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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黄万勇）
3月27日，记者获悉，昌邑将以产业振兴根基，
积极融入农综区建设，大力促进粮食、蔬菜等
特色农业与第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休闲
度假、旅游观光等新业态，把单一产业变成
“多元经济”。
　　据了解，昌邑市重点挖掘全市产业特色、
农业文化遗产、农业节会、农产品休闲采摘等
独特优势，打造南北两线休闲农业观光区。南
线以“山东昌邑山阳大梨栽培系统”入选首批
山东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名录为龙头，带动宝
通街两侧博陆山风景区农业休闲观光、青山秀
水景区周边果蔬休闲采摘功能。北线以龙池镇
齐西牛街美食娱乐特色文化街区为龙头，发挥
青阜休闲农业、柳疃桑葚茧绸、大陆梨枣等特
色农业体验功能，实现美丽休闲乡村农文旅融
合全面发展，以农文旅融合实现三农工作的创
新性发展和突破性进展。

昌邑南北两线并进

促农文旅融合发展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孙希明
　 近日，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主营种苗的“新农
人”刘荣国，将刚获得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摆放到他办公室最显眼位置，视若珍宝。
“我们在全街道开了先河，以后依托自己的优势，
能够自主选育长茄、苦瓜种子了！”刘荣国说。
　　刘荣国的“喜事”是孙家集街道全链条发力，
补短板、固强项，加快长茄这个传统产业迈向振兴
之路的片断之一。据介绍，刘荣国经营种苗多年，
与福建田美种业科技公司等达成长期合作关系，将
优良品种率先拿到本地转化。为了让新品种打开市
场，他把公司大棚无偿提供给菜农试种，并提供
水、电、肥等，收益归菜农所有，调动了菜农积极
性。取得效益后逐步推开，种苗在本地和全国各地
的占有率越来越高。
  孙家集街道西侯村菜农黄以明今年试种了刘荣
国提供的“龙舟一号”长茄，感觉很不错。“品相
好、产量高，有抗病害、耐低温等特性，下半年我
还要种。”黄以明说。
　　今年以来，孙家集街道积极组织“新农人”到
知名种业公司和农业院校对接洽谈，为农业企业高
质量发展加油助力。“我们原先主要是购进种子代

为育苗，育种技术瓶颈难突破，在街道服务企业专
员的帮助下，我们不但在融资、园区扩建等方面享
受到优惠政策，而且与种业公司就研发合作进一步
推进，他们的专业人才将在街道建立种子实验室，
实现种子自主繁育，提升企业和街道产业的发展水
平。”刘荣国对街道的营商环境高度评价道。　　
  近年来，孙家集街道在蔬菜产业振兴上下好
“先手棋”，打出组合拳，通过推动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支持群众经营家庭农场等，聚力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建设，加快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瑞航家庭农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瑞航家庭农场有24个高标准冬暖式大棚，补光
灯、智能放风机、浇灌等设施一应俱全，全部承包
给附近的菜农管理，促进了产业增效、菜农增收。
“一个长240米、宽15米的新式大棚，可以种植1万株
‘大龙长茄’，一株茄子毛收入45元，比种小棚效
益好多了。”瑞航家庭农场负责人郑景渠说。
　　在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抓好生产端、
销售端的同时，孙家集街道坚持向“微笑曲线”两
端发力，在种苗培育等方面力促一些龙头企业和
“新农人”在种苗繁育等方面，从中下游向上游转
型，以种业振兴加快产业振兴。

青州博物馆新馆已进入准备状态
建筑面积达5万余平方米，展陈面积是老馆的5倍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3
月21日至24日，青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千
年古城 信美青州”春季旅游推介会走进济南、
泰安、济宁，活动共吸引了240余家旅行社和媒
体参加。
　　青州文旅推介团全面展示了青州的古城体
验、书画文化、花卉观赏、生态休闲、非遗民宿
等丰富的特色文旅资源和产品，引导广大游客畅
游魅力无限的春之青州。活动中，青州多家景区
与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现场发放宣传材料4380
份，达成近期来青意向团队87个。
　　通过此次推介会，济南、泰安、济宁等地从
业者对青州旅游资源和旅游业发展情况有了更细
致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拓展了青州客源市场，提
高了“千年古城 信美青州”美誉度和知名度。

青州春季旅游推介会

走进济南泰安济宁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生 通讯员
史海莹）日前，记者从青州博物馆获悉，因涉及新馆
文物藏品整体搬迁，青州博物馆老馆已于3月28日闭
馆，新馆（上图）也进入准备状态，等文物藏品整体
搬入后将正式启用。
　　青州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唯一的县级
综合性博物馆，其前身益都县博物馆始建于1959年。
1989年，迁入老馆现址。2017年，与青州古城、云门
山组成青州古城旅游区，晋升国家AAAAA级旅游

景区。
　　青州博物馆馆藏各类文物5万余件，国家珍贵文
物3000余件，其中明万历二十六年赵秉忠殿试卷填补
了我国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为海内外孤本；东汉
“宜子孙”玉璧和战国玉人是罕见的玉器珍品；香山
汉墓陪葬坑出土的彩绘陶器、陶俑是目前我国同时期
同类文物中彩绘保存最好的。1996年龙兴寺遗址窖藏
出土的400余尊佛教造像也是该馆珍贵藏品之一，这
些佛教造像数量多、品种全、雕刻精美、贴金彩绘保

存完好，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引起海
内外的高度关注，先后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被称为
改写东方艺术史的杰作。
　　近年来，青州博物馆深入挖掘馆藏文物资源，不
断提升文物展览、文化传承等效果，先后举办了青州
历史、龙兴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精品、香山汉墓陪葬
坑出土文物、古代陶瓷、古代书画、石刻雕塑和石刻
碑碣等重大展览活动。自2009年免费开放以来，青州
博物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观众接待量逐年增
加，在传播历史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青州博物馆副馆长杨华胜介绍，为进一步满足
文物保护和观众观赏之需，青州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
于2020年启动。新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领衔设
计，建筑面积达5万余平方米，展陈面积将是老馆的5
倍。新馆外观造型以中国传统建筑的“高台、阙楼”
为原型，用现代设计手法进行抽象简练。新馆分为展
览区、藏品库房区、技术保护区、公共服务区、办公
区、管理设备区等区域，具有文物保护、陈列展览、
科学研究、休闲娱乐等功能，为国内外观众参观展
览、学术交流、科学研究、教育休闲提供良好的学习
参观环境。
　　“新馆已基本完成建设，进入工程收尾阶段，主
要涉及建筑外道路铺设和广场建设等。”杨华胜说，
新馆启用后将是展现潍坊文化、青州历史的新地标，
成为潍坊和青州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一株毛收入45元 “小茄子”长成大产业
寿光孙家集“新农人”以种业振兴加快产业振兴

刘荣国（左）查看长茄种苗。

长茄长势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