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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市政协委员于春林认为———

发放幼儿“教育券”是个好办法

CC0066

针对幼儿园孩子入园
难、入园贵的问题，市政协委
员于春林提出为幼儿段学龄
儿童发放“教育券”的提案。

什么是“教育券”？于春林

说，所谓“教育券”是政府把原
来直接投入公立学校的教育经
费按照生均单位成本折算以
后，以面额固定的有价证券(即
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家
庭或学生，学生凭教育券自由
选择政府所认可的学校(公立
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读，不再受
学区的限制，教育券可以冲抵
全部或部分学费，学校凭收到

的教育券到政府部门兑换教育
经费，用于支付办学经费。

有的县市区提出建公办
幼儿园的方案来解决入园
难、入园贵的问题，但于春林
认为，单纯采用建公办幼儿
园，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且
还存在着几个不公。

新建的公办幼儿园数量
有限，不能每个孩子都能享

受到，这是第一个不公。新建
的 公 办 幼 儿 园 必 定 分 层
次——— 县城驻地的公办幼儿
园投入高，乡镇驻地的公办
幼儿园投入少，偏远地区的
乡村，要么无公办幼儿园，要
么有也是投入极少，这是第
二个不公。高档公办幼儿园
配备优质教育资源，低档公
办幼儿园配备较差的教育资

源，这是第三个不公。
而发放幼儿“教育券”则

能避免上述三个不公。因为
无论哪处幼儿园(不管公办
民办 )统统以收取的“教育
券”作为惟一经济收入，这
样，不仅对每一个孩子是公
平的，对幼儿园也是公平的。

“这将促使所有幼儿园在
同一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

十分有利于培养优质幼儿教
育资源，淘汰劣质幼儿园。”于
春林说。

另外，从经济投入、从家
长与孩子的受益率来讲，建公
办幼儿园也不如发放“教育
券”。“我认为，发放教育券是有
效率最高的一种教育经济投
入方式。”于春林说。

本报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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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文强毕业于山东农
业大学果树专业，从1989
年工作至今，他在栖霞4个
乡镇干了 1 4年的果树工
作。

郝文强说，目前栖霞
苹果产业结构主要以红富
士为主，附加嘎啦、红将
军、乔纳金等品种。栖霞有
65万人口，70多万亩苹果，

一年的产量能达到15亿公
斤，分到全国每个人能分
一个多苹果。而在这70多
万亩的苹果产地里，树龄
达到25年的老果树能占到
40多万亩，树龄在10年到
15年的正当年的果树能占
20-30万亩。老树种生产能
力下降，面临着更新换代
的问题。

为此，栖霞在不同乡
镇分别建立了10个面积从
40亩到500多亩不等的现
代果树示范园，作为传统
苹果的发展新方向。在新
示范园里实行宽行密集种
植、支架绑缚、矮化中间砧
木等技术措施，使果树结
果期提前，提高光泽感，也
节省了人力成本。

市政协委员郝文强谈“密植园改造”

砍了30%的果树，收入却翻番
通讯员 王强 本报记者 刘清源

2011年栖霞在六个乡
镇实施了山东省现代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苹果产业项
目，对苹果密植园实行改
造。按照隔一伐一的技术指
标，伐掉了30%的果树。“刚
开始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
不舍得砍树，但他把已经成
功的经验在每个阶段都做

了详细的录像、数据记录，
伐树后的果树效益高、树势
好。”郝文强说，他把果农们
从地头拉到局里看理论，拉
到改造成功的园区看效果，
详细给他们算账、讲解。

郝文强说，传统的苹果
密植园一亩地可以套2万个
袋子，产出20%到30%的一级

果，各种等级果的价钱加起
来，一斤苹果的毛利平均在6
毛左右。而伐树后，可以套
1 . 5万个袋子，果树光照、水
源等条件变好，产果质量提
高，一级果能占到80%，平均
下来一斤果的毛利在1 . 1元
至1.2元之间，并且减少了劳
动量，经济效益翻了近一番。

◇ 有理论有真相，把果农从地头拉来看示范

和苹果打了这么多年
的交道，郝文强正在酝酿
在政协会议上提关于苹果
发展走可持续路线，苹果
质量安全的建议。他说，食
品安全问题是关乎民生的
大问题。

郝文强认为，任何一种
产品如果没有品牌，就很少

会有人知道，买的也就少
了，栖霞的苹果要发展也必
须要走品牌建设路线。经过
5年的争取与努力，2009年
“栖霞苹果”获得了由国家
工商总局颁发的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如今的栖霞苹果在每
个箱子甚至每个苹果上都

可以印有身份码和防伪
码，从网上就能查询是从
哪里生产的，栖霞苹果走
到全国各地都有了品牌效
应。“栖霞苹果”的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正在广泛
地应用在流通领域，与市
场相结合发挥着品牌效
应。

◇ 要发展就得重视安全，走品牌路线

说起烟台，人们总会
想起苹果。苹果，确实是烟
台的一张金名片。从最初
的民间口口相传，到2008

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到2011年11月29日，

“烟台苹果及图”最终被国
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

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历经
一百多年，烟台苹果走出
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1871年苹果由美国引
入烟台，因为特殊的沿海
地理位置和气候，再加上
一百多年的改良，尤其是
上世纪日本红富士苹果的

