，压实防火责任制，主要领导
带班巡逻，成立20余个工作组、40名应急队员，值班扑火队伍
装备到位，将森林防火列为重点工作，落实分片包干责任，做好
宣传教育、火源管控等，确保零火险。

投资2万元建设宽20米、长8000米的防火隔离带;利用寨
山瞭望塔24小时监控；多次举行防火演练，党政主要负责人现
场指挥，取得显著成效。

在进山路口安装电子语音卡口器3处，悬挂横幅150余条，
张贴标语600余张，通过公众号、微信群宣传防火知识与条例，
结合反面案例强化警示教育，提升群众防火意识。

配备消防车1辆、风力灭火机15台等装备，新配5台灭火机
等，划分六大防区，联防联控，下放装备，对重点人群盯防，加
大备勤力度，成立应急分队，24小时通讯畅通，确保火情能及
时处置。 (李利)

峨山筑牢春季
山林防火“安全网”

为做好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3月
18日，台儿庄区邳庄镇开展“垃圾分类伴我行”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镇城乡环卫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幼儿园、社区、村
庄、商店、企业等地，根据受众特点，通过设置宣传咨询点、发
放垃圾分类宣传单页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向群众宣传垃圾分类的
标志及重要意义，讲解如何区分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
圾、其他垃圾等垃圾分类知识，呼吁大家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
作之中。 （记者 孔令合 通讯员 王子语 摄）

垃圾分类伴我行

本报薛城讯 春分近，农事忙。薛城区、周营镇两级人大代
表近日走进周营镇辣椒小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和沙河涯青萝卜种植
示范园，开展“春耕备耕与产业振兴”专题调研，为特色农业提
质增效和乡村振兴注入“人大力量”。

在周营辣椒小镇现代农业示范园，连片的温室大棚内暖意融
融，成片的皱皮辣椒缀满枝头，农户们正忙碌采收；相邻的茄子
种植区，紫亮的果实与翠绿的叶片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生机勃
勃的春耕图景。在沙河涯青萝卜种植示范园内，新翻的泥土气息
扑面而来，滴灌设备正为嫩绿的萝卜苗精准补水。每到一处，代
表与种植户深入交流。人大代表与种植户围站垄间、俯身细问，
从春耕生产痛点聊到产业发展愿景，双方一问一答间，既有对眼
前难题的破解之策，更碰撞出“联村建链”“农旅融合”等长远
发展的火花，泥土气息里升腾起共谋振兴的热气。

（记者 王正 通讯员 吴强强）

代表一线解民情
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 3月24 日，全市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视频会议召
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守江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
长张庆伟主持。会前，与会人员收听收看了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视频会议。

会议强调，思想认识要再提升，切实认清当前森林草地防灭
火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清明节临近，我市森林草地防灭火
进入最关键、最危险、最紧要时期，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时刻
绷紧防灭火这根弦，坚决杜绝森林草地火情火灾发生。工作措施
要再强化，突出抓好森林草地防灭火各项重点工作。树牢“防是
前提、控是关键、救是保底”观念，做到“宁可十防九空、绝不
失防万一”，将各项预防、管控和扑救措施严格落到实处。各方
责任要再夯实，坚决守牢森林防灭火“责任田”。坚持“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原则和“三管三必须”要
求，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经营单位主体等各级责任，真正
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全力打赢森林草地防灭火集中攻坚战，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向市委、市政
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记者 李帅）

全市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