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蒙亮）
回迁安置房是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惠民工程、
民心工程。日前，安丘市兴安街道二中家属院
140个回迁户分到了称心如意的新楼房，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为确保此次回迁分房顺利进行，所在街道把
回迁选房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从每一个环节着
眼，每一个细节入手，把分房工作办到群众的心
坎上。对整个分房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在公证部
门的监督下阳光透明、细致严谨，保证全过程公
开、公正、公平。现场工作人员耐心解读分房政
策，引导住户按顺序选房，确保每一户都能选到
称心如意的房屋。
  此次共完成住房140套、储藏室及131个车位
的分配任务，回迁安置住户选得新房，喜笑颜开。

选得如意新房

回迁户喜笑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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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燕）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1月16日，在临
朐县五井镇中草药产业基地，一朵朵金黄色的菊
花傲然绽放，散发出淡淡幽香，让人心旷神怡。
　　金黄色的菊花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拍照
（下图），一时间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
“早就听说这里有一大片菊花开得很好看，今天
特地来打卡。”从潍坊城区赶来的谭女士说。
　　为进一步加快五井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
化中药材种植产业化布局，实现由粗放式到标准
化、产业化转变，近年来，五井镇规划建设占地
2500亩的中草药产业基地，主要种植菊花、丹
参、大青叶、金银花等中草药，每年可实现中药材
销售总量3350吨，销售收入5000万元。“目前栽种的
菊花是药用菊花，已经全部被国内一家大型制药
厂订购了。”五井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
　　该基地在满足企业原料需求的同时，可辐射
带动群众500余户，村集体年增收50万元，真正
实现农民致富、集体增收的双突破。

菊花争奇斗艳

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洪明
　　11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高密市万亩良田家庭
农场咸家基地看到，40多名工人正在田里采收羽衣
甘蓝（上图），一辆铲车负责装车。
　　该基地负责人王伟利告诉记者，羽衣甘蓝是一
款功能型蔬菜，又被称为“超级蔬菜”，营养丰
富，含有多种矿物质，畅销欧美市场，国内市场发
展潜力很大，种植“钱”景广阔。
　　高密万亩良田家庭农场种植羽衣甘蓝已经9个年
头了，是从荷兰引进的一个蔬菜新品种，今年种植
面积800多亩，是亚洲最大的羽衣甘蓝出口种植基
地。大田种植一年两茬，每茬采收3次至5次，一般

是育苗移栽的方式进行大田栽培；大棚种植可多次
常年采收叶片。年亩产3000公斤以上，每亩收入在
14000元左右。目前，羽衣甘蓝采收后直供广东、江
苏、福建等多个省份的食品企业，生产加工系列羽
衣甘蓝产品，出口国外的都是深加工产品。国内羽
衣甘蓝鲜菜主要供应粤港澳大湾区及北上广等
城市。
　　王伟利告诉记者，羽衣甘蓝栽培技术是交了大
量学费探索出来的，现在大田种植可机械化管理，
病虫害很少，近年来国内客户增加，基地错时种
植，保证一年四季都有供应，每天都有新鲜的羽衣
甘蓝。如果有成片流转土地的种植合作社，他们可
以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共同做大羽衣甘蓝
产业。
　　高密万亩良田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6300亩，
以出口订单农业为主。其中，粮食3000亩，蔬菜3000
亩，每年都有休耕地，蔬菜种类多样化，主要以菠
菜、羽衣甘蓝为主，全程严格执行欧盟标准对各基
地进行管理，坚持生产设施简易化、生产规模连片
化、生产技术标准化，全力提高产品产量和品质，
致力于打造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基地。

羽衣甘蓝丰收 种植“钱”景广阔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近日，
记者了解到，截至10月末，建行潍坊分行对公贷款余额
突破400亿元大关。
　　建行潍坊分行积极对接重点客户、重点项目，持续
将资产业务的发展放到对公业务发展的重要位置，贷款
规模优先满足基础设施、绿色信贷、先进制造业、科技
企业、住房租赁等重点领域贷款投放需求，批复并发放
全省首笔城市更新贷款，对公贷款余额及新增投放均创
近年来新高。
　　下一步，建行潍坊分行将继续加强项目储备基础，
加大贷款投放力度，确保实现年度结构调整目标；通过
多种措施，全方位赋能地方经济建设，为潍坊当地经济
发展加油助力。

建行潍坊分行对公贷款余额

突破400亿元大关

他们探寻到了红河源头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隋炜凤
  为寻找红河的源头，宣传和保护家乡
的河流，昌乐一群本土文化爱好者追根溯
源，历经一个多月沿河探访，确认了红河
的源头并遍访沿河村庄，了解风土人情，
挖掘历史文化。11月14日，他们在昌乐县

鄌郚镇荣山村东冶伦路边设立了“红河之
源”石碑，以明河道之源。
  “古老、秀美、灵气的荣山孕育了红
河，茂盛苍劲的大柳树处就是红河源
头。”11月14日，在“红河之源”立碑典
礼上，昌乐县红河镇红河村67岁的吴振业
激动地告诉记者，确认了红河的源头，自
己的一桩心事了了。
  吴振业介绍，红河是昌乐县南部汶河
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昌乐县鄌郚镇荣
山东麓，流经昌乐县鄌郚镇、红河镇，临
朐县柳山镇，安丘市凌河街道，与汶河交
汇进入安丘市牟山水库，全长约35公里。
  为何要探寻红河之源？吴振业娓娓道
来，他退休之后想继续发挥余热做些有意
义的事，筹划整理《红河村志》及《吴氏
族谱》，为本村和家族后代留下一些史
料。红河村因红河而得名，但是对于红河
源头众说纷纭，有多个版本，这让他萌生
了追溯源头的想法。
  今年夏天，他和当地文化爱好者刘福
秋一拍即合，决定组织一次红河探源活
动，李元平等居住在红河流域一带的多名
志愿者自愿加入。9月23日，吴振业、刘福
秋等10人开启了探源之旅，对红河流经的
村庄逐一进行了实地探访，查阅资料，实
地拍摄、查看，寻访村里老人，了解风土
人情，挖掘历史文化，向当地水利部门核
实……
  历时一个多月，吴振业等人途经40多个村庄，
走过了四五百公里。没有薪酬奖励，没有活动经
费，这群平均年龄60岁的探访者，不辞辛劳，自掏
腰包，各尽所能。他们白天跋山涉水实地考察，晚
上查阅资料、记录文字，劲头十足。
  “有的河边有路可以行车，但大多数河段就是
靠步行。”刘福秋说，夏秋之际时常遇到下雨天，
道路泥泞，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吴振业患有眼疾，腿
也不好，但他每处必到，全程走了下来。为了搞清

楚红河与汶河到底在哪里交汇，他们多次前往牟山
水库附近寻找汇合口，因河道与牟山水库交汇处范
围太大，他们前后跑了四五趟，找当地的百姓做向
导，联系安丘凌河街道水利站，最终找到了汇
合口。
  为更好地保护红河，推介红河，宣传红河流
域，在吴振业提议下，报请相关部门同意后，他们
共同在红河发源地荣山村设立了“红河之源”石
碑。他们将继续整理相关资料，挖掘历史文化，让
这条河永葆清流。

吴振业在石碑前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