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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泊岚：“立体草莓”助农增收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村村有好戏

　　田横镇雄崖所村位于田横镇北

部，是“蓝湾薯乡”乡村振兴示范区

核心区域。村党委坚持“抓好党建

促发展”一个中心，通过“党建+产

业”“党建+服务”等，切实发挥党建

在各个领域的统领作用，提升基层

治理效能。

　　田横镇三面临海，山岭地多，沙

质土壤和充沛的雨水，形成了特有

的富含矿物质的生态环境，农民素

有种地瓜的传统，但地瓜品种单一、

缺乏精深加工，农户收入不高。田

横镇雄崖所村党委书记滕吉强说：

“虽然现在地瓜不愁卖，但是生鲜地

瓜销售时间短，对果型要求高。所

以我们想做深加工，提高地瓜附加

值，但是资金成了我们面临的难

题。”

　　了解到产业发展的困境，田横镇

党委政府积极指导雄崖所村成立强

村共富公司——— 青岛雄崖所绿色食

品有限公司，与青岛乐泉种植有限公

司深度合作，从种苗培育到精深加工

引领全产业链升级。滕吉强说：“田

横镇党委政府了解后，为公司与农商

银行牵线搭桥，帮助我们成功贷款授

信100万元，把资金缺口补上。现在我

们的公司开始运行了，又引进了直播

平台，我们的地瓜越卖越好。”

　　走进雄崖所村绿色食品有限公

司，工人们正在有序对甘薯进行深

加工，经削皮、洗净、蒸煮、烘干、切

片等步骤后，小小的甘薯就成为了

村民增收的致富果。自动深加工生

产线投用后，可为村集体年增收近20

万元，还可以带动周边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增加收入。党建引领聚合

力，平台搭桥促共富，雄崖所村走出

了一条共建共富的新路子。

　　村民蓝旭立说：“经朋友介绍我

来到这个食品厂，找这个工作也挺

好的，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挺方便

的，老板对我们这些员工照顾的很

好，员工们相处的也特别好。”

　　雄崖所村党委不仅注重产业发

展，更是汇集各方力量、整合社会资

源，构建共融、共享、共赢的党员群

众服务平台。创建之初，村党委综

合村庄特点、人群特征、服务半径等

因素，让党员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

到组织，享受便利服务，切实画好党

群“同心圆”。

　　据介绍，以雄崖所党群服务中

心提升为契机，田横镇雄崖所村引

进了国家长护医疗试点全康门诊，

立足雄崖所村向田横镇扩展，辐射

周边镇街，为老人做长期护理服务，

吸纳妇女就业，让村里的老人享受

到现代化养老服务。

　　在照护队伍建设上，村党委积

极鼓励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剩余劳

动力特别是妇女参与护理工作，经

岗前技能培训合格后参与本村或邻

村失能失智人员的生活照料工作。

村民既增加了家庭收入，也满足了

当地失能人员的照护服务需求。

　　即墨全康门诊长护工作人员姚

珊珊说：“我是全康诊所的长护工作

人员，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老年失

能人员上门测量血压，用药指导，进

行生活照料。针对这些失能老人，

党群服务中心也购置了一批设备，

失能老人可以享受这些医疗服

务。”

(周靖 张燕)

