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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吕晓磊
本报通讯员 朱红光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生产销售迎来旺
季。9月7日，在临清市新华路街道胡里庄
新兴食品厂，工人正加足马力赶制月饼，
配料、包馅、成型、烘烤，每一道工序都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

“胡里庄月饼是咱们临清的‘老字
号’，采用几十年的传统工艺，主要特点
是皮薄、馅多，物美价廉。”新兴食品厂负
责人刘铁刚说，现在村里通过“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本土企业”发展模式，推动“村
党支部+本土企业”多方协作，深挖月饼
经济，打造形成了以古月新昇合作社和胡
里庄新兴食品厂为代表的月饼产业链条。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传承，让胡里
庄月饼的名气越来越大，也让月饼产业成

为当地一张亮丽的名片。新华路街道西
胡村党支部书记丁刚介绍，在不久前新华
路街道“百企兴百村”村企联建·强村共
富行动推进会暨现场签约仪式上，6个村
企合作项目成功签约，涉及餐饮民宿、物
流园区、养殖加工、商超销售等多个领
域。

“根据今年的经济发展特点，我们指
导西胡网格党支部全面梳理闲置资源，摸
清家底，瞄准胡里庄月饼的生产优势，确
定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企业’集体经
济发展思路。并选定了具有一定市场基
础的新兴食品厂作为合作对象，通过党支
部领办的古月新昇合作社与企业共建的
方式，将企业发展与集体经济捆绑到一
起，达成‘支部参与、企业加工、集体获
益’的深度合作共识，预计每年为村集体
增加收入10万元以上。”说起胡里庄月饼

产业，新华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姚强滔滔不
绝。

为了支持月饼产业做大做强，新华路
街道通过外出考察，促成与外地食品企业
形成常态交流学习机制，帮助合作企业引
进成型、拌料、烘焙、包装等专业设备，提
升生产线标准，在保留胡里庄月饼口味的
基础上改进制作流程，极大提高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日均生产月饼 30000 余枚，

“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我们还挖掘
了本土糕点手工艺人，联合研发月饼新口
味，增加了鲜花饼、绿豆糕、口酥等特色糕
点食品，完善了产品链条，把‘节日性’产
品变为‘常态化’美食，预计中秋节销售额
能为村集体增收5万元左右。”对于即将到
来的中秋节，丁刚满怀信心。

小月饼“链出”大产业，村民们去月饼
加工企业工作，既实现了就近就业又能稳

定增加收入。新华路街道以村党支部委
托胡里庄新兴食品厂代加工为契机，通过
扩大生产规模，带动产业发展，协调解决
周边村民就业150余人。

如今，以月饼为媒，新华路街道不断
延伸“甜蜜链条”，深挖“胡里庄月饼”文
化，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其他月饼小作坊
共同打造胡里庄“乡愁记忆”美食，创建村
特色产业品牌，走出一条“一村一品”的乡
村振兴道路。

“中秋节为我们增添了新思路，而临
清市开展的‘百企兴百村’行动，给我们强
化了动力。近年来，我们通过项目签约、
村企结对、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上了一
批项目，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拓展与企
业的合作，把双向奔‘富’的路子走宽走
实，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该
街道党工委书记朱亮说。

“老”月饼散发“新”味道

■ 本报记者 韩庆阳 张英东

9月8日，东昌府区堂邑镇路庄新村，
浙江绍兴“90后”小伙包泽楠骑上从村民
家里租的电动车，挨家挨户“串门”。已经
来了两个多月的他，每天到处“闲逛”只为
一件事——挑“尖货”。

包泽楠口中的“尖货”，说的是品相
好、器型佳、未经雕饰的高品质葫芦，当然
价格也是极高的。“我已经在这儿订了80
万元的葫芦，最贵的一个花了 3500 元。”
包泽楠说，虽然他接触葫芦已三年，但从
事葫芦生意还是第一次。他把首站选在

了被誉为“中华葫芦第一村”的路庄新村，
看中的就是这里的葫芦品质和良好信誉。

葫芦，与“福禄”谐音，自古就有着吉
祥的寓意，在民间深受全国各地群众喜
爱。路庄新村党委书记王士滨告诉记者，
最近这几年，来村里挑“尖货”的客商一年
比一年多，每逢葫芦收获的季节，大街上
就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

葫芦有大有小，大的可以做摆件，小
的能做挂件或者在手中把玩。客商们挑
起“尖货”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有各的眼
光、各凭各的喜好。“一看嘴，二看肚，三看
腰，四看脐。”王士滨介绍，葫芦不论大小，

主要看器型和品质，“五看中轴线，拿起来
放桌上，不用底座就能放稳的，就是好葫
芦。”

