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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7月25日讯(通讯
员 杨树林) 7月20日至7月
22日，民航山东监管局一行莅
临开展民航济宁地区2022年
度行政检查。20日，检查组召
开了检查启动会。22日上午，
检查组召开通报会，就检查情
况进行了通报。检查组各监察

员分项目对民航企业进行点
评，肯定了成绩，提出了存在
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及建议。

济宁机场将针对检查组提
出的整改意见建议，逐条分析，
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明确整
改目标、细化整改措施、落实整
改责任，确保整改到位。

筑巢引凤
“合伙人”闻风而至

协调各方资金对村内道路、绿
化、外立面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
级，建设了“食坊一条街”“千亩荷
花”“油葵迷宫”“农耕文化园”等一
大批汶上人耳熟能详的网红景点，

为下一步的招商引资提供了强
大的基础支撑。

“人流量大”，“房租便宜”，
“交通便利”凭着显而易见的天

然优势，一时间北京本来味道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济宁大粮

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济宁市土

哥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山东省

非遗传承项目郭氏木雕等30余

家汶上县及周边县市区契合莲

花湖村发展的企业及商户，签订

了乡村振兴合伙人战略协议，正

式入驻了莲花湖村，成为了村子

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因地制宜
莲花成了新名片

“荷叶月饼”“荷叶茶”“黄金
荷花”“荷花汉服”“荷叶鸡”“荷
叶鱼”走进莲花湖村，莲花元素
随处可见。正所谓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莲花湖村的乡村振兴
合伙人们靠着做莲花文章，走
出了自身的特色之路。经营月
饼手工作坊的崔修路是第一批

“吃螃蟹”的人，“村庄不仅距离
城区比较近，同时村子的基础
设施打造比较完善，在这里搞
旅游农业的配套产业绝对亏不
了。”

身为济宁市土哥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负责人的崔修路，第一
次来到莲花湖村就被这里的条
件深深地吸引了，成为了第一批
签约的乡村振兴合伙人。他在传
统川蜜月饼的基础上，就地取材
加入了荷叶、荷花、莲子等配料，
制作出了手工荷叶川蜜月饼，凭
借着独特的口味，很快就打响了
名气。

“去年营业3个月，营业额就
达到50万左右。”崔修路告诉记
者，现在不仅莲花湖村成为了远
近闻名的网红村，食坊一条街也
成为了网红街。按照店铺在前、
作坊在后的经营模式，借着乡村
旅游热的东风，小小的手工作坊
就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共同参与
村民有了新身份

“在自家门口就能有工作，
不用再外出打工，还能照顾家
庭，比之前方便多了。”在溢香酥

煎饼坊工作的村民路秀兰谈起
现在的生活笑着说。项目的落
地直接带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了乡村
发展的进程中，不仅是煎饼坊
的工人是本村人，酒坊、月饼
坊、白莲藕种植等大部分乡村
振兴合伙人企业工人都是以本
村人为主。

伴随资本而来的还有新
的想法和思路，2021年莲湖村
建立了暑期研学游基地，吸引
周边县市区亲子游、研学游观
光体验团队8000余人次，开展
研学活动50余次，小小的莲花
湖村变得热闹起来。“把房屋
收拾出来为研学游提供住宿，
一次就能得500多，这钱赚得
很划算。”做为全村第一个“吃
螃蟹”的村民马永兰，看着现
在的情况可谓是十分惊喜。据
了解，只提供房屋现在的分红
是最低比例35%，如果在出租
房屋的同时配好相应的家具
电器，那么分红比例就能达到
70%。

土地流转、房屋出租、务
工服务，村民不出村就能挣三
份钱，每户年收入平均增加近
3万余元。目前，为了进一步刺
激莲花湖村旅游经济发展，汶
上街道最新推出了房租、摊位
费减免政策，现在的莲花湖
村，农民变成了工人、变成了
股东，越来越多的村民坐在家
门口轻松赚钱，大大激发了农
民参与乡村发展、共建美好生
活的热情。

村里来了“合伙人”，发展驶入快车道

无人问津“空壳村”成了新晋网红村
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张明 殷壮

从出去打工找出路到在家门口当股东，从无人问津的“空壳村”到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汶上县汶
上街道莲花湖村在完成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40万元的同时，也实现了全民参与的乡村发展新局面。

本报济宁7月25日讯(通讯员
王金) 梁山农商银行建立客

户常态化走访机制，全面对接制
造业企业，多频次、全覆盖走访
对接辖内优质“攀登工程”，更好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山东天鸿汽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家以专用车、半挂
车制造及销售为主的有限责任

