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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王琛）初夏时节的杨店镇陈堂采摘园里，大
片樱桃树已经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子，与青山绿水辉映成趣，吸引了一
波又一波前来采摘的游客。

“我们种植的樱桃有早大果、美早、红宝石等20多个品种，全部使
用有机肥料，产出来的樱桃色泽鲜艳、含糖量高、口感绝佳，大人小孩
都爱吃。”陈堂樱桃采摘园负责人孙世海介绍道。采摘园位于环境优
美、气候宜人、交通便利的文武山境内，为汶上县杨店镇东陈堂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经营项目，占地面积180余亩，年产樱桃20万余斤，每
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00余万元。

过去，陈堂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渠道单一，如何破解制约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瓶颈？陈堂村立足村庄山区优势特点，探索建立“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于2020年注册成立了汶上县杨店镇东陈
堂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过多次外出考察、咨询专家教授，召开村

“两委”班子会议，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樱桃种植特色
产业发展之路。“我们的樱桃每斤售价10至20元不等，一亩管护好的
樱桃树纯收入能有6000元，比种植粮食效益高出好几倍。”陈堂村合
作社负责人汪延鹏介绍道，樱桃不仅仅让合作社村民腰包鼓了起来，
还解决了村里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让一些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的
收入。“俺白天在樱桃园干活，锄草、打药、采摘，干到下午4点就去幼
儿园接孙子，一天能赚个六七十块钱，俺很知足！”5月23日下午，正在
采摘樱桃的村民汪利伟高兴地说道。

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入股成员分红、村民在樱桃园劳作等方式，保
证合作社收益分配合理化，每年提取村集体收入的10%作为村级公益
项目建设资金，更好地发展民生事业。今年以来，陈堂村加快推进道
路和文化广场建设，修建了水泥路面4万余平方米，栽植绿化树木300
余棵、花卉1000余株，实现了党支部、村集体、党员、群众的多方共赢。

“下一步，杨店镇将深化‘乡村振兴+田园小镇+美丽乡村’建设，
促进樱桃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以‘玩在农家、吃在农家、乐在农
家’为目标，推动乡村休闲游、民俗文化游向生态健康游转型升级。”杨
店镇党委书记颜丙生介绍道。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樱桃树结满致富果

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邹自资规告字〔2023〕8号

经邹城市人民政府批准，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
以挂牌方式出让2(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人和其它组织，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竞买申请必须提供联合竞买协
议，并在协议中明确受让人。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通过济宁市
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
交易系统”）进行。凡按规定办理电子签名认证证书（CA数
字证书）、符合竞买资格、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
申请人，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
易活动，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各宗地
挂牌出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于2023年5月26日至2023年
6月 24日登录网上交易系统（https://dk2022.jnzbtb.cn:
4430/）查询下载。竞买申请人须全面详细阅读了解网上挂
牌使用权公告、出让须知及其他相关信息后，按照网上交易规
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竞买申请人可于 2023 年 6月 14日 08 时 00分至
2023年6月24日16时30分前（以网上交易系统时间为准）

按照网上交易系统提示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求交纳竞买保证
金。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2023年6月24
日16时3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时间为准）。提交竞买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过程中如遇疑难问题，请及时与济宁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邹城分中心联系。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济宁市建设用地使
用权和矿业权出让网上交易系统（https://dk2022.jnzbtb.
cn:4430/）进行。各地块挂牌时间分别为:

2023A13 号地块:2023年6月14日08时00分至2023
年6月26日09时30分;

2023B14 号地块:2023年6月14日08时00分至2023
年6月26日10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网上交易系统询问，有竞买

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
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以上宗地均另设底价。
（三）2023B14号宗地为“标准地”出让，拟建项目应符合

《标准地使用协议》（详见宗地文件附件）约定。受让人应于挂
牌成交后持成交确认书于5个工作日内与属地镇（街道）人民
政府（办事处）及我局签订《标准地使用协议》，再行签订土地
出让合同。

（四）按照《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济宁市加快
推进“交房即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济政办字
〔2021〕50号）的要求对具备条件的宗地施行“交地即办证”
“交房即交证”。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活动，
由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邹城分中心、邹城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负责，在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进
行。竞买保证金由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邹城分中心
和邹城市财政局共同监管，挂牌活动结束后5日内按规定划
转。如遇疑难问题请及时与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邹
城分中心联系。

（六）由于系统原因，本公告不能直接原文在中国土地市
场网发布。中国土地市场网所示土地出让公告内容与本公告

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本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邹城市金山大道666号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
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利用科：0537—5357996
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邹城分中心：0537—

5230707
济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证书办理：0537—7817075

（济宁市太白湖新区为民服务中心四楼）
邹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5月25日

宗地名称

2023A13

2023B14

土地位置

大束镇岚济公路
北、规划经二路东

北宿镇新西外环西

土地
面积
(㎡)