在堂邑镇教场李村村民金英家的葫
芦田里，记者注意到，一些还长在藤上的
葫芦上方，绑着蓝色或黄色的标志。“这些
葫芦都是被客商早早订下的，他们看中哪
个，就会在哪个上边绑上自己的标签。”金
英说，如今的葫芦不愁卖，只要管理到位，
保证葫芦长势良好，就能卖个好价钱、有
个好收成。

小葫芦里有大生意。路庄新村有
300多年的葫芦种植历史，辐射带动周边

村镇一批村民走上了致富路。目前，堂邑
镇95%以上的人都在做葫芦生意，形成了
集葫芦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化
经营模式，葫芦种植面积达1.2万亩，种植
户 1900 余户。数据显示，东昌府区的葫
芦销售额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5%，年综合
效益16亿元。

在包泽楠看来，葫芦市场火热、“尖
货”的紧俏，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
百姓生活的充实富足。“大家有钱了才会
买来玩，没钱谁会买这个。”接受完记者的
采访，包泽楠骑上电动车，转身奔向了下
一处葫芦田。

葫芦村里挑“尖货”

本报讯（记者 姬翔 通讯员 赫鹏） 9月4日，聊城市防办与河
南省濮阳市防办举行金堤河雨水情跨省共享机制合作协议签订仪
式，共同签署《金堤河雨水情跨省共享机制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聊
城市、濮阳市关于金堤河防汛的合作力度、合作广度、合作深度，实现
两市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建立两市金堤河防汛协调联动、
通力合作新格局，打造两市团结治水新标杆。

本次金堤河雨水情跨省共享机制合作协议的签订既是聊城市
及濮阳市加强信息共享、提升防汛抗旱能力的重要契机，又是通
力合作、互信共赢精神的体现，双方将继续深化合作，强化监测预
警，优化资源配置，全力确保金堤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地区的防洪
安全。

聊城濮阳签订金堤河雨水情
跨省共享机制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徐敏 通讯员 范林君 王洁）“之前，对涉嫌跨地
区网络销售违法行为的取证比较麻烦，现在签署了跨区域协作协议，
取证周期由原来的最快10天压缩到1个小时以内，监管效能实现了
质的提升。”9月7日，冠县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科科长刘洪
举颇有感触地说。

今年7月17日，冠县市场监管局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
管局签署了《网络交易监管跨区域协作协议》，双方达成战略合作，
正式对接杭州市“红盾云桥”智能协作平台，打通了冠县市场监管
局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淘宝、天猫、1688等多个网络交易平台的数
据链接通道，通过平台能够完成网络违法案件的移送移交、网络经
营主体信息比对、网络违法案件数据协查、网络经营者经营信息共
享联动，为高效解决网络交易行为违法案件调查取证提供了技术和
数据支撑。

“智能协作平台实现了违法案件线索移送、网络案件协查、通知
平台对违法网店经营者采取相关措施等工作，有效解决了异地协查
时效差、网络数据调取难等问题，让我们能够对案件违法事实准确定
性，必要时及时采取扣押封存等强制措施，防止违法物品藏匿转移。”
冠县市场监管局局长刘晓勇表示，冠县市场监管局将依托智能协作
平台持续推进“以网治网”，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网络交易监
管智能化水平。

冠县

“以网治网”提升网络监管效能

9月4日，在我市工人文化宫游泳馆，不少市民前来游泳健身。近年来，我市各级工人文化宫充分发挥公益性服务性保障功能，坚持以服务职工为主责主业，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打造了一系列普惠、公益、有工会特色的服务项目，切实增强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 吴建正

本报讯（记者 岳耀军）9月5日，聊城市交通运输局启动“政府
开放月”系列活动，邀请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新闻媒
体代表走进聊城市公交集团新能源汽车公司沉浸式体验智慧公交，
为公交发展和交通运输发展建言献策。

活动中，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观了聊城市公交集团智能调度中
心、公交发展史展厅，实地感受聊城公交集团在民生公交、绿色公
交、智慧公交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对近年来我市公共交通发展给市
民带来的便民、利民、惠民效果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赞许。在随后
召开的座谈会上，代表团成员交流了日常乘坐公交的感悟和体会，
围绕提升服务质量、发展定制公交、加密社区公交线路班次等方面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针对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市交通运输局及公交
公司一一详细记录并进行了现场解答。

聊城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闫友亮表示，此次“政府开放
月”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增进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支持，也
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更多来自基层的声音和智慧。市交通运输局将继
续举办类似活动，不断探索和完善政民互动机制，努力构建更加开
放、透明的政府治理体系。

聊城市交通运输局

启动“政府开放月”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