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山09
2024年4月2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董方义/美术编辑/姜涛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区域观察烟台日报

微信
大小新闻
客户端

今年，福山区印发《福山区市
场主体行政处罚失信信息信用修
复攻坚年实施方案》，计划分5批
次下发修复对象名单，对2021年
以来所有行政处罚信息“应修复
尽修复”。

记者从福山区发改局获悉，
截至目前，已修复失信信息 44
条，有效降低失信对企业的不良
影响，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同时，

也督促企业增强责任意识，合法
合规诚信经营。

福山区精准修复企业“信用
裂痕”，为经营主体带来新希望，
让失信主体重新获得“信用牌
照”，获益的远不止是失信主体，
对优化营商环境、构建诚信社会
也具有积极作用，建立完善信用
修复机制意义重大且影响深
远。 （邹春霞 穆文霞）

修复企业“信用裂痕”
福山区让失信主体重获“信用牌照”

4月15日上午8点，福山区
臧家庄镇中桥村“赶山会”文化
惠民活动拉开序幕。活动现场，
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辖区居民足不出村就可以感受
文化的魅力，营造了良好的文化
氛围，有力地助推了乡村文化振
兴。

胶东大鼓一字排开，春雷般
铿锵有力的鼓声瞬间将热烈欢快
的气氛拉满。观众们纷纷驻足欣
赏，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伴着
鼓点，7支乡村表演队轮番上阵，
表演者们身着鲜艳服饰，以饱满
的热情、优美的舞姿，把浓厚的文
化气息传递给现场的每一位观
众。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舞龙和打
鼓表演。只见舞龙者们身着鲜艳
的服装，手持龙头，在音乐的节奏

下翩翩起舞，时而翻腾跃起，时而
盘旋而下，现场喝彩声不断。随
后，由43人组成的打鼓队手持鼓
槌，随着鼓点变换着节奏和步伐，
铿锵有力的鼓声回荡在整个村
庄。

为办好本次文化活动，中桥
村党支部进行了精心安排，参与
演出的文艺队伍也进行了多次彩
排，村党支部书记王淑清多次带
领村“两委”现场指导。本次文化
活动当中的“大鼓”表演，是该村
整合四个村的表演人员组成的43
人参演队伍，为提高表演的和谐
性和统一度，中桥村党支部委员、
妇联主席、计生主任潘卫玲作为

“领头鼓”，先后组织3次集体排
练，最终取得良好的表演效果。

（侯云起 权立通）

中桥村举办“山会”活动
有力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为了最大程度地惠企便民，
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事，福
山区人社局服务大厅窗口常态化
向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延时服
务”。只要窗口还有办事群众，工
作人员就会提供延时服务，直到
办完最后一件事。

记者还了解到，福山区人社
局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区。不
仅可以在8小时工作时间为企业

和办事群众提供自助服务，省去
排队时间，缓解窗口办事压力，还
可以在8小时工作之余，解决上
班职工请假办事不方便的问题，
为办事群众提供不间断智能服
务，弥补了办事窗口工作时间以
外的服务盲点，打通了信息惠民
的“最后一公里”，让服务能够真
正实现全天候、无间断、多功
能。 （邹春霞 吕政君）

办完所有事再下班
福山区人社局服务大厅窗口提供“延时服务”

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作为无
形资产的价值，福山区市场监管局
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
惠企”行动，大力推进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工作，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
题，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落实。

此次行动，区市场监管局通
过实地走访的方式将知识产权质
押贴息申报政策解读给相关企

业，指导企业填写申报书并准备
相关申报材料。同时搭建沟通合
作桥梁，引导企业对接金融机构
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最大程度
减少企业申报出错率，降低企业
申报压力。2024年，先后走访企
业40多家次，协助17家企业办
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项目 20
项。 （邹春霞 安嘉 丛瑜）

