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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态可掬的泥娃娃雕
塑、古色古香的石碾石磨、形
态各异的泥塑墙画……看上一
眼，就勾起了我心底浓浓的乡
愁！”2月5日，回到常庄镇洛
房村老家，在上海务工多年的
张彬发出感叹。

洛房村是薛城区美丽乡村
建设进程中注重文化传承的一
个缩影。该区通过擦亮文化底
色，守住“历史”筋骨肉，传
承“记忆”精气神，提升了村
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乡村文明逐渐深入村民心中，
赢得百姓点赞。

为避免乡村建设“百村一
面”，薛城区对全区的传统村
落、传统建筑资源情况进行了
全面摸底调查，在美丽乡村建
设中巧妙融入“乡村记忆因
子”，组织上海美院对文化遗

产和传统乡土建筑富集、保存
基础条件较好、文化底蕴深厚
的村庄、社区制定了规划，因
地制宜建设民俗生态文化，收
集和展览富有地域特色、活态
文化特色和群体记忆的文化遗
产，实现了对乡土文明的整体
性和真实性保护。目前，首批
选取的 50 个乡村文明建设试
点村已开始全面建设。试点完
成后，将在全区300多个村居
逐步推进、分步实施。

巨山街道黑峪村是该区第
一批试点村，这里保留着鲁南
民居典型的传统院落布局：一
个个保留完整的石碾石磨、一
条条自然曲折的鹅卵石小道、
一幅幅典型的打场垄耕墙画，
构成了一段段无法抹去的“乡
村记忆”。不仅是黑峪村，沙
沟镇张庄以石榴山庄为元素的

特色村容、陶庄镇奚村以奚仲
造车为主题的特色村庄文化、
常庄镇大辛庄以吕剧文化衍生
为主打的样板村貌……

在文化遗产和传统乡土建
筑富集、保存基础条件较好、
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和社区，
因地制宜建设民俗生态博物
馆、乡村博物馆，收集和展览
富有地域特色、活态文化特色
和群体记忆的文化遗产，实现
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和真实性
保护是薛城区留住乡情记忆的
一记“妙招”。

邹坞镇中陈郝村是我国北
方地区瓷窑烧制业的发祥地，
距今有 1400 多年的历史。为
唤醒、延续乡村记忆，该村自
发筹建了古瓷窑博物馆。青
瓷、白瓷、黑瓷……在馆内走
上一圈，能清晰了解南北朝、

隋唐、五代至宋元民间陶瓷烧
制技术的演化脉络及各个阶段
的历史，100多件藏品更是当
地民窑瓷器的真实写照。这家
村集体所有的农民博物馆常年
免费开放，目前已接待全国各
地游客近20000人次。

无独有偶。1月18日，陶
庄镇东仓村村史陈列馆也正式
建成并对外开放，在这间展示
面积 80 平方米的屋子里，有
着200年历史的陈旧家具、手
摇式留声机、锈迹斑斑的抗战
大刀、锄头、犁、粮票、老照
片、座钟、菜坛子、风箱……
一件件老物件儿都有一段自己
的故事。

“这些延续了上千年农耕
生活的老物件已经越来越少
了，村史陈列馆摆放的物品都
是村民自愿捐赠的，为的就是

传承和保护俺村的历史文化，
把祖祖辈辈劳动生产、生活的
历史展示给后人，让他们记得
住乡愁、留得住乡情。”村支
书李杰介绍道。

在城镇化这趟疾驰的列车
上，为保证历史文化“不掉
队”，薛城区着实费了一番大
脑筋。通过发展乡村特色旅
游，常庄镇上于、沙沟镇黎
墟、周营镇牛山、巨山街道大
吕巷等不少在城镇化进程中
濒临消失的古村落也因发展
旅游而保存下来。尽管旅游
发展水平各有不同，保护程
度有所差异，但这些传统农
业文明的产物和载体因为旅
游得以继续存在，乡村记忆
也因为旅游而得以延续。乡
村旅游留存了乡村记忆，也
丰富了乡土文化。

