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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邑绿田中成药种植合作

社，法人：徐祥志，法人章丢失，声

明作废。

●供货商：临沂久宏商贸有限

公司，工程名称：1002 项目临沂居

家养老中心，丢失核验单 11 张，单

号 ：LJ- 01091908280003- 1091-

1093- 1122- 1126- 1150- 1092-

1123-1127-1154-1124-1121。价

税合计：28415元，声明挂失。

●临沂市尝相思食品经营店，

许可证编号:JY13713020452009，经

营者：庄凌飞，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 赵 艳 ( 身 份 证 号 ：

372801197501020243）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购买白鹭金岸塞纳阳光组

团车位号：1-K1-D110，收据编号：

8871421，金额：70000元。因个人原

因，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临沂高新区中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给业主罗平雪，

收据编号：2293515 金额：10000

元 的 定 金 收 据 ，收 据 编 号 ：

2293407 金额：24000 元的首期款

收据，以上收据均丢失，声明作

废。

●王哲，身份证丢失，身份证

号：371326199109240039，声明作

废。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他人冒

用产生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临沂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丢失山东越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开具的机械费发票，票号：

04274840，金额：56700元，特此声

明。

●临沂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丢失山东越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开具的机械费发票，票号:

04274392，金额：90000元，特此声

明。

●临沂天元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丢失山东越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开具的机械费发票，票号：

04274382，金额:37075 元，特此声

明。

●临沭金盟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329087170044N，法 人 ：曹

华，公章：3713290012694 及财务

用章：3713290012695 一并丢失，

声明作废。

●临沭县华通百货商店，法

人：曹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71329MA3F9TFP4M，公 章 ：

3713290008618 及 法 人 章 ：

3713290008619一并丢失，声明作

废。

●临沂市临西九路工程施工

第二标段（01390130002）临沂宜

邦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金 额 ：

49552.5 元的人工费结算单（编

号：RG01392012150007）丢失，特

此证明。

●齐春香，身份证（证号：

372829196403166048）丢失，声明

作废。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他人

冒用产生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临沭县瑞捷冶金设备厂，丢

失公章一枚，编号:3713290083418，

声明作废。

挂失

论文

公告

订版电话/微信:

15905390098

友情提示：本栏信息仅为

持证人的单方及形式发布，

不作为最终有效法律认定依

据。最终以具有管理权限的

部门对其认定为准。

□临报融媒记者 闫春秀
通讯员 林 帅

一门家传120余年的手工
酿醋技艺——“陈记祥传统陈
醋酿造”，去年获评平邑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一瓶传
统手工陈醋，从原料到成品需
要酿多久？答案是，三年！

在工业化大潮席卷的当
下，传统手工酿醋技艺正一天
天萎缩。然而，在平邑县白彦
镇薛家哨村仍保留着一门传承
了4代人的手工酿造技艺，生
产出来的陈醋汤汁黏稠，风味
独特、鲜香味甘。日前，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访。

“传统手工工艺酿出来的

醋富含氨基酸、醋酸酯和多种人
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少盐无糖，
不添加任何色素、调味剂，最大
限度地保留了粮食的生物成分，
味道更醇厚、吃着更健康。”平
邑县记祥酿造厂的老板陈兴举，
边介绍边递过来一小杯醋让记者
品尝。

据介绍，“陈记祥传统陈醋酿
造”技艺由创始人陈君志在1902
年创建，距今已有121年的历史。
传统手工陈醋酿造主要以小米、
高粱、红薯为原料，固态发酵，历
经蒸煮、发酵、熏醋、淋醋、晒醋5
道工艺10余道工序。

蒸煮制醅，将精选好的小麦
粉碎加水配比蒸熟，制成曲醅放
入温室自然升温上霉；发酵，把

高粱、小麦、地瓜干粉碎，配比
一定量的稻糠或谷糠加水蒸透，
原料冷却后加入曲醅搅拌，放入
发酵缸，加酒精酵母和水进行发
酵；熏醋，取40％的醋醅熏蒸7
日，每日翻醅 1 次；淋醋，用
60％的醋醅与 40％的熏醅放入
淋醋缸淋出新醋。蒸煮、发酵、
熏醋、淋醋，前期酿制过程大约
需要90天。