让“知产”变为“资产”
福山区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行动

为着力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
作，福新街道探索建立商会统战
工作联络员制度，着重从人员选
配、工作职责、评估考核等方面健
全工作机制，推动统战工作向基
层商会全覆盖，更好服务民营经
济“两个健康”。

通过聘请商会党员负责人担
任，或是向商会选派党员干部担
任的方式，每个商会配备1—2名
统战工作联络员。要求政治立场
坚定，具有较强的政治把握、沟通
协调能力，具有开展统战工作特
别是非公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经
验，具备胜任工作的理论基础和
业务能力。主要职责是：开展思

想政治引领，搭建政企沟通平台，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规范商会组
织建设，指导推进商会和企业党
建工作，开展“四好商会”创建;引
导商会加强行业规范自律，履行
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百企兴百
村”等光彩事业行动。

街道、村居社区分级建立统
战工作联络员台账，定期召开业
务培训、工作推进会，总结交流经
验。分类细化职责内容和评价标
准，分级向统战部和工商联书面
述职，开展年度考核。每年以统
战部和工商联名义评选表扬优秀
统战工作联络员。

（邹春霞 董琪）

建立商会联络员制度
福新街道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更好服务

22日上午，记者在福山区山
威路看到，市政维修人员正手持
铁锨、铁耙等工具，用冒着热气的
沥青料对破损的道路坑窝进行填
补，随后压路机将填补好的沥青
料压实，原本坑洼不平的路面，在
一番人机配合下变得平坦如新。

据了解，由于去年冬季极寒
天气带来的持续低温和连续降雪
等不利天气影响，且部分道路建
设年代较早，在车辆荷载作用下
出现道路坑洼、裂痕等破损现
象。随着天气逐渐升温，福山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中心立即开
启了破损道路热沥青全面维修，
已于3月完成了臧家西路（小河
子北路—柳子河路）西半幅、港城
西大街（河滨路—福海路）沥青整
体罩面2.4万余平方米。

4月启动对 2023 年移交的
福新10余条道路和9条高速辅
路的坑洼修复。

为减少施工对道路交通的影
响，福山环卫中心在施工期间采
取了夜间错时作业、单车道短距
离临时封闭等措施，并加强维修
精细化作业管控，重点对坑槽清
扫、结合油喷洒、沥青摊铺厚度和
平整度、井边顺接和碾压效果等
作业细节采取全流程监督方式，
确保道路精细化维修效果，维修
过后的道路与原路面很好贴合，
有效减少路面病害的继续扩展。

截至目前，福山区已完成同
兴路北段、福新路南段等18条道
路坑洼修复，维修面积约1.1万平
方米，余下破损路面将于6月底
前完成全面修复。（姜晓 王芳）

修复道路“伤口”
福山区开展雪毁城市道路专项整修行动

张格庄镇打造樱桃生产、加工、销售、文化、旅游全产
业体系，延链补链强链做成大产业——

“链”上樱桃味更鲜

东厅街道优化乡村创业环境，吸引城里人成为“乡村振兴合伙人”——

城市青年的“莓”好创业

孙
郡
正
在
查
看
蓝
莓
长
势

孙
郡
正
在
查
看
蓝
莓
长
势
。。

“我的蓝莓，一亩地的产值超过7万
元。”仲春时节，记者来到福山区东厅街道
解字崖村，在村西的3座蓝莓大棚前，80
后“乡村振兴合伙人”孙郡告诉记者，自从
在街道和村里支持下兴建起智慧管理蓝
莓园，自己的“乡村创业”实现了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乡村振兴合伙人”制度给
80后乡村创业插上翅膀

