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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打造品牌、产业融合

无无棣棣乡乡村村旅旅游游激激活活县县域域经经济济

本报9月4日讯 (通讯员 曾现
树 史贝贝 记者 王晓霜 ) 投
资3000万元的秦口河芦荡生态旅游
区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投资900万
元的千年古桑逍遥游乐园项目二期
工程已竣工……为拉动三产服务

业，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质量，无棣县
加快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步伐。仅
2012年，无棣县共接待游客60万人
次，乡村游收入达4 . 5亿元，无棣旅
游真正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无棣县坚持注重原生
态保护，加快编制《无棣县乡村旅游
业发展总体规划》，与全县旅游总体
规划、城乡发展规划，农林牧副渔等
产业规划、以及省级旅游特色乡镇、
特色村做好完善衔接，做为省级旅
游特色村的埕口镇汪子岛村、海丰

大齐村更是结合沿海渔家乐、黄金
杏采摘等特色，打造旅游服务综合
体，形成全县系统的乡村旅游规划
体系。

发展乡村旅游经济重要的是如
何打造品牌。无棣县为满足周边大
众客源和入境客源消费需求，打造
了环渤海乡村旅游目的地。到2015
年，全县新建2-3个旅游强乡镇，每
个乡镇至少创建3个旅游特色村，一
般乡镇至少创建2个旅游特色村，每
个乡镇要新增10-50个乡村旅游品

牌。另外，充分利用无棣县沿海特
色，依托汪子、水沟两个海边渔家
村，重点打造鲁北风情渔家乐乡村
旅游，开发海上观日出、赏海天一
线，听海、观潮、吃地道渔家饭，以及
拾贝壳、挖海蟹、钓油光鱼等赶海休
闲产品；开发海滨慢步、海上垂钓、
海滨沙滩娱乐等蓝色休闲产品；推
出黄河口生态游、黄河沿岸逍遥游、
黄河文化体验游、黄河寻根游等黄
河休闲产品。以品牌吸引顾客，凝聚
人气。

发展旅游经济还要注意与文化
相结合，做到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无
棣县利用农业等资源与农村环境整
治、村级公路网络化工程等结合，打
造一批以“好客”文化为主题的系列
旅游产品。依托千年古桑园、贝壳
堤、冬枣园、久保桃、黄金杏等为载
体，打造“桑园人家”、“贝壳人家”、

“枣乡人家”、“杏园人家”，使乡村旅
游在全县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更加突
出，作用更加明显，成为农民增收，
群众受益的主渠道和新引擎。

无棣经济创新写真

劝劝家家长长放放手手，，让让学学生生独独立立报报名名
滨州职业学院给新生上第一堂教育课别有意味

滨北地税局：

税法宣传进校园

本报9月4日讯 (记者 王领
娣 通讯员 冯志强) “俺儿子
以前爱打牌，常常输钱，小两口经
常吵架，自打居委会有了文化大
院，儿子和儿媳妇迷上了文体活
动，日子越过越好，我们当老人的
从心里乐啊……”滨城区滨北街
道办事处都富李居委会的王女士
谈起居委会的文化大院就满脸笑
容。

近年来，滨北街道办事处在
文化大院设置了图书阅览室、活
动室、文体活动广场，建起了集政
策宣传、文化娱乐、科技推广等为
一体的高标准综合性人口文化大
院。建成后，原来村里打架、赌博、
偷盗的现象不再发生了，村民的
文化生活丰富起来，一有空闲，村
民就聚在这里读书看报、吹拉弹
唱，“文化大院就像一块大磁铁，
把全村的人都‘吸’来了。哪天不
过来活动活动，我心里就空落落
的。”65岁的孙女士一边跳着舞，
一边喜滋滋地对记者说。除此之
外，许多村居文化大院还成立了
秧歌队、腰鼓队等文艺宣传队。这
些“草根”宣传队由村民自发组
成，自编自导自演身边人和事，将
国家政策、科技致富等信息融入
其中，孙女士说：“台上演得过瘾，
台下看得上瘾。”

目前，全街道已有42个村居建
成了文化大院和健身广场，每个文
化大院配备各类图书3000余册，街
道文艺宣传队队员已达600余人。
辖区内现已涌现出姚家庄户剧团，
南街京剧协会，赵集村秧歌队等文
艺团体。如今，这些草根文化、民间
文艺，已经实现了从“送文化”到

“种文化”的转变，带动和活跃了乡
村文化的繁荣发展。

本报9月4日讯(记者 谭正
正 通讯员 高艳英 ) 9月5
日、6日是滨州职业学院大一新
生报到的日子，不过4日当天就
很多同学提前来校报到。记者
在报名现场看到，与往年不同
的是，今年学生报名不再有家
长全程陪同，学校专门设立家
长休息区供家长乘凉、等待，新
生在老生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报
名的全过程。相关负责人高老
师表示，这是学校给新生上的
第一堂课，“要教他们学会独
立。”

4日下午，记者在滨州职业

学院报名处外面看见，一排长
长的太阳蓬搭建起来的家长休
息区内坐满了家长，饮水桶处
不停地有家长前来接水。一位
来自临沂的学生父亲告诉记
者，自己的孩子王浩正在报名，
学的是市场管理，他被告知新
生需要独立报名后来到休息区
等待。对于此事，他认为学校这
么做很有道理，“只是孩子的行
李有点多，我担心没有别人引
导，带着被褥他不方便报名。”
一位来自青岛陪女儿报名的王
先生告诉记者，学校做得对，但
是女儿第一次来外地上学，以