擦亮乡村记忆底片
——薛城区乡土文明建设纪实

万照广 甄再斌

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
如何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如
何加快城市转型？如何提升
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现实
和不二的答案是：“对外开放、
招商引资、良好的营商环境。”

同理，枣庄是一座极具典型的
资源枯竭型城市，枣庄的经济
要发展，城市要转型，百姓的
幸福指数要提高，更离不开

“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良好的
营商环境”这三驾并排同行的

“马车”。
不可否认，近年来，全市

各级在新一届市委、市政府的
带领下，围绕经济建设转型升
级和经济文化融合发展高地，
强化项目意识，树立开放理
念，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
工作的重要抓手，突出重点，
强力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
具体表现在：招大引强取得新
进展；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

园区建设实现新突破；营商环
境有了新提升。这些软硬件
的强化、提升，为我市的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但是，就
我市目前的现状和周边先进
地区相比，与全市广大干部群
众盼发展、图振兴的期望相
比，与枣庄既要“转”又要“赶”
的现实要求相比，我市对外开
放和招商引资工作还存在很
大差距。一是想发展、盼发展
的意识强烈，但真正扑下身子
真抓实干的氛围还不够浓厚；
二是围绕推动和助力经济发
展，立足本职，服务企业的意
识还要进一步提高，投资服务
环境亟待优化；三是产业层次

低，园区发展水平不高；四是
多层级参与国际交流不够，产
品市场占有率不高，经济外向
度偏低。以上这些不足和欠
缺，让我市实现赶超发展的目
标任重道远。

面对不足定措施，面对
困难找办法，面对欠缺去弥
补。枣庄目前的现实经济条
件不容我们懈怠。我们面对

全省各地积极竞争的态势，
催促我们必须加快对外开放
和招商引资的步伐；西部经
济隆起带建设的大趋势，要
求我们必须努力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并加快建立富有
外在引力和内在张力的开放
型经济体系，从而为枣庄转
型发展、科学发展、赶超发
展打牢基础。

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是现实的选择
——强化营商环境促进枣庄经济发展系列谈（一）

本报评论员 张华

编者按：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

局之年，新春伊始，市外侨办、
市招商局共同推出《优化营
商环境在行动》专栏，旨在宣
传我市招商优惠政策和贴心
服务外商的新举措，为外商
营造安心、放心、舒心、开心的
发展环境，更好地服务我市
城市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滕州讯 近日，记者
从滕州市水利和渔业局获悉，
截至去年12月底，该市承担的
2013年至2015年全国高标准
农田水利建设示范县项目全面
完工，并投入运行发挥效益，为
农业生产夯实了水利基础。

据了解，为进一步改善经
济作物区灌溉条件，2013 年 8
月，滕州市通过全省竞争立项，
成功列为第五批全国高标准农
田水利建设示范县。按照建设
方案，项目总投资 8319 万元，
分三年度实施完成，新增改善
灌溉面积7.1万亩。共完成新
打机井 540 眼，配套水泵 949
台套，安装机井射频控制器
944 台套，铺设地下节水管道
593.18 公里，安装给水栓、保
护池各7850套，埋设地下电缆

244 公里，新建、维修机耕路
62.17 公里，开挖、疏通排水沟
48.8公里，新建维修桥涵、进地
涵908座。

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该
市专门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工
程建设处，加强组织领导和建
设协调工作。项目开工建设以
来，遵照基建程序，认真组织施
工，严格落实项目法人制、招标
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
制“四制管理”。工程建设处按
照“年底前全面完成小农水建设
任务”的目标，倒排工期，不断加
快工程建设进度。参建人员按
照“5+2”、“白加黑”工作制度，
做到工人不下班人员不离岗，督
促施工队伍按设计组织施工，严
把工程建设质量关，确保了工程
质量进度。 （记者 李明）

滕州新增改善灌溉面积7万亩

2月18日，市中区文苑小区幼儿园开展以制作“小桔灯”迎接元宵节为主题的教育活动。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动手，用桔
子皮制作低碳环保的元宵“小桔灯”，弘扬民间传统手工艺术，让小朋友们体验自己动手的快乐。 (吉喆 摄)