走进孙郡的蓝莓大棚，只见一株株蓝
莓树枝上，或青、或蓝的蓝莓长势喜人。

“今年一上市价格就过百元。”孙郡告
诉记者，这3个占地约5亩的蓝莓大棚，
2017年建成后第二年就结果产生效益。
东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范冬冬介绍，从出
生到成年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80后青年
孙郡，是到解字崖村“走亲戚”时，遇到街
道机关干部进村宣讲。他对“在各村建服
务站点，为创业青年提供土地、技术、管理
等政策服务包，从品种筛选到技术支撑，
从人力保障到产品促销，提供全过程无缝
隙服务”的“乡村振兴合伙人”制度，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政府搭台、合伙人唱戏，不仅个人收
获了事业发展，还带动集体经济发展，这
是合作共赢啊。”富有经济头脑的孙郡，顿
时来了兴趣，经过多次磋商、实地考察，决
定到解字崖村投资创业。村委组织人手
在交通便利、平坦开阔的地方平整出5亩

土地，街道农业站联系市农科院蓝莓专家
定向提供全过程服务，孙郡投资60万元
建大棚、买来优质种苗，很快，3座蓝莓大
棚建起来了。

孙郡的蓝莓专供礼品市场和大型商
超，第二年亩产超过1000斤，产值超过7
万元/亩，三年便收回成本。

“蓝莓革命”让农业新质生
产力产生“芯片”效应

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要栽培出好蓝莓，
品种更新是关键。

“烟台农科院把
这里纳入蓝莓实验
基地管理，我们已
联手培育出几
十个蓝莓新品
种。”不仅如
此。孙郡
说，一场
新的“蓝莓
革命”正在
这片土地上生
根发芽。

近年来，东厅
街道邀请专家开设

“田间课堂”，手把手
培训指导新农人，专家
团队与农户建立起长期

“一对一”或“多对一”联系，把新技术、新
理念传递到乡村一线。

孙郡也是受益人。
慢行在蓝莓大棚中，孙郡向记者展示

他手机上的软件：“我在蓝莓棚里安装了
智能精准肥水系统、温室气候控制系统等
先进技术，通过手机APP可随时查看每个
大棚的空气二氧化碳浓度、空气温湿度、
土壤温湿度、光照强度等实时动态数据，
并实现一键浇水、自动开合通风系统等精
准高效的远程操作。”

孙郡说，新“装备”根
据植株的水分蒸腾量参
数指导精准补水，减
少了尾液排放5%以
上，施肥精准度达
到95%以上。

“ 我 们 的
实验，是发展
农 业 新 质
生产力推
动 高 质
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
也是促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
着力点。”市农科

院蓝莓专家顾亮
说，孙郡的智慧蓝莓

基地正是生物技术、
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社

会科学技术交叉融合为特征的“大农科”
在基层的探索实践，为农业领域新革命积
累了前沿经验。

蓝莓上“村播”，让更多人
共享“莓”好

“现今，主播成为‘新农人’，手机成为
‘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数据成为
‘新农资’。”孙郡说，几年来的乡村创业，
让自己也眼界大开。

近年来，东厅街道围绕大樱桃、桑葚、
蓝莓、小米等特色农产品，启动“乡村振兴
村播讲堂”项目，筛选大学毕业生、返乡农
民工、退役军人等，培训主播和客服等60
余名“新农人”。政府引导高标准建设电
商村播基地，宣传和推广特色农副产品。

“村播”带来了流量，也推动了城乡资源要
素流动，带动了人才回流农村、乡村产业
发展和农产品渠道升级。

一个新的计划开始在孙郡心底萌
发。他又建起总面积5亩地的蓝莓苗圃，
选育优瑞卡、F6、L25等四个新品种，开启
了蓝莓的“链式发展”。目前，他的出圃苗
木已从每年一两千棵发展到近万棵。

“时不我待，必须抢抓机遇。”孙郡告
诉记者，近几天自己正忙着注册电商公
司、申办苗木销售许可……紧锣密鼓地筹
建电商平台。一两个月后，他们的村播平
台就会在抖音上线。

（权立通 陈俊飞）

樱桃，素有“北方春来第一果”的美
誉，是福山区张格庄镇当家产业。这个紧
邻烟台市最大水源地门楼水库的小镇，仅
樱桃种植就有2万余亩，年产值近3亿元，
被誉为“中国大樱桃第一镇”。