精华品质，必由时间来沉
淀 。 陈 醋 的 要 诀 ， 在 于 一 个

“陈”字。新醋经高温灭菌后入
缸置于院落内，通过“夏伏晒、
冬捞冰”1至2年，卫生检验合
格后包装出厂。“一瓶传统手工
酿制醋，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
厂，通常需要1至3年时间，用

到100多口大缸。根据酿制时间
长短等要素的不同，陈醋出厂价
格也从每斤10元至30元不等。”
陈兴举告诉记者。

百年品牌一路闪亮，一方面
在于薪火传承，另一方面在于与
时俱进的创新发展。

20 世纪初，陈氏酿醋第二
代传承人陈文常通过家庭传授方
式继承了先辈的酿制技艺，从事
传统手工陈醋生产。新中国成立
之初，其子陈士明又从父亲手中
接过作坊，此时，陈氏酿醋早已
闻名乡里。

2019年2月，37岁的陈兴举
成为“陈记祥传统陈醋酿造”的
第四代传承人。期间，他虚心请
教长辈，外出考察学习，并借鉴

先祖“夏伏晒、冬捞冰”的陈酿
技艺，摸索出一套更为成熟的酿
制工艺，传统酿醋技艺得到进一
步升华。

“祖辈们都是架着铁锅烀酿
醋用粮材，我现在采用蒸汽蒸
煮 ， 减 少 了 污 染 又 提 高 了 效
率。”说到酿醋工艺，陈兴举一
脸的骄傲。

2022年6月，陈兴举在原有
酿制作坊的基础上翻新厂房，扩
大生产规模，成立平邑记祥酿造
厂并注册“太皇崮”牌商标，传
统手工酿醋技艺得到了发扬光
大。如今，他的酿造厂还增加了
传统酱油酿制，“陈记祥传统陈
醋酿造”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也正在申报中。

4代人，1张方，100口大缸，蒸酵熏淋晒……你知道吗——

一瓶醋需要酿多久？

山东手造 产自临沂

本报讯 （临报融媒记
者 化强 罗志强）高新区强
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淳化民
风，提升文明程度，倡树崇德
向善、文明节俭的良好风尚。

完善制度倡树新风。在全
区各村居建立完善丧葬办理、
红白理事会等制度，按照“四
议两公开”议事程序选举产生
红白理事会，制定符合村居实
际的红白理事会办事流程、制
度、章程，让群众在办理红白
事中有章可循，因地制宜引导
各村将移风易俗工作纳入村规
民约。目前，已在部分村居，
建设殡葬大棚，设立收账处、
吊唁处、餐厅、厨房等配套设
施，购置厨具、餐具、桌椅板
凳、音响等物品，接通水电
气，免费提供给群众使用，切
实为群众节省开支，“厚养薄
葬 丧事简办”理念逐步深入
人心。

加强宣传弘扬新风。依托
各村居“党建+微网格”，每
年与镇、村党员干部签订移风

易俗承诺书，带动群众树立文明
健康新风气。录制发放移风易
俗、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等倡议
书，通过村村响喇叭、宣传栏、
明白纸等形式加大宣传引导力
度，推动形成文明、节俭、健
康、绿色新风尚。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阵地作用，依托各村居移
风易俗志愿服务队，开展移风易
俗志愿服务宣讲活动。2022 年
以来，广泛开展移风易俗、讲文
明树新风、敬老爱老等志愿服务
活动380余场，惠及群众1200余
人。

示范典型带动新风。全区各
级妇联组织、各镇街、各村居组
织开展“美在农家示范户”“最
美家庭”等评选表彰活动，发挥
典型带动美德家风作用。2022
年以来，各级妇联共评选出“好
媳妇”210 名、“好婆婆”215
名、“最美家庭”359 户。引导
党员干部、文明单位、临沂好
人、文明家庭等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以党风带民风，以民风带村
风，切实弘扬新风正气。

