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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邹城

重点

本报邹城3月27日讯(通讯员
许平 程艳) 近日，邹城市林

业局被国家林业局和中国农林
水利工会联合授予2012—2013年
度“中国林业产业突出贡献奖”，
成为全省获此殊荣的8家单位之
一。该奖项是为表彰在我国林业
产业战线上为农民致富和生态
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而设立，是对林业产业发展的
最高褒奖。

近年来，邹城市林业局推广“公
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利益联
结机制，走上了一条贸工林一体化、
产加销一条龙、产学研相结合的特
色林业产业发展之路，全市林业产
业总产值达到21亿元。先后建成以
核桃、大枣、大樱桃为主的经济林
33 . 5万亩，年产干鲜果品15万吨；规
模育苗基地达32个、1.8万亩，年出圃
各类良种壮苗3000余万株。

通过招引、扶持、改造、联合等
形式，培育了万都木业、森奈木塑、
得阳枣业等一批林业龙头企业，全
市涉林企业达到200余家、专业合作
组织80个，年加工板材115万立方米、
果品6万吨，年销售林木工艺品2亿
元。争取获批并全力建设峄山国家
森林公园、太平国家湿地公园等森
林公园7个、湿地公园4个，并以此为
依托，以“邹东深呼吸”为主题，发展
森林人家、观光采摘、休闲度假旅
游，森林生态旅游人数和产值年增
长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年接待游
客100余万人次，2013年森林旅游综
合收入达到2亿元，初步走出了一条
以林养林、以林富农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

邹城林业局获获

国内林业最高奖

本报邹城3月27日讯(通讯员
张云雷) “何所长，我这边需

要30多名缝纫工人，麻烦你再帮
我招一批过来。”日前，田黄镇人
社所所长何俊玲接到天津服装
加工厂负责人张士清的电话。此
前，张士清招走近100人到天津搞
服装加工，其中大多数是经过该
镇人社所牵线搭桥联系的。

近年来，该镇建立健全劳务
输出网络，与输出地政府或厂家
建立稳定的劳务输出关系，搜集
外地劳务市场信息，及时把准确
权威的用工信息传递给在家的
农民，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

还组织有外出意向的务工
人员参加市场需求量大的餐饮、
家政、电焊、农机维修和建筑技
术等专业培训，提高务工人员的
技能，使该镇劳务输出实现了由

“体能型”向“技能型”的转变。
该镇还成立了劳务服务队，及

时解决外出务工人员家属在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困难。目前，田黄镇有
5600多名剩余劳动力走出农村。

牵线搭桥找工作

人社所帮了大忙

江苏省江都市蒋某某打工时认
识了郭里镇的打工人员，蒋某某以
办理出国务工、赚取高收入为名，先
后骗取郭里镇16名村民现金33000余
元。日前，蒋某某被警方抓获，被骗
群众先后到派出所报案。图为26日，
郭里派出所民警向被骗群众讲解防
范诈骗常识。

本报通讯员 张鹏 胡世
辉 摄

讲防范 防诈骗

23日，“清除乱涂乱画、保护生态家
园”志愿服务活动在护驾山公园启动。

护驾山公园是邹城人的乐园，也是
人们登山休闲的地方。在这里，人们既能
欣赏到美丽的自然景色，又能将邹城全
景一览无余。1999年10月1日，护驾山公
园被济宁市列为地质地貌景观保护区。

一段时间以来，某些游客在山上乱
涂乱画。护驾山公园里大大小小的石头，
被游客用油漆、自喷漆涂画上“到此一
游”、表白或无厘头的字眼，破坏了山上
的自然景观，护驾山在“哭泣”(本报2013
年12月20日曾报道)，严重影响了市容市
貌和登山市民的心情。

当天，40多名志愿者前往护驾山公
园，清除涂鸦、清理垃圾。当天，志愿者们
带着爱心企业提供的20多桶“香蕉水”，
登山攀石，忍着清洗剂的刺鼻气味儿，共
清理各类山石涂鸦40余处。

由于涂画的各类油漆和涂料时间比
较久远，都风干了，很难清理。大家一直忙
碌到傍晚，才抹掉一小部分涂画的字迹。

爱心企业表示，他们会准备一些更
专业的消除涂画的化学试剂，希望可以
彻底地清除涂鸦。

今后，邹城市将以迎接省级文明城市
验收及承办省运会为契机，组织城管、社
区及广大志愿者，开展“清除乱涂乱画、保
护生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逐步清理城
区范围内所有乱涂乱画现象，营造一个干
净有序、文明生态的生活休闲环境。

本报邹城 3月2 7日讯 (特
约记者 胡恩娇 通讯员
武怀旭 ) 兴隆村村民张磊原
来在运输队开车，现在他是千
泉装饰城的小老板。他由司机
发展成小老板，这都得益于邹
城市统筹规划的产业发展规
划。

2 0 0 6年以前，村民张磊
在运输队开车，当时的工资每
月只有1000多元。2006年5月1
日开始，他在千泉装饰城做起
瓷砖生意。经过近10年的发展，
他的店铺从小门头发展到70多
平方米，如今又扩大到200多平

方米，现在每年能有400多万的
营业额，打工仔成了小老板。

43岁的史后珍也是兴隆村
村民，她每天的工作是用摩托
三轮，把建材从装饰城运到客
户那里，一年下来能收入6万左
右。而在以前，她每年种地的收
入只有三、四千元。

10年前，千泉装饰城落户
该村，由此带动村里人共同致
富。如今的兴隆村已改名兴隆
社区，至今仍延续着发展商贸
物流的传统。该社区党委书记
张胜桥表示，村里大部分人都
不种地，一方面村里通过发展

租赁、经营市场等业务，每年能
有三四百万元的收入，每个村
民在年底都能享受“年薪”福
利。该社区60岁以上老人还享
受春节、中秋节、重阳节福利，
70岁以上老人福利翻两倍。

“整个兴隆社区有1000多
口人，各种三轮、四轮的运输车
辆就有400多辆，在城里看到拉
家居建材的运输车，大部分都
是兴隆的。”张胜桥说。

“这附近做家居建材、木材
生意的多，也有一些做餐饮服
务的，就是没有商务休闲的茶
艺馆，这边做生意的多，以后这

一块肯定有市场，打算考察一
下这个项目。”张磊谈论着他以
后的规划。

近年来，邹城市对工业、
商贸物流业、生态旅游业的发
展进行了统筹规划。工业项目
进园区实现集群发展，生态旅
游依托邹东生态禀赋实现绿
色循环发展，而人员物流密
集、交通区位便捷的城郊则成
了商贸服务业的发展重地，许
多像兴隆社区一样的城郊村，
转变观念、积极致富，走上了
一条越来越宽广的殷实、兴隆
之路。

兴隆社区发展成商贸服务业重地

运运输输司司机机变变身身建建材材小小老老板板

护护驾驾山山““洗洗脸脸””

邹城市邹城农村信用合
作社持有的邹城房城区他字
第0647号房屋他项权证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格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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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擦拭字迹。

用刷子刷字迹

▲“骑石”擦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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