福山区张格庄镇打造樱桃生产、加
工、销售、文化、旅游全产业体系，延链补
链强链做成大产业。在暖棚大樱桃大量
上市之际，记者探访福山大樱桃产业的

“鲜”味儿之旅。

延长樱桃销售链
聚力深耕“科技果”

暖春四月，福山区张格庄镇楼子口村
丰宝大樱桃基地的樱桃大棚，一人高的樱
桃树郁郁葱葱，硬币大小的樱桃红中泛
亮，果满枝头。

“基地总面积60余亩、共20个暖棚，
今年主要的品种就是美早，产量大概是三
四万斤。”张格庄镇丰宝大樱桃基地负责
人刘峰说，目前暖棚大樱桃价格80元-
100元一斤，日均卖出两千斤。

咬上一口张格庄大樱桃，脆甜多汁，
沁人心脾。大樱桃好吃，得益于优越的自
然条件。“张格庄镇地处北纬37度黄金纬
度带，昼夜温差大，适宜樱桃糖度积累，土
壤有机质丰富、水质好。”张格庄镇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闫顺杰介绍说，张格庄
镇具备大樱桃产业发展优质资源禀赋。

“樱桃好吃树难栽，种樱桃得考虑土
壤、气温、湿度、浇水、施肥等各种因素。
我们建设的‘数字大棚’可以实时监测大
棚内的温度、湿度和养分，可以远程调节
大棚各项指标，更好地控制作物生长的环
境。”刘峰说，“数字大棚”采用水肥一体
化、自动滴灌等技术，管理可以由电脑来
自动化作业，实现科学种植、增产增效。

种得好，但如何卖得俏？
“建冷库，错季销售；精

分选，品牌销售；强冷
链，电商销售。”这
是张格庄大樱
桃精准对接

“大市场”
的答案。

在张
格庄大樱
桃交易市
场，这里设
有冷库、预冷
机、自动分选设
备等冷链供应设
施。

“再过些日子，福山凉地樱桃上市，
这里用‘人山人海’形容也不为过，这是全
国最大的镇级大樱桃集散地，去年一年的
交易额是3000万斤，交易额达3个亿。”
闫顺杰自豪地说，别看这个镇级市场，是
全国樱桃批发价格“风向标”。

“从春节时抢先上市，到现在暖棚大
樱桃大量上市，我们的大樱桃销售一直
延续到六月中下旬。”闫顺杰介绍，张格
庄镇建有涵盖分选、低温节能预冷中心、
供应链平台、线下交易中心等大樱桃全
产业链的综合平台，冷藏中心的冷藏保
鲜技术可延长大樱桃保鲜期，确保大樱

桃保质保量到达买家手中。

提升樱桃价值链
聚力塑造“品质果”

谁能想到，眼前一株株绽放着白色樱
花的苗木，它是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国家

“洋”品种。
在张格庄镇姜家村的大樱桃品种研

发中心，数万棵来自世界各地种植区的樱
桃苗木正在培育，这里，犹如

一场樱桃苗木的“博览
会”。

“我这是烟
台地区品种
最全、更新
最快的樱
桃苗木基
地 ，目 前
有 20 多种
国内外最好

的樱桃苗在
此进行培育。”基

地相关技术人员吴
鹏介绍，作为樱桃优质苗资

源库，每株苗木都是“万里挑一”选出来
的。

“今年重点培育的俄八、佳红、南洋等
四个品种。就拿俄八来说，它果大，成熟
期晚，比美早口感更好。樱桃嘛，要比现
在市场上卖的个头大、口感好、有特点，才
能卖上价格。”吴鹏说，通过试种、培育，优
选出适应本地环境的苗木，仅今年1—3
月，基地便对外销售苗木500万棵。