引入，苹果种植逐步形成
一项当地农村经济的主导
产业。

作为一名烟台人都知
道一个说法“烟台苹果看
栖霞”，在烟台两会召开之
际，9日本报记者来到栖霞
代表团，详细了解烟台苹

果里大品牌“栖霞苹果”。
精加工拉长产业链、建立
规范生产园区、生产高端
苹果、打造行业品牌、老树
种应用新技术。围绕着一
个苹果，栖霞人做足了文
章。

本报记者 刘清源

格记者延伸 ◇ 围绕苹果，栖霞人做足了文章

市人大代表姜延泉管
理的烟台泉源食品企业还
涉及苹果储藏、加工、销售
等产业链，产品主要出口
欧洲、加拿大、中东和东南
亚50多个国家。

“欧洲对苹果的门槛
越来越高。”面对出口国家
对苹果日益严格的要求标
准，姜延泉的企业做好了
充足准备，他拿出500亩地
搞物联网，通过对土地温、

湿度测量，进行有区别的
施肥、打药，从果农种植到
运输、车间、储存各个环节
全程监控，进入超市后打
上条形码，消费者能够甚
至能够查到苹果是从哪个
果园具体时间种植的，让
人买得放心。“今年我将把
苹果产业继续拉长，将栖
霞苹果做大做深，尤其是
在精加工上，企业将生产
苹果脆片和苹果粉等产

品。”
张朋义名下有4家公

司，2008年他还在栖霞建
立了“BSD”有机苹果示范
基地200亩。

“这个基地用来旅游
观光、休闲采摘，也是一处
精品苹果示范园、苹果生
产前沿科技示范园。为了
把这个基地建好，我想尽
了办法。”首先为了便于游
客参观游览，他对示范园

内部的机耕路进行了合理
布局，配套必要的电力设
施。同时，在示范园内建立
了500米的绿色葡萄观光
长廊，无污染、纯天然水质
的水塘两处，游人们既可
以亲手采摘、品尝到苹果、
葡萄等纯天然无公害优质
水果，还可以垂钓休闲。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
文化苹果和最有益健康苹
果。” 本报记者 李大鹏

格人大代表 ◇ 将栖霞苹果打造成“文化”苹果

郑雪莲此次提案主要
围绕“食品安全”展开，她
希望烟台老百姓都能吃上
跟出口外国一样安全的食
品，将出口食品检测标准
在国内推广。

她说，烟台市的食品
行业很多走在市场前列，
出口国外的比较多。“如果
能把出口食品的好的检测
办法推广到国内，那么食
品安全会得到很大保证。”

她提出，目前莱阳蔬
菜和栖霞苹果都在搞区域
化管理，从选种到种植、加
工再到最后的出口，各个
环节都很严格，这就保证
了食品安全。就国内来说，
老百姓到市场、超市、摊点

购买蔬菜，不 知道哪家的
好，因为蔬菜上没有标签
证明它的安全性，因此无
法做出选择。不像出口食
品经过长时间运作有了知
名度，让消费者能够放心，
还有这些食品在出口时经
过了重重筛选、检测。

“每个出口企业都有
负责人，他一定要重视安
全成产，重点抓给企业供
货的生产基地，保证产品
质量。如果经过检测，你的
产品质量一直很好，那么
对该企业产品的检测和抽
样可以减少，同时减少企
业支出的费用。反之则会
加大对该企业的检测次数
和企业费用。”

国国内内食食品品应应采采用用

出出口口食食品品检检测测标标准准

烟台市区有个最大
的遗憾，即西炮台环境
受到破坏，几十万人口
的 西 部 少 一 个 休 闲 场
所。建议整治环境，重建
历史公园，拆除东部危
房 ，创 造 完 美 西 炮 台 。
(137……306)

取消机关事业单位
和企业单位退休金双轨
制。(企业退休干部王善
成)

烟台不少小区的 6

层以上住宅都收取二次
供水费用，并且是物业
自己定价，业主只能认

账。去年省政府明文规
定自2012年1月开始，二
次供水费不得向业主收
取，由供水企业承担。可
还有一些小区不执行。
( 金 鑫 家 苑 业 主
137……897)

整理 本报记者 李大鹏

◇ 栖霞产出的苹果，全国每人能分一个多
“烟台苹果

看栖霞。”作为国
内最早发展苹果
特色经济种植的
地区，栖霞苹果
在新形势下如何
提 高 自 身 竞 争
力，打造最好的
苹果？9日，记者
专访了市政协委
员、栖霞市果业
发展局副局长郝
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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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议案提案

刘翠琴在此次政协会
议上提出了4个提案，分别
是“关于在幼儿园、小学阶
段增加《弟子规》等传统文
化教育，从小养成良好道
德行为的建议”、“关于在
全市餐饮服务单位推广油
水分离装置的建议”、“关
于对省道307局部路段进行
路面维修的建议”、“关于
加强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管
理的建议”。

她说，现在全国各地都
在开展《弟子规》的教育，像
国外也有孔子学院，这些都
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不
过，现在经济发展快了，反而
造成传统文化教育缺失，我
们应该将五千年的文明精髓
保留下来。”

“我女儿上大学也学
习《弟子规》，我就让她背
下来，看看能否和她自己
的行为对接起来。”

另外，她着重就驾校
谈了自己的看法。“驾证成
了人的第二个身份证，几
乎家家都有几个证。”她
说，学驾照的人多了，驾校
的生意也火了起来，但是
驾校管理上却存在很大问
题。

“有的驾校乱设点，在
乡镇就可以报名、练车。而
且学员往往扎到一块学
车，上车时间缩短，练车次
数减少，很多学员考不过，
无形增加了学员的经济负
担和心理压力。”

本报记者 李大鹏

郝文强。刘清源 摄

市政协委员 刘翠琴

市政协委员 郑雪莲

在幼儿园、小学阶段

增加传统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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