高新区

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

□临报融媒记者 赵泽军
通讯员 郭宗平 寻增亮

记者日前走进“胡阳西红
柿”核心产区——费县胡阳镇
兴胜村的连片温室大棚，只见
红艳艳的西红柿挂满枝头，绿
叶掩映下长势喜人，菜农们采
摘、装筐，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多年探索，费县胡阳
镇种出的西红柿个大、皮薄、汁
多，在市场上有口皆碑，“胡阳
西红柿”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
估达到24.14亿元。

被西红柿映“红”好日子的
兴胜村曾经是个“负债村”。“村
子连间像样的办公场所都没
有，上任时挤在村头铁皮屋召

开村‘两委’会议，研究的头一
个议题就是如何还上 50 多万
元的历史欠账。”兴胜村党支部
书记姚国蓬记忆犹新。

姚国蓬在部队服役12年，
退伍后践行“退伍不褪志、退伍
不褪色”誓言，在家装建材行业
搞得有声有色。2021年4月，他
受地方党委召唤，毅然放弃蒸
蒸日上的生意和城市安逸的生
活，回村挑起村党支部书记的
重担。“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的那
一刻，我给自己定下目标，尽自
己所能，让乡亲们过上好日
子。”姚国蓬始终保持部队作
风，始终把困难群众放在第一
位，忠于职守，事事亲为。

兴胜村办公场所年久失

修，他积极对接镇政府改造提升
项目，争取县财政局资金支持，按
照资源共享、合理布局、一室多用
原则，新建兴胜村党群活动服务
中心，让群众活动有了场所、党员
活动有了阵地、教育培训有了场
所。

为全力推动农村公路建设，
姚国蓬带领村“两委”积极争
取，按照“四好”农村路建设标
准，新建环村公路一条，实现了

“组组通、户户连”。为了解决村
里排水不畅、道路积水的问题，
他带领全体村民，筹工筹劳，修
建 3000 米排水沟一条。实施农
村饮用水入户工程和沟渠清淤工
程，解决了198户村民的饮水和
生活污水排放难题，群众生活环

境持续改善。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里，他带领着全村党员干部群
众，把一个软弱涣散村变成了党
建工作先进示范村、市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

为增强村集体的“造血”功
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姚国蓬
聚焦西红柿特色产业，通过村党
支部领办胡阳兴胜果蔬专业种植
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
农户+市场”模式，流转土地
140余亩，建成高标准温室大棚
4个、连体棚27个、优质葡萄采
摘园1处，种植西红柿、葡萄等
高效作物，实现了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营销，增强
了产业发展后劲，擦亮了“胡阳
西红柿”品牌。

持续发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辐射带动作用，打破区域限制，
加强与周围村居和金丰公社、欣
宇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欣国启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社会力量合
作，探索“跨区协同、合作共
赢、抱团发展”的产业发展模
式，共同开展农资统销、西红柿
订单产销、闲散土地流转集约经
营、西红柿深加工、特色农业创
意产业园等项目。仅欣国启特色
农业创意产业园项目一项，建成
后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30 万元，
创造就业岗位50余个。

如今的兴胜村，已“焕新”
成为基础设施完善、大棚蔬菜稳
定发展的美丽农村，“蔬”写着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姚国蓬：

“兵支书”建功果蔬产业强村新战场

□临报融媒记者 王圣宇
通讯员 孙瑞阳

近年来，兰陵县锚定对接
长三角“三步走”先行区、全市
乡村振兴先行区定位，擘画蓝
图，谋篇定向，兰陵农发集团应
运而生、蓄势起航。

2022 年 12 月，兰陵农发
集团成立。集团下设山东苍山
蔬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兰陵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农开（兰陵）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兰陵振农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兰陵农联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兰陵农信外贸有限公司六
家全资子公司。

集团公司成立以后，主要
建设和运营中国临沂预制菜食
品供应链科技产业园、兰陵县
公益农产品批发市场、益丰园

智慧农业基地、新兴现代农业基
地、兰陵现代渔业基地等。

其中，智慧农业产业园区建
设与运营是集团重要工作。集团
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积
极推进对外贸易、现代农资经营、
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工程建设、种
业发展、品牌应用、设施农业新材
料新装备推广，打造农业全产业
链发展的“兰陵农发”样板。