大樱桃好看、好吃、又好卖的背后，是
品种更新。

“大樱桃产业升级迭代，分三个方面：
引进、优选和繁育。我们依托姜家村的大

樱桃品种研发中心，规划建设国内高标准
樱桃良种无病毒苗木繁育组培试验室，引
进、筛选与繁育新一代甜樱桃优质品种，
筛选出适宜烟台地区应用推广的优新品
种，加快品种更新迭代。”闫顺杰介绍，镇
上还引进省级农业龙头企业顺泰植保公
司，打造完成年出苗20万株的国内顶级
大樱桃育苗基地。

瞄准产业链前、后端做文章，福山不
断延伸产业链，让福山大樱桃从“卖一季”
到“卖三季”，从“论堆卖”到“论个卖”。

福山为强化大樱桃产业科技和人才
支撑，组建大樱桃产业发展顾问团和专家
智库，依托专家科研、经验、学术优势，加
大优良砧木和新品种引进力度，助力大樱
桃提质增收。同时,免费发放卡门、佳红、
俄八等优新苗木，加快新品种推广速度。

发放大樱桃低息“果香贷”、对新建成
方连片的防霜遮雨棚有补贴……新品种
新技术加持新推广模式，使大樱桃产业链
条越做越优。

拓展樱桃经济链
聚力结出“振兴果”

走进张格庄镇张格庄村现代农业示
范园，种植大户王锋喜正仔细观察来自智
利、美国等地大樱桃树的长势，他新建的
11个樱桃大棚今年一月份刚投用。

“我这儿的樱桃树，以结佳红为主，比
水晶个儿大还甜。”王锋喜望着一株株果
树的样子，如同望着茁壮成长的孩子：“一
株果树2000多元，一个棚是90株左右。
今年，大樱桃苗要活起来，等明年以后就
有收益了。”

王锋喜家果园与普通的樱桃树种植
不大一样，两排樱桃树间，有近两米半宽
的土，预留播种林下菇。

“刚种上蘑菇，主要用的就是废弃樱
桃枝、玉米芯等植物秸秆粉碎发酵，配合
上菌种，林上产大樱桃，林下种菌菇，菌
菇又作为有机肥返还给樱桃树，提升樱
桃的品质，‘果菌间作、立体种植’，通过
这种方式来提高樱桃产业的亩均效益。”
王锋喜合计着，一个棚的菌菇收入能增
收五六千块钱，最起码一年的工人费用
不用愁了。

大棚的东侧，正在建设新的育苗基
地。“我们现在做这个实验，是为了给村里
老百姓选拔品种。将来樱桃苗培育成功
了，全部移栽到这个地方，专门分给老百
姓。”谈起将来，王锋喜满含希望：“咱张格
庄这不是‘大樱桃第一镇’嘛！就得打造
自己的樱桃品牌。”

为大力推进“樱菇互补，双产驱动”的
发展模式，福山全面开展食用菌栽培技术
推广以及食用菌养生菜研发等全产业链
发展，与大樱桃采摘、乡村微旅游有机融
合，配套住宿设施，拓展研学、采摘等业
态，打造“采、游、购、吃、住”一体的食用菌
产业园。

用好一方水土，做好“土”字文章。福
山区延伸产业链，将大樱桃打造成涵盖生
产、加工、销售、文化、旅游等多个环节的
产业体系。

樱桃酒、樱桃汁、樱桃保健枕、樱桃面
膜……在张格庄镇大樱桃博物馆，琳琅满
目的大樱桃衍生品把货架摆得满满当当。
福山区挖掘樱桃精深加工经济链，研发深
加工系列产品，不断提升樱桃附加值。

不仅如此，福山区充分挖掘红色大樱
桃采摘游、金色静心文化游、蓝色环库风
光游、绿色果蔬体验游、青色民宿休闲游
等色彩元素，打造“醉美樱桃乡，五彩张格
庄”旅游品牌。

（邹春霞 潘丹丹 王秀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