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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将因牡丹更美丽
曹州牡丹园成功升级为国家4A级景区，15万亩凤丹白打造野外花海
本报记者 张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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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2012年9月，曹州牡丹园作为菏
泽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和名片，成
功申请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曹州牡丹园景区于2010年开
始进行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
作。在菏泽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
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曹州牡
丹园自身积极努力下，历经2年多
的时间，投资2 . 5亿元，根据《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和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
定》的相关标准规定，进行大规模
的提升改造。

改造后的曹州牡丹园园内面积
达1600余亩，其中牡丹种植面积600余

亩，牡丹总量近百万株，品种达到
1000多个，全园建成12大景区、39

个景点。园内建有国内领先的全
自动控温、控湿的牡丹四季展览
温室，游客将可以随时观赏到盛
开的牡丹。

自2012年初，按照省旅游局对
曹州牡丹园创建4A级旅游景区工
作初查要求，又投资10余万元对景
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引导标识系
统、四星级旅游厕所等旅游服务设
施进行了提升和完善。目前，曹州
牡丹园景区品质和服务质量大幅
度提升，游客接待量剧增，游客满
意度不断提高。

曹州牡丹园荣升4A级景区 不只在园里能看到牡丹
2012年，菏泽提出将全力打造

“中国牡丹之都”，全面实施牡丹进
城工程。计划重点对人民路绿化带
及曹州牡丹园周边种植各色系牡
丹。

同时，在菏泽城区主要出入口、
各高速公路出入口重点地段、城区
各公园绿地等处大量栽植牡丹，并
以芍药、月季等花卉予以补充，确保
一年三季有花开，为建设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打造坚实基础。

2011年3月，牡丹籽油被列入山东
省油料产业振兴规划，菏泽被列为全
省三大新开发油料基地之一。

国家林业局将菏泽市列为全国

油用牡丹生产基地试点区。菏泽拟用
5年时间建设牡丹籽油料基地200万
亩，重点规划区域在400万亩丰产林
复种区、黄河故道区、黄河淤背区和
部分高位黄河滩区。

据了解，目前菏泽共种植油用牡
丹15万亩，全部采用凤丹白这一个品
种，凤丹白属白色系牡丹，呈单瓣粉
白色。花开时节，定能呈现出与三大
牡丹园截然不同的壮观景色。

曹州牡丹园、百花园、古今园每
年4月都是人满为患，色系齐全、品种
繁多是三大园牡丹的特色。但大面积
的种植单单一个品种，定能给游客带
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牡丹，是菏泽最
响亮的一张名片，每
年4月各地游客纷纷
聚集菏泽观赏牡丹。
曹州牡丹园的升级
改造和牡丹花在季
节和场地上的普遍
性，也成为了市民和
游客最为关心的问
题。2012年，曹州牡丹
园成功升级为国家
4A级景区，菏泽市也
正在努力实施牡丹
进城工程，菏泽将因
牡丹而更加美丽。

“四德工程”，让菏泽更美好
本报记者 梁斌

孝心，可以看得见
都说“孝心”藏在心里，外人轻

易看不出来，可在巨野龙堌镇中心
社区，孩子对老人的孝心可以放在

“阳光下”。在该社区人流量大的广
场上，一块块展板上公布着一年来
孩子对老人的孝心行动，有的给父
母买了戏曲播放器、健身器，有的
给父母买了新衣服，有的直接给父
母粮油米面……在这张榜每一栏
的最后，还把孩子对老人的心意折
算成钱数公布出来，让大家看一

看，比一比。
这正是该社区“让孝心看得

见”行动的一部分。2 0 1 2年2月，该
社区提出，以“孝”为核心，实施“孝
德工程”，突出“生活保障、精神慰
藉、敬业回报”的主题，推进家庭美
德建设。

为将孝亲敬老的要求化虚为
实，这项工程特别要求，每年分别给
对方父母生活费用原则上不少于一
个月的平均工资或收入，下有底线，
上不封顶。在这个“硬杠杠”下，在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子女，给父母的
年赡养标准应在2000元以上，在企业