在刚刚开幕的第十一届兰陵
（苍山）蔬菜产业博览会、第十一
届沂蒙优质农产品交易会上，兰
陵农发集团展示的玻璃智能温室
格外抢眼。该公司负责人介绍，与
普通温室大棚相比，玻璃智能温
室能够实现正负 0.5℃以内的精
准控温，通过模拟不同果蔬的生
长季节来生产订单产品，让消费
者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多种多样的
新鲜果蔬。在兰陵农展馆紧邻的

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大型智能温
室里立体种植的生菜、苦菊、紫蝶
等蔬菜，层层叠叠高达10层。“相
比普通温室大棚，玻璃智能温室
可以通过无土栽培实现立体种
植，生产空中草莓、空中生菜等高
附加值农产品，产量更有保障。蔬
菜的生长看似是时间的问题，实
际上是温度的问题。”有关负责人
介绍，普通的温室大棚只是冬季
辅热功能比较突出，但夏季的缺
点也很明显，会因温度过高而无
法种植。玻璃智能温室最大的优
势在于能够通过地源热泵、日光
采暖、光伏等，实现精准有效地
控制温湿度。

据了解，通过对温度、湿度
的精准控制，玻璃智能温室内能
够模拟不同农产品的生长季节，
还能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调整营养
液配比，从而按照市场需求和客

户要求进行订单种植，既能满足
客户对产品交付的时间、标准、
种植量等要求，还能非常方便地
解决重金属污染、虫害等难题，
有效提高了农作物的品质和附加
值。

“比如香椿的发芽温度是
15 度到 25 度，通过玻璃智能温
室精准控制温度，可以实现一年
四季有效种植，夏天可能只卖几
块钱一斤，冬天上市的新鲜香椿
就能卖到几十块钱一斤。”农发
集团负责人介绍，兰陵玻璃智能
温室的建设依托于兰陵设施农业
建设的雄厚基础，上世纪 80 年
代兰陵就建成了第一个蔬菜大
棚，到现在已经具备了 30 多年
的发展经验和技术积累，并且掌
握了温室内温湿度控制等方面的
技术核心。

采访中，兰陵农发集团总经

理王广兴告诉记者：“农发集团
成立以来，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种
植、养殖，集团下辖益丰园基
地，建设用于工厂化蔬菜生产的
智能温室7.6万平方米；现代化
渔场建有高密度养殖棚、中华蟾
蜍棚、锦鲤景观池、育苗池8万
平方米。我们的益丰园智慧农业
基地、现代渔业基地示范带动作
用日益凸显，受益群众不断增
多。”

“我们将围绕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布局，以现代农业为支撑、
以科技为引领，强化全球思维、
市场意识、创新意识，着力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打造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忠实履行富民强
县国企使命。”兰陵农发集团董
事长付成高表示。

因农而生 伴农成长

兰陵农发集团：现代智能农业先行者

本报讯 （临报融媒记
者 邵琳） 4 月 18 日上午，

“文化创意设计赋能山东手
造”行动第七站在临沂启动。

本次活动由中共山东省委
宣传部主办，旨在通过多种形
式挖掘、培养一批创新意识强、
市场思路活的手造艺人和文创
企业，形成辐射效应，助力“山
东手造”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现代
生活，更好地满足人们个性化、
时尚化、多元化美好生活追求。

活动现场，来自山东省文
化创意设计行业协会的专家们
通过专题讲座、专家咨询、企业
座谈等形式，对临沂手造产业

进行把脉问诊、咨询指导与创新
提升。专家们一致认为，临沂地域
文化内涵厚重，城市文化特色鲜
明，民俗资源丰富，为手造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形式多元的本
地素材。希望临沂手造以本次活
动为契机，在设计创新、IP赋能、
推广营销等方面实现整体优化升
级，从而成为推动山东高质量发
展的又一特色力量。