47862

49233

土地
用途

商业

工业

出让
年限
（年）

40

50

容积率

不大于1.7

不小于0.9

其他规划
指标要求

详见挂牌文件

详见挂牌文件

起始总价
(万元)

2872

1773

综合楼面地价

起始价
(元/㎡)

500

400

增价幅度
(元/㎡)

3

3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872

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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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宋颖星）5月23日，经省委编办同意，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加挂疾病预防控制局牌子。5月26日，
济宁市市县两级疾病预防控制局全面完成挂牌。副市长白平
和为济宁市疾病预防控制局揭牌。

据悉，挂牌设立市县疾病预防控制局是推进疾病预防控制
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
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助推健
康济宁建设的现实需要，标志着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事业迈入新
的发展阶段。

下一步，市委编办将以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局挂牌成立为契
机，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后续工作，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体制机制
保障。

我市市县两级疾病预防控制局
全面挂牌成立

本报汶上5月26日讯（记者 郝明雷 通讯员 张明 姬生帅）
今天上午，山东省暨济宁市第二十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在汶上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省政协党组成员、省社科联主席唐
洲雁，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宗杰，市委常委、副市长董
冰出席。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济宁市委宣传
部、济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突出“学习贯彻二十大、奋
发有为开新局”主题，深入贯彻“两个结合”，推进文化“两创”，
安排了宣传宣讲、主题讲座、展览展演、咨询服务、主题报告等
系列活动，总场次达到500余场，丰富的“社科大餐”让群众乐
享“精神盛宴”。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济宁市社科普及周主题视频“济宁社
科1分钟”，体现了济宁社科工作亮点、突出社科主题；曲阜师范
大学博士刘大正，全国学雷锋团队带头人、汶上县雷锋展馆馆
长张茂路，济宁市演讲学会肖涛及济宁市大学生社科普及创
新创意大赛获奖代表胡文倩围绕人文社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等进行了主题讲述，分享了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体验和
感悟；举行了赠送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图书和济宁市社科古籍
文献资源数字平台、济宁社科普及基地云平台上线仪式。与
会人员还现场参观了社科知识普及展，汶上县非遗、文化“两
创”成果、社科普及教育基地云平台、社科古籍文献资源数字平
台展示以及汉碑汉画像石拓片巡展，并到大运河南旺枢纽遗址
博物馆调研。

山东省暨济宁市第二十届
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
唐洲雁董冰出席

本报济宁5月26日讯（记者 刘菲）今天下午，2023中国
（济宁）煤炭绿色开采与高质量发展技术交流会在我市举行，众
多行业领域专家齐聚济宁，共谋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刘峰，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省能源
局副局长刘学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晋出席。

刘峰在致辞中说，这次技术交流会，既是贯彻落实“双碳战
略”的具体行动，也是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更是推进
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要加快构建以煤炭产业为
支撑、绿色低碳经济为核心、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安全可
控、多元协同、绿色低碳、集约高效、数字引领、开放合作的新型
煤炭工业体系，深入推进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林晋在致辞时说，近年来，济宁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聚焦省委、省政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和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部署要求，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开采
利用，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
做法，全面加强技术、人才、产业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推动
绿色开采工作水平，为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
作出济宁贡献。

会上，与会院士、专家作了技术交流报告。
会前，与会人员到济宁能源海纳科技绿色矿山智能装备基

地、济宁港航龙拱港（集装箱示范园区）等地参观考察。

2023中国（济宁）煤炭
绿色开采与高质量发展

技术交流会举行 ■本报记者 鲍童 本报通讯员 毛铮

一直以来，任城区阜桥街道枣店阁社区积极倡
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广泛开展文明风尚
培育和弘扬时代新风行动，引导居民养成健康科学
生活习惯，弘扬文明社会新风尚。

“社区经常开展这类宣传和讲解，了解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积极意义，要把这些
好做法、好习惯、好经验长期坚持下去。”家住枣店阁
社区14号楼的房先生对记者说。

在社区文明实践站的不断宣传吸引下，辖区里
的不少学生们都成为宣传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小
小志愿者”。在生活中他们都发挥起了“小小宣传

员”的作用，监督家人保持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用
“一小”带动“一家”。枣店阁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朱
家豪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还成功当选“社区实践小小
志愿者”。“除了自己养成勤洗手、讲卫生的个人习惯
外，我还经常提醒家人，要积极参与社区里关于文明
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活动。今天得到了社区实践

‘小小志愿者’的奖状，我会更加努力，号召更多的同
学都参与进来。”朱家豪说。

“社区通过开展活动、志愿者讲解、派发宣传资
料等方式，引导居民养成勤洗手、常通风、讲究个人
卫生、垃圾分类投放、保持社交距离等好习惯，让健
康生活方式深入人心，走进千家万户。”枣店阁社区
党委书记孙钦晓说。