后见面的时间就少了，想多陪
陪孩子，表达一下对女儿的感
情。

护理学院的新生刘丽娜
说：“早就听说大学里会有师
哥、师姐接新生，但是不让家长
陪同报名还是第一次听说，不
过自己一个人也能行，再说我
爸总要回家，不可能一直都陪
着我，我支持学校的做法。”采
访过程中，大部分学生都比较
认可和配合学校的规定。

高老师认为，学校之所以
这么做，只是教育新生在跨入
校门的那一刻就该明白一个道

理：“在外地上学，远离了父母，
什么事情开始需要一个人去
做，独立应该也必须是大学最
先上的第一课。”航海学院的一
位老师表示，很多学生没有出
过远门，什么事情父母也都代
做了，从小娇生惯养惯了。为
此，学校有老生组成的志愿者
队伍会为他们独立报名做向
导。另外，高老师认为，劝家长
放手，提倡孩子独立报名，其意
义远远大于形式，这样只是给
孩子们一个信号：“大学生是成
人了，独立是一个最基本的素
质。”

滨州开展城市园林绿化“市民满意度”模拟调查

市市民民满满意意率率9922 .. 7755分分
本报9月4日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聂宝祥 窦玉芹) 滨
州市国家园林城市验收在即，为
进一步摸清市民对城市园林绿化
工作的客观真实评价，近日，滨州
市对市区居民开展了一次“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市民满意度”电话
模拟调查。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市
民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达
92 . 75分，高于考察标准80%。

城市园林绿化市民满意度调
查，是国家园林城市考察验收的
必查项目。根据城市园林绿化Ⅱ
级评价标准，有8大类考核项目，
其中综合管理类第9项的规定公
众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
80%才算合格。本次调查，采用拨
打电话随机抽样调查法，调查内
容主要包括公众对城市绿地数

量、绿地质量、绿地使用和环境质
量等7个方面的满意程度。被调查
的人数，按照千分之一抽样原则，
随机调查成功样本700份，被访者
均为居住1年以上，年龄在18-65
岁之间的城市居民。从调查分项
结果看，市民对滨州市绿地面积
河数量满意率为91 . 70%，名列第
一；对本市绿地的景观效果满意
率未90 . 14%，名列第二；对本市
公 园 到 达 的 方 便 性 满 意 率 未
84 . 71%；对本市公园的管理满意
率为81 . 86%；对本市公园的服务
设施的满意率未80 . 14%；对本市
的水体质量满意率为75 . 86%；对
本市的空气质量的而满意率未
72 . 00%，城市园林绿化满意率调
查综合得分92 . 75分，总体评价满
意。

全全市市涉涉水水产产品品
卫卫生生检检查查开开始始

本报9月4日讯(记者 张牟幸
子 通讯员 王丹 许洪青) 为
加强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销
售市场监管，近日，市卫生局卫生
监督局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涉
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销售市场
专项监督检查。

这次专项检查将持续到10月
份，检查的重点为输配水设备、防
护材料、水处理材料、化学处理剂、
水质处理器等各类涉水产品。水质
处理器、水处理材料、饮水机等产
品以辖区商场、专营批发零售点等
经营场所为检查重点，重点检查销
售产品是否取得卫生许可批件，核
查产品使用原材料与产品铭牌(标
签)、说明书、卫生许可批件所列内

容是否一致，产品是否具有夸大宣
传水处理效果功能等。对监督检查
中发现的违法产品及生产企业，市
卫生监督局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对
发现的未取得卫生许可批件的产
品，将依法对生产和经营单位给予
行政处罚。

涉及生活饮用水安全的产品
包括饮水机、电热水壶(瓶)、净水
器、纯水机、软水机和除垢剂，以
及小区直饮水设备。卫生执法人
员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涉水
产品时应向厂家或销售部门索要
卫生许可批件的复印件，购买符
合卫生要求的涉水产品，并按照
说明书中描述的净水原理选择适
合的产品。

黄黄河河八八路路安安护护栏栏

实实现现非非、、机机分分离离

9月4日下午，施工人员在黄河八路中海公园南门
处安装护栏。此次黄河八路护栏安装东起渤海九路，
西至渤海十八路，全长4000余米。其中道路两侧安装
机动车、非机动车安全隔离护栏共8000余米，道路中
央安装安全隔离护栏4000余米，预计全部工程安装需
要5天时间。

本报记者 张卫建 摄影报道

9月4日上午，滨城区滨北地
税局的税务人员走进该办事处北
城实验小学开展“税法进校园”宣
传活动。税务人员通过现场互动、
案例分析等形式向学生深入浅出
地讲解税法的相关知识，为该校
六年级300多名学生上了一堂别
开生面的税收知识普及课。

开展此次活动，不仅有助于
小学生掌握更多的社会常识和法
纪理念，而且开辟了新的税宣渠
道，扩大了税法宣传覆盖面，使更
多的人关心税收、支持税收，从而
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本报通讯员 王艳辉 赵海
珍 张联中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摄影报道

滨北文化大院
点亮农民幸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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