“小桔灯”迎元宵

本报讯 为更好地把关因
自由贸易协定签订而猛增的进
口食品的安全，韩国于 2 月 4
日开始实施《进口食品安全管
理特别法》，该法律改变了进口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我市食品
出口企业应注意应对。

该法律对进口食品分为3
个阶段管理：进口前阶段、通关
阶段和进口后流通阶段。

进口前阶段。在生产企业
登记环节，对所有境外生产企
业强制要求提前登记。未进行
提前登记的，不受理进口申
报。对所有境外生产企业实施
实地检查，拒绝检查的或根据
实地检查结果可停止进口。

通关阶段。生产企业进行
分级管理，以登记情报、以往的
不良记录及实地检查结果为基
础，分为优秀、一般、特别管理

3 个等级，将检查力度集中到
特别管理企业中。将产品分为
一般、注意、集中管理3个等级
区分管理，将检查力量集中到
集中管理产品上。

流通阶段。追溯管理方
面，对食品、健康食品、畜产品，
从进口到销售分阶段适用追溯
制度；流通管理方面，确立和实
施流通管理计划，进行有体系
的事后管理。利用集中监督、
抽检系统进行采集、检查。

枣庄检验检疫部门提醒出
口韩国食品企业，要认真研究
韩国进口食品新规，做好及时
应对，确保企业及出口产品符
合韩国要求。检验检疫部门也
将密切关注韩国新规实时情
况，对相关企业进行通报。

（记者 张孝平 通讯
员 王旭炯）

韩国新法日前实施 食品出口注意应对

本报讯 记者从市发改委
获悉，日前，国家下达了第四批
专项建设基金，我市共争取项
目 13 个，争取资金 6.45 亿元，
争取的项目个数居全省第三，
争取资金数额居全省第六。

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有国家
发展改革委主导推动，安排国
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通
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设立专项
建设基金，直接注入项目资金
库，支持看得准，旨在有效应对
经济下行压力，解决项目投资

及建设过程中资金到位不理想
的问题。

据了解，此次我市争取的
13个项目建设基金涉及棚户区
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污
染防治、老工业基地改造、水利
工程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我
市共争取四批国家专项基金建
设项目 44 个，争取资金 23.54
亿元，居全省前列。专项建设基
金的投放，将有效解决我市项目
资金缺口问题，为项目顺利建设
提供了有力保障。（记者 刘明）

我市争取第四批国家
专项建设基金6.45亿元
涉及棚改、水污染防治等13个项目

峄城讯 今年以来，峄城
区以高毒高残留农药整治为重
点，严把执法监督、生产服务、
市场检测三关，从源头上保障
了初级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严把执法监督关。峄城区
对 12 家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
和 14 家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店
进行了拉网式检查，现场查阅
了蔬菜标准化基地的安全生

产、上市前检测记录以及高毒
农药定点经营店的进销货台
账，严厉打击了非法制售禁用
农药、违法使用禁限用农药等
行为。目前已查扣各类禁限用
农药36公斤，伪劣冲施肥190
公斤，彻底消除了初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隐患。

严把生产服务关。该区组
织16名农业技术专家，成立4

个小分队，多次深入榴园、坛
山、古邵、吴林等镇（街）蔬菜生
产基地，开展上市前期管理工
作，为菜农免费提供频振式杀
虫 灯 40 台 ，各 类 生 物 制 剂
1000 包 ，发 放 技 术 明 白 纸
3200 份。积极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依据配方结果，向菜
农发放各类蔬菜配方施肥建议
卡1500份，指导农户增施有机

生物肥，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

严把市场检测关。这个区
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组织专职
化验检测人员携带蔬菜速测专
业设备，深入集贸市场、大型蔬
菜批发市场、蔬菜生产基地，加
大对鲜活农产品抽样检测力
度，对当前市面上的蔬菜、果品
开展集中抽检活动，共抽检蔬
菜、果品样品 60 个，合格率达
100%，切实做到了源头控制、
流通监管。（张大东 李俊颖）

