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城事 2016年4月27日 星期三

编辑：李怀磊 组版：郑文

4月26日，江北水城·运河古
都(聊城)第四届放鱼活动启动仪
式在东昌湖金凤广场举行。本届
放鱼节的主题是“积极放鱼养
水，建设生态聊城”，由山东省海
洋与渔业厅、聊城市人民政府主
办，聊城市水产局、聊城市江北
水城集团承办，放鱼活动向城市
水系和主要河流放流草鱼、鲢
鱼、鳙鱼等各种鱼苗，通过放鱼
养水涵养聊城渔业资源，促进生
态聊城建设。图为聊城市委副书
记、市长宋军继现场放鱼。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放放鱼鱼养养水水

本报聊城4月26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刘黎辉

杨浩 张超峰) 4月26日，第
五届中国(莘县)瓜菜节暨瓜菜
菌博览会在莘县会展中心盛大
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
齐聚莘县，参观蔬菜瓜果基地，
达成意向的经销商当场签订合
同。瓜菜节期间，莘县还将举办
香瓜赛瓜会、农村电子商务培
训、产销对接洽谈会、冀鲁豫三
省农校对接研讨会和西瓜节暨
赛瓜会等活动。

莘县县委书记、县长张国

洲介绍，自2012年开始，莘县每
年举办一届瓜菜节，收获了开
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
成果。第五届瓜菜节继续秉承

“以瓜菜为媒、以节会交友”的
理念。以绿色、安全、生态、品牌
为主题，集中展示瓜菜菌及相
关产业发展的新理念、新成果、
新技术、新产品，推进农业科技
成果的交流转化、优良品种和
实用技术的推广。

开幕式结束后，参加瓜菜
节的嘉宾到展区参观，并参观
了莘县燕店、董杜庄等乡镇现

代农业发展的成果。
本届瓜菜节集中展览三

天，莘县安排了农产品、农资、
农业机械展销展览，以及香瓜
赛瓜会、农村电子商务培训、农
产品产销对接洽谈会、莘县农
产品与冀鲁豫三省高校对接研
讨会等一系列活动。5月16日至
20日，还要在董杜庄镇举办西
瓜节暨西瓜赛瓜会。

记者了解到，全县瓜菜种
植面积97万亩，食用菌栽培面
积600万平方米，瓜菜菌总产达
到47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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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4月26日讯(记者
谢晓丽) 为了服务农民，创

新农业，实现莘县“农产品”进
城，去年，阿里巴巴“千县万村”
计划与莘县签约。目前，莘县已
确定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点
560个，农村淘宝合伙人981人，
项目实施后，可促进全县农村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阿里巴巴农村淘宝莘县服

务中心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
其中仓储面积4000平方米，主要
建设项目有阿里巴巴农淘办公
区、培训中心、公共服务中心、中
小电商孵化区、物流区、仓储区、
特色中国莘县馆、莘县地方品牌
体验店等。是集办公、创业孵化、
电商培训、特产展示、物流仓储、
文化创意、服务外包、线上线下
互动交易为一体的现代化电子

商务产业园。一期可入驻电商企
业120家。目前全县已初步确定
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点560个，
农村淘宝合伙人981人，项目实
施后，不仅能够满足老百姓的网
购需求，实现网购下乡。更重要
的是通过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平
台，实现莘县“农产品进城”，促
进全县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
展。

阿阿里里巴巴巴巴搭搭桥桥，，莘莘县县农农产产品品卖卖全全球球

聊聊城城今今年年斥斥资资220000万万
留留住住““乡乡村村记记忆忆””

本报聊城4月26日讯(记者
凌文秀 实习生 杨阳)

记者从市文物局获悉，为留住
“乡村记忆”，包括东昌民俗艺
术展—老茶壶、临清市大辛庄
街道办事处近古村历史民俗
文化展等总计五个项目列入
2016年聊城市“乡村记忆”工
程市级专项补助资金名单，总
计补贴资金200万元。

经县市区申报，专家评
审，东昌民俗艺术展—老茶
壶、临清市大辛庄街道办事
处近古村历史民俗文化展、
经济开发区北城河洼刘村历
史文化展示、阳谷县张秋镇
运河乡村记忆博物馆改造与
展陈、聊城市乡村记忆博物
馆“鲁西交通运输展”等五个
项目具有代表性，列入2016

年聊城市“乡村记忆”工程市
级专项补助资金名单。

根据2016年聊城市“乡
村记忆”工程市级资金预算，
东昌民俗艺术展—老茶壶项
目的藏品征集、布展获补贴
40万元。临清市大辛庄街道
办事处近古村历史民俗文化
展的展品资料征集、布展获
补贴37万元。经济技术开发
区北城河洼刘村历史文化展
示房屋的修缮与展陈获补贴
45万元。阳谷县张秋镇运河
乡村记忆博物馆改造与展陈
的博物馆改造与展陈、展品
征集获补贴38万元。聊城市
乡村记忆博物馆“鲁西交通
运输展”的博物馆的展陈、建
设、藏品征集项目获补贴40
万元。

市财政局、市文广新局
根据市文物局提报的乡村记
忆工程建设计划和名单，组
织成立乡村记忆工程建设项
目专家评审小组(以下简称

“评审小组”)。该评审小组由
市内外文物部门及相关单位
具有良好声誉的专家组成。
评审小组负责审核业务主管
部门提出的乡村记忆工程建
设方案及经费预算，对拟给
予专项资金补贴的乡村记忆
工程项目进行评审。

乡村记忆工程项目使用
范围包括传统村落(街区)保
护，传统民居保护，乡村(社
区)、民俗生态博物馆建设，
传统文化乡镇保护。

传统村落(街区)保护主
要用于传统村落(街区)风貌
和格局的保护、维修、展示，
包括保护规划与方案编制；
对村落、街区乡土建筑的保
护维修；消防、安防、防雷等
保护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农业、
手工业遗产和传统技艺的挖

掘与整理、展示。
传统民居保护主要用于

保存传统风貌较完整的单体
民居院落的保护、维修、展
示，包括传统民居维修方案
设计；传统民居的加固修缮；
建筑本体保护范围内环境治
理。

乡村(社区)、民俗生态博
物馆建设主要用于乡村(社
区)博物馆、民俗生态博物馆
改造、建设与展示工程。包括
利用传统建筑改造的乡村民
俗博物馆、新建社区博物馆
建筑方案的设计；博物馆陈
列展览方案的设计；博物馆
举办的民俗、工艺、生产生活
等展示展览的布置；博物馆
相关设施配套建设。

传统文化乡镇保护主要
用于传统文化乡镇保护建
设。包括乡镇保护规划编制；
传统风貌街区的维修保护；
乡村(社区)民俗博物馆或非
遗展示体验中心的改造、建
设、展示。

(本报记者 凌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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