田横镇雄崖所村：

党建引领聚合力 基层治理“活”起来

　　1月1日，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开启正式

登记阶段，作为普查对象需要了解哪些信

息呢？

　　1.为什么要先入户清查再登记填表？

　　在2023年6月-12月开展的是单位清查，单

位清查是经济普查正式登记的基础和关键环

节。经普办根据单位清查结果，一套表单位

审核确认结果和部门确认结果，编制形成经

济普查单位名录，在普查正式登记开始后采

集普查数据。

　　2.我能不能不参加经济普查？

　　普查对象不能拒绝参加经济普查。经济

普查对象有义务接受经济普查机构和经济普

查人员依法进行的调查。对拒绝或妨碍普查

机构、普查人员依法开展工作的行为，或虚

报、漏报普查资料的普查对象，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相应条款予以处罚。

　　3.哪些红线不能碰？

　　不能虚报、不能瞒报；不得拒报、不得迟

报；不得伪造普查数据；不得篡改普查数据。

　　4.我要准备什么资料？

　　单位：需要准备经营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证等相关资料。准备2023年财务报表

以及与经济普查有关的会计、统计和业务核

算等原始资料(如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

增值税申报表)。

　　个体经营户：需要准备2023年财务数据

(如2023年营业收入、2023年营业支出)。普查

对象不同，普查内容不同。一套表单位普查

登记表、非一套表单位普查登记表、个体经营

户抽样调查登记表和部门普查登记表这四种

类型的登记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号

入座。

(苏雅凝)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正式登记常识

“码上整治”织密安全生产

风险“防范网”

　　近日，记者从我区召开的安全生产分类分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以来，我区统筹发展与

安全两件大事，积极探索构建企业标准化、园区规

范化、监管智能化、执法精准化的安全治理新模式，

完成了安全生产分类分级信息摸排系统设计，组织

专家对省安委办针对工贸8个行业领域出台对应的

安全诊断标准进行量化归类，理清了企业监管“家

底”台账，系统全面的帮助企业诊断存在的风险和

隐患。

　　为高效完成事故隐患闭环整改，我区创新采

用“码上整治”，为每个企业、镇街建立跟踪二维

码。区应急管理局将有序推进企业初次分类定

级工作，在分类定级基础上开展园区达标创建工

作，帮助企业探索实施安全生产的差异化监管，

着力破解责任落实难、监管效能低、管理粗泛化

等实际难题，推动安全生产由被动监管向主动预

防转变。

(韩宝江 张燕)

　　正值寒冬，位于段泊岚镇刘家

庄社区的即发现代农业基地内，“立

体草莓”迎来收获季。近年来，基地

通过采用“草莓新品种+滴灌节水设

施+温室立体基质栽培”的模式，大

力推进特色农业草莓种植向产业化

发展，形成了集草莓育苗种植、销

售、观光采摘于一体的综合性高效

农业示范园，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记者走进基地大棚，一

排排栽培槽整齐地排列在钢架上，

一颗颗草莓吊挂在半空中，颗粒饱

满、颜色鲜红。“立体草莓”相比

地上种植的草莓，不仅实现了种植

空间利用最大化，还打造出了全新

的有机生态循环模式，其果肉细

腻，入口清甜，深受消费者欢迎。

即发现代农业基地技术负责人李

斌介绍：“我们基地采用的立体种

植草莓技术，是从日本引进的。草

莓品种是章姬，草莓从每年的九月

定植到来年‘五一’结束，结果期6

个月左右。通过基质栽培、水肥一

体化管理，草莓口感更加香甜多

汁。”

　　棚里几名工人正在熟练地采摘

草莓，李爱青是周边的村民，也是种

植基地里的一名产业工人，自从自

家农田流转给基地后，她每月收入

增加了3000多元。李爱青说：“我在

这工作10年了，活不重，工资收入也

可以。我们家的地流转到这里，流

转地也增加了一份收入。”

　　在即发现代农业基地内，像李

爱青这样的村民还有一百多人。能

从一名农民变成产业工人，这是当

地村民们几年前怎么也想不到的。

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

不闲着，都有收入。

　　这些变化，得益于2010年即发集

团成立的即发农业基地，基地通过

采取“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流转

了周边村庄的2000多亩土地从事农

业生产，村民在获得土地流转费稳

定收入的同时，就近到种植基地务

工，一年下来，有不错的收入。除了

“立体草莓”种植，基地还种植了黄

瓜、茄子等二十多个品种的蔬菜，销

售渠道主要是配送到即发蔬菜专卖

店、接受客户预订配送到家等，一到

采摘季供不应求。即发现代农业基

地生产负责人周全领说：“我们借助

绿色防控技术，确保消费者吃到绿

色健康食品。”

　　产业兴则乡村兴。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下一步，基

地准备在加强农业生产的基础上，

引进更多的品种和模式，让更多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

(文/吴超 张燕 图/梁孝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