峄城严把“三关”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今夜到明天全市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2～3级，气温2～7℃。（枣庄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2月19日，是正月十二，
位于山亭区山城街道兴隆庄
村的翼云石头部落旅游区
内，华灯闪烁、欢声笑语，大
红灯笼将翼云古村装扮一
新。翼云石头部落旅游区举
办了 2016 猴年“闹”新春感
恩狂欢夜，下午17点至晚上
21 点，景区免费向游人开
放。

在通往景区的翼云旅游
大道上，自驾车一字排起了
几公里的长龙，景区内人头
攒动，异常火爆。五彩斑斓
的花灯引来游人驻足欣赏拍
照，猜灯谜活动引人入胜；令
人垂涎欲滴的乡村美食，更
是让“吃货”们一饱口福。舞
狮、山亭皮影、捏泥人等地方
民俗表演，围满了观赏的游
客，柳琴戏曲响彻翼云古村，
唱出了山亭人的新生活。

在高山游乐区，山亭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甩铁
花项目激情上演，精彩的演
出让人称奇、惊叹，更是博得
场外游客的阵阵掌声。在熊
熊燃烧的篝火旁，一群年轻
人跳起了欢快的现代舞蹈，
把活动推向了高潮。

除了灯会，翼云石头部
落还举办了沈家糖葫芦、山
亭菜煎饼、臭豆腐等各地特
色美味小吃，套圈、打沙包、
旋转木马等娱乐项目应有尽
有

赏花灯、品美食、听大
戏、跳篝火、观舞狮、猜灯谜、
领好礼，快乐不仅写在每个
游客脸上，当地村民更是喜
笑颜开。兴隆庄村村民沈印
来、徐开华夫妇在景区经营
了一家摊位，沈印来介绍到：

“俺在景区里卖个冰糖葫芦、
烙个菜煎饼，附带卖个农家
饭、饮料。春节期间，来景区
游玩的人特别多。大年初一
这一天，俺这个摊位大约毛
收入六千多块钱。”

据山亭区旅服局和景区
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活动是
为丰富“好客山东贺年会”活
动产品，更好地展示山亭地
方民俗文化，宣传推介山亭
旅游，献上一场贺年“大餐”，
引来市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游
玩，该活动将持续至 2 月 22
日结束，首日接待游客达到
6 万人次，有力拉动了旅游
消费的增长。

古村落里闹新春
本报记者 梁鸿雁 通讯员 张健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0
日电 （记者 樊曦）国家发
展改革委日前宣布，从今年
起，放开高铁动车票价，改由
中国铁路总公司自行定价。
20日，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此举意味着今
后高铁票价将逐步走向市场
调节，不再“一成不变”。

根据发展改革委近日发
布的《关于改革完善高铁动
车组旅客票价政策的通知》，
从2016年1月1日起放开高
铁动车票价。对在中央管理
企业全资及控投铁路上开行
的设计时速200公里以上的
高铁动车组列车一、二等座
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
依据价格法律法规自主制
定；商务座、特等座、动卧等
票价，以及社会资本投资控
股新建铁路客运专线旅客票
价继续实行市场调节，由铁
路运输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和
竞争状况等因素自主制定。

按照《通知》要求，铁路
运输企业制定高铁动车组
一、二等座旅客票价时，应当
制定无折扣的公布票价，同
时，可根据运输市场竞争状
况、服务设施条件差异、客流
分布变化规律、旅客承受能
力和需求特点等实行一定折
扣，确定实际执行票价。

“由铁总自主定价有利
于打破高铁票价‘一成不
变’，进一步优化市场资源配
置，使市场需求和运能更好
地匹配。”铁路专家、同济大
学教授孙章表示，拥有定价
权后，铁总将可以根据市场
需求的变化，制定更为科学
的票价，合理调配运能，减少
资源浪费。

铁总获高铁票
定价权
打破票价“一成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