任城区阜桥街道枣店阁社区

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生活方式 ■本报通讯员 李坤 陈建超

“水沟穿村而过，治理后，不仅垃圾清理了，水也变清了。”近日，在济
宁经济开发区马集镇戏楼街村，谈起坑塘治理，群众赞不绝口。

治理前，两岸都是垃圾，臭味较大，一到夏天，周边群众苦不堪言。
为回应村民诉求，山水沟治理被列为戏楼街村2023年度民生实事重点

工作。在资金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戏楼街村“两委”多次到镇、区、市相关部
门咨询政策、争取资金，又通过村民募捐等渠道，筹集资金40余万元，对水
沟进行清淤疏浚，硬化沟底、沟坝，不仅解决了两岸杂草丛生垃圾遍地、雨
季排水不通畅的问题，还使沟边道路增宽了近2米，村民出行更加便利。
站在该村“沟渠公示牌”前，通过手机扫描牌上的二维码，该处农村黑臭水
体基本信息、整治前后对比照片等就会显现出来，整治效果一目了然。

从污点到亮点，戏楼街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及时掌握村情民意，解
决好群众的所思所盼。接下来，戏楼街村“两委”将继续立足群众需求，
以办好民生小事为着力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清了臭水沟 解了烦心事

（上接1版）共计五大类60余组实践活动，课程及活动
的主题和形式符合青少年成长需求，是学生校内课程
的必要补充和重要拓展，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梦想，
提升了学生自信，陶冶了学生情操。

“培养科技意识，要从娃娃抓起，只要善于观察、
善于动脑，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创新之路！”兖州区科协
主席陈宏伟告诉记者，历来重视教育的兖州人，同样
重视科技的启蒙教育和意识培养。

兖州区科协制定“科创筑梦”助力“双减”工作方
案，命名31处科普示范学校，全新打造兖州三中青少
年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在兖州一中、实验高中等5所学
校实施“山东省青少年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及技能提升
计划”，开展“三点半科学课堂”课后科普教育服务活
动，让科普实践进校园、创新助力双减，助推青少年扬
帆远航。打造丰富多彩的科普品牌活动，激发青少年
群体科学热情。定期举办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培训班，
在开阔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视野的同时，也为提高
全区青少年科技竞赛水平奠定了基础。

科技，点燃农民“致富之火”
缤纷绚丽的花海彩田、独具特色的牛楼小镇，品

尝特色美食、体验鲁西南民俗……作为我市乡村振兴
的特色品牌，“牛楼小镇”已成为济宁市高质量发展的
一张新名片。

目前，正值小番茄上市季节，每到周末，牛楼现代
农业产业园内的采摘游客便络绎不绝。

“刚开始做的时候，对小番茄栽培技术不精通，我
们主动学习，聘请农业科技专家指导，逐渐摸索出了
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案，并且获得了专家的认可。”产业
园负责人郭振莲说，小番茄刚开始实行24小时不间
断供水肥，导致肥料流失严重，成本大幅升高。在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郭振莲带领员工经过多次尝试，慢
慢摸索出几分钟供一次水肥的方式，既节约了成本，
又保证了作物收成。“这些都是科技带来的成果。”郭

振莲感慨地说。
在广阔的乡村，科技正逐渐揭开神秘面纱，融入

百姓生活。
兖州区科协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主战场，发挥科协

优势，用科技的力量为帮扶村增加“造血”功能。邀请
农业技术员和农业专家举办线上或线下专题培训指
导，帮助农民解决种植、养殖等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整合资源共搭共建科普教育基地、科普示范社区、科
普专家工作室等科普阵地，建立区镇村科普网络体
系，有效拓展科普地域、空间、资源，把科普服务精准
送到公众手中，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

科研，助推经济发展“源动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兖

州区科协全力提高“科技智库”的科学决策服务水平，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全区转型发展、绿色发展。

推进研发机构建设。围绕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
企业，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双向融合，加大指导帮扶
力度，着力提升研发机构建设与发展水平。山东经典
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天意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等5家企业共拥有市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20余个、申
请专利286件。

赋能企业自主创新。密切关注企业科研、技术创
新、人才培育和协同创新基地建设进度，充分利用科
协组织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助力产业
重大关键技术和装备研究成果突破。山东天意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先后荣获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等40多项国家、省级荣誉。
发挥科协优势、汇聚创新动能。兖州区科协坚持

把工作当事业、把岗位当舞台、把落实当天职，撸起袖
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奋力开创了科协工作新
局面。今日的兖州，处处涌动着科技进步的滚滚大
潮，各项事业在科技的催动下蒸蒸日上，老百姓的获
得感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