“文化创意设计赋能山东手
造”行动于2月14日启动，已先后
走进潍坊、济南、烟台、淄博、青岛
和枣庄六个城市，受到了广大企
业和非遗传承人的热情欢迎和高
度关注。

“文化创意设计赋能山东手造”

走进临沂

■实施“四雁工程” 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临报融媒记
者 胡雪莹） 4 月 18 日上午，

“魅力临沂”2022临沂符号美
术创作工程暨临沂市摄影获奖
作品展在临沂美术馆开展。

今年，市委宣传部、市文联
联合主办，市美术家协会、市摄
影 家 协 会 分 别 组 织 承 办 了

“2022 临沂符号”美术创作工
程和“定格城市新名片”临沂主
题摄影大赛。美术创作工程共

评出优秀美术作品200余件，摄影
大赛共评出获奖作品100余件。

本次展出的作品集思想性、
艺术性和时代感于一体，画家们
以灵动的线条、生动的造型、热
烈的色彩，艺术地描绘出沂蒙人
民所钟爱的人物、风光物产和历
史文化；摄影家及摄影爱好者用
光和影定格记录了临沂的人文风
情和地理地貌，展现了临沂跨越
发展的新时代画卷。

“魅力临沂”2022临沂符号
美术创作工程暨临沂市摄影
获奖作品展开展

4月17日，花农在沂河
新区白沙埠镇玉平花卉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棚里打
理花卉。近年来，白沙埠镇
大力发展高效苗木花卉产
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0余家，培育新农人500余
人，桂花、鲜切花、玫瑰等
苗 木 花 卉 面 积 达 3000 余
亩，亩棚年均收入达5万多
元。

（廖杰 王伟勋 摄）

苗木花卉助推

乡村产业振兴

本报讯 （临报融媒记
者 闫春秀）日前，人民日报
新媒体中心发布《乡村振兴传
播计划入围授牌函》，平邑县
获评全国首批“乡村振兴传播
基地”。

据悉，人民日报在 2021
新媒体高峰论坛上正式启动

“乡村振兴传播计划”。经对报

名的500余个县 （市、区） 自然
资源、人文资源、产业资源以及
传播能力、乡村治理等情况进行
综合评估和专家评审，平邑县被
列为全国首批“乡村振兴传播基
地”。届时，人民日报新媒体将
在内容扶持、品牌打造、直播带
货、县域经济报道等方面给予全
方位宣传支持。

平邑县获评全国首批

“乡村振兴传播基地”

本报讯 （临报融媒记
者 王友军 通讯员 朱孔
杰）4月14日，市城管局向全市
城 管 系 统 发 出 号 召 ，实 施

“12345·临沂首发”工作创新提
升行动，创建“沾边就办、为民
管城”临沂城管热线品牌。

创新提升行动实行“提速、
提级、提前”办理，提高 12345
热线工单的办结速度、回退速
度和回访速度。抓好责任压实、
源头治理、复盘分析、考核评
价，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城市
管理领域热线工作效能。贯彻
落实提高办结速度、实行提级
领办、提前“三色预警”等20条
硬措施。总体目标是全市城管
领域群众诉求总量持续下降，
市县两级城管部门承办工单总
量持续下降，办理响应率、群众

满意率、问题解决率持续上升。
创建“沾边就办、为民管

城”的临沂城管热线品牌。要求
全市城管系统在准确界定部门职
责分工、科学制定工作方案的前
提下，主动向前一步，勇于担当
作为。特别是对于涉及多个部门
职能的群众诉求，自觉落实“首
接负责制”，先把涉及城市管理
职责的事项快办、办好，再积极
协调配合相关部门解决剩余问
题。守好为人民管理城市的初心
使命，将其作为全市城管系统履
职尽责的标尺和对照检查的镜
子，在办理 12345 热线工单时，
主动用这个标尺来卡一卡，用这
个镜子来照一照，换到群众的角
度来看问题，站到更高的位置来
想办法，做到主动担当、履职尽
责。

创建“沾边就办、为民管城”热线品牌

市城管局实施“12345·临沂

首发”工作创新提升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