工作的子女，给父母的年赡养费在
1100元至1800元之间，普通居民应给
父母720元至1100元，或者用300斤以
上粮食及20斤以上的油来代替。

善心，可以摸得着
冯翠莲是巨野县交通局的名

人。她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而是工
作人员的一个帮扶对象。可就是她，
竟见证了四任交通管理所所长的关
心，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受助一直
未断线。不仅是她，远在数千里之外
的贵州124名少数名族学生也在两年

多时间收到了巨野县交通局为其筹
捐的近5万元。

2012年1月，巨野县交通局为职
工父母免费发放健康查体单，1300余
位老人受益。对家人有爱之后，巨野
交通局就鼓励员工把对家人的爱推
及到更多人身上。巨野县交通局在
全县营运客车内，设立老弱孕残专
座；播放“四德”歌曲，设立老弱孕残
专用通道，并在候车室配备轮椅和
婴儿床，方便弱势群体出行。

如今，从家人到单位，再到整个
行业乃至社会的“四德工程”建设网
络正在巨野生根发芽。

上世纪80年代，杜艳玲夫妇看到
了中药材中蕴藏的商机，于是到东北
收购红参、白参等养生药材，再运到
老中药材市场上摆地摊销售，最初的
创业就在这个“马路集市”上做起来。

老中药材市场中每5天是一个大
集，南来北往的中药材收购商穿梭在
市场中选购药材，所有商户均靠个人
业务能力及人际关系来联系业务，但
是由于市场硬件设施、卫生条件差，
管理不够完善，老市场中假劣药泛
滥，业务量日渐萎缩，2010年，作为舜
王城中药材市场的改扩建项目，舜王
城中药新科技园拔地而起，整个园区

的经营业务在传统中药材贸易的基
础上，多产业发展中药材的示范化种
植、仓储、物流等，统一的公司化管
理、良好的硬件软件设施吸引众多老
市场的商户入驻，杜艳玲夫妇就是第
一批入驻商户之一。

在新中药材市场中，商户再也不
用为囤货犯难了，山东省舜王城中药
科技园有限公司经营部副总经理张
雷介绍，新市场中所有商铺店内统一
摆放样品，真正的交易场所就是仓
库。循着张雷指引，记者来到舜王城
中药材市场的中药材仓库和中药饮
片仓库，这两个现代化标准仓库均分

有阴凉库和常温库，药材要进库需要
提供合法手续和证件，管理人员会对
每批进仓库的药物进行抽检、仔细分
类，形成质量追溯系统。

“新市场在在硬件方面下了很大
的建设投入，另外，公司对新市场的
配套措施也积极进行了改善，新建了
高档酒店、专门的药材晾晒区、健身
体育场地、药品安全宣传专栏、超市
商店、物流发货、车站、银行ATM、通
讯网络公司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张
雷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在市场
内设置了药品监督机构，用于药材鉴
定和检验。

从老中药材批发
市场搬到舜王城中药
材市场的杜艳玲夫妇，
至今已和中药材打了
十几年的交道，新的舜
王城中药材市场建成
后，他们是第一批进驻
的商户，以杜艳玲的话
说，管理更规范、配套
设施更完善的新市场
让商户更省心。

从马路市场到专业化市场的转变
提升贸易环境完善配套功能，舜王城中药材市场打造绿色药都
文/片 本报记者 董梦婕

这家孩子给父母
买了戏曲播放器，那
家孩子给父母一年多
少钱，这些孝敬父母
的 心 意 都 要 张 榜 公
布。在巨野县龙堌镇
中心社区的展板上，
一张张“四德工程”标
语贴在营运客车上，
一声声“四德”歌曲回
荡在车厢里。在菏泽
巨野，“四德工程”建
设 像 润 物 无 声 的 细
雨，渗透到人们的思
维和行动中，悄无声
息地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

牡丹园资料图。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杜艳玲正为客户称量选
购的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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