公司，随着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企业资金周转较为紧张，梁山
农商银行了解情况后，第一时
间上门考察，利用公司拥有的
三项发明专利作为质押物，很
快为其办理了知识产权质押
贷，在保障企业资金不断档的
同时，减轻了企业融资负担，获
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

莲花成了村经济发展“新引擎”。

本报济宁7月25日讯(记者
孔媛媛) 7月25日，济宁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济宁
科技工作的最新进展。今年上半
年，济宁市科技局全力打造全省
唯一的“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
试点，参与组建全省唯一的科
技、人才招引工作指挥部，成功
纳入全省首批3个省级开放式大
学科技园试点市之一，获批成立
全省首家省“一带一路”国际人
才交流区域中心，在国家创新型
县市验收中斩获全省第1，累计
争取“政策项目资金”59项。

上半年，济宁市科技局先后
召开了6场大院大所招引现场会
和3个产业领域专题对接会，共
签约落地产业化项目32项，项目

总研发投入突破5 . 5亿元，掀起
了全域聚力招引“中字头”“国字
号”大院大所的热潮，上半年全
市新引进高校院所38家。依托科
技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实时发布

“全市企业研发需求”“全国重点
技术分布”两张图谱，共收集技
术需求478项、发布技术成果
2425项；加快推动“攀登企业”产
学研合作，目前实现高层次、紧
密合作的“攀登企业”达到435
家。

在重大项目实施方面，牵头
推进全省唯一的“智慧化工园
区”科技示范工程，深入实施产
业创新重大技术“全球揭榜”，探
索“赛马制”攻关模式，实行技术
成熟度评价，以科技管理改革推

进整体产业创新效能的突破。截
至目前，已征集制约产业发展的

“卡脖子”重大技术27项，推荐申
报省级科技项目79项。

今年6月份召开的全省科技
创新大会上，济宁市16项成果获
奖，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9项、
三等奖4项，获奖数量居全省第5
位。持续扩大“成果贷”覆盖面，
上半年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
补偿备案金额达到8 . 66亿元、
位居全省第4位，较去年同期增
长67%。

济宁市科技创新事业取得新突破

聚焦本市需求，多项工作全省领先

济宁机场圆满完成

2022年度行政检查

减轻企业金融负担

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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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宝寺镇闻汛而动
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总结半年工作进展

四地工作各有特色，文化“两创”见成效
本报济宁7月25日讯(见习

记者 陈睿潇) 近日，曲阜文
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召开优秀
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建设半
年工作总结会议。会上围绕优
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建
设，曲阜市、泗水县、邹城市、任
城区工作专班负责人交流汇报
了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重
点任务安排及打算。

2022年上半年，四地优秀
传统文化“两创”各有特色，曲
阜市依托“惠心课堂”推出国学
讲堂、舞蹈、八段锦、太极拳等
20类线上公益课程；泗水县创
新开设“微爱·传承”线上公开

课，组织志愿者讲述传统文化
知识。邹城市利用“邹鲁融媒”
APP开设文化“两创”示范区专
栏，录制推出《悦读邹城》《邹鲁
家教大讲堂》等一系列具有本
土文化特色的专题栏目。任城
区利用抖音平台“声远记忆”直
播栏目，常态化宣传推广传统
手工艺、非遗等优秀传统文化。

在品牌建设方面，曲阜市
充分挖掘片区特色文化资源，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幸福食
堂、特色民宿、研学基地等阵地
场所有机串联，通过经典诵读、
非遗和济宁手造展示、“六艺”
体验、中医药体验、中华服饰展

示体验以及“新鲁菜”品尝、茶
酒文化体验等活动项目激发片
区活力。泗水县依托东野村乡
村儒学讲堂建设，积极开展传
统文化普及和常态化宣讲活
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百
姓生活，打造“当代乡村儒学发
源地”特色文化品牌。结合尼山
片区周边艺术粮仓、阅湖尚儒
研学游基地、尼山鹿鸣等示范
点创建，精心筹划乡村文化体
验游活动。

下一步，优秀传统文化“两
创”先行示范区建设工作专班
将开展“三个一”入户活动，并
对示范点进行巩固提升。

本报济宁7月25日讯(通讯
员 鲁哲) 消除汛期安全隐
患，嘉祥县梁宝寺镇组织服务
区书记、网格员等人员对全镇
河道、干沟、节制闸逐一进行
隐患排查，并把排查出的问题
及时堵复或清除，确保关键时
刻能够发挥作用。

网格员在开展走村入户
排查工作的同时，提醒广大群
众在暴雨时段尽量少出门、不
去危险易涝地段，及时关注天
气预警信息等，并要求村民看
护好老人及小孩，自觉做好汛
期安全防范工作，切实做到防
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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