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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口镇坚持向闲置资源要

效益、向低效用地要产出，通过

盘活闲置土地、厂房，实现资源

利用最大化，打造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

　　眼下，总投资4亿元的国茂

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一期主体

建设完成，即将转入地面施

工。项目所占的55亩土地曾闲

置多年，2023年，金口镇通过招

商引资，引入国茂汽车零部件

生产项目，盘活了这片闲置土

地。国茂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

负责人成志强说：“从拿地开

始，政府就有专人跟我们对接，

不管是从手续的办理，流程的

进展，一直给我们专业的指导

和建议，施工过程当中有什么

困难，积极地给我们协调相关

部门进行解决。我们的进度比

预计提前一个月左右，项目达

产之后，年产值可达7亿元。”

　　为进一步盘活闲置资源，

拓宽发展空间，2023年，金口镇

把低效闲置土地、闲置厂房建

立台账，逐一研究盘活方案，实

施精准招商。青岛恒普威科机

械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泵及真

空设备的企业，项目落地后急

需投产，当地政府了解到企业

需求后，积极牵线对接，为项目

找到了一栋闲置的标准厂房。

青岛恒普威科机械有限公司生

产经理徐士彬说：“这个厂房的

基础建设条件，包括行车、地

面、水电正好符合我们的预期，

我们一拍即合，实现了一期项

目的落地。目前，基础设备已

经到位，具备初步的生产能

力。”

　　目前，金口镇已盘活闲置土地5宗，共261亩、闲

置厂房1万平方米，为项目落地解决了土地指标紧

缺的难题。为做好项目服务保障，金口镇还建立一

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张清单、一抓到底的工作机

制，全力助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效。

　　金口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土地要素保障，有效盘活闲置

低效用地、厂房，做好项目用地保障，加强项目服务

力度，对重点项目实行两名专员对一个项目的‘2+

1’精准服务，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载体支撑。”

（顾相林 迟文功 宋学凯）

　　日前，青岛田瑞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青岛润恒苑畜牧科技有限公

司顺利通过国家级畜禽养殖标准化

示范场复验，田瑞智慧畜牧养殖入

选全国智慧农业优秀案例，均为青

岛唯一，蓝天伊势等4家企业成功申

创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智

能牧场和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

　　近年来，区农业农村局不断优

化畜牧产业布局，调整生产结构，转

变生产方式，在发展规划、产业升

级、科技引领等方面进行突破，扎实

推进现代畜牧业发展。

　　稳产强基，加快构建产业新结

构。该局坚持“稳猪、扩牛、壮禽、强

奶、增羊、培新”，推进畜牧业结构调

整，稳定畜禽及产品产能，推动养殖

标准化发展。集中整合土地资源，

嫁接引入10余个高端畜禽养殖项

目。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在养殖基

地周边因地制宜发展适宜畜种，在

耕地较多的移风店、段泊岚等镇重

点发展生猪、奶牛等产业，在山地丘

陵较多的金口、灵山等镇街重点发

展蛋鸡、肉鸡等产业。老旧闲置养

殖场升级改造，淘汰科技含量低、环

境不达标、养殖技术落后的产业项

目。强化金融支持力度，开展鸡蛋

期货价格综合保险试点，使用青岛

市级以上财政补贴资金869万余元，

分期分批共投保蛋鸡600余万只。

　　科技赋能，加快集成推广新技

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贡献

率为导向，推广应用先进养殖设施

设备和管理技术，构建高质高效畜

禽设施养殖体系。我区突出标准化、

智能化发展主线，共创建4家国家级

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青岛市共8

家)，2家省级、27家市级畜禽养殖标准

化示范场，6家省级、3家市级智慧畜

牧业应用基地，4家山东省智能牧

场。青岛田瑞首创6列12层立体养殖

技术，成功申报国家数字畜牧业创新

应用基地，争取中央资金2000万元。

即墨牧原的六层楼式立体养猪技术

全省唯一。派如科技研发“派如模

式”节能猪舍，可达到“24小时连续通

风保持舍内恒温”，获得中国畜牧业

博览会科技创新产品环保猪舍

金奖。

　　绿色生态，加快打造发展新模

式。推广健康养殖模式，开展畜禽

养殖环节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

动，成功创建青岛市唯一的“全省兽

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先进县”。树

立大食物观，聚焦肉蛋奶产品产能

质量提升，引进正大、牧原、大北农

等大项目，建设现代化养殖基地，完

善生猪产业链条。其中，即墨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生猪产能达10

万头，约占全区25%。牧原、大北农、

正大等养殖项目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占比超过全区60%。青岛正大发展

肉禽养殖、加工、销售产业链，带动

我区全年肉鸡出栏量3000万只，占全

区75%。田瑞、环山等企业蛋鸡存栏

150万只，占全区30%以上。在大项目

带动下，全区10万羽以上规模的养鸡

场达到14家，5万羽以上规模的养鸡

场达到23家，蛋鸡存栏量青岛第一。

　　产业融合，加快培育壮大新业

态。开发畜牧业的生态、旅游价值，

挖掘畜禽养殖文化科普、休闲观光、

体验互动等功能，发展休闲观光牧

场。青岛田瑞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打

造全国首个“蛋鸡文化”主题科技

馆，形成“蛋鸡养殖”+“全自动设备

研发生产”+“科普教育”+“生态观光

旅游”的发展新模式，被评为“新六

产”示范企业和“省科普教育基

地”。青岛中马体育旅游产业发展

公司和青岛德瑞骏发生物科技公

司，以马术为主题，打造马术竞技、

综合旅游、观光、教育培训和文化交

流基地，推动建设“繁育+赛马+文旅

+教育培训”的马产业集群新模式。

(于红鸽 李晓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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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畜”势勃发 “牧”业兴旺

田瑞集团鸡舍内蛋鸡住上“小高层”，实现从喂料、饮水、调温到拾蛋、装箱、入库全部智能化。

　　在“整治”上下功夫，在“长效”

上做文章，在“创新”中出实招，2023

年，我区积极探索以“小切口”破解

“大民生”问题，以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群众获得感为切入点，着力创新

路数打法、完善体制机制，多措并举

打造人居环境整治“新引擎”。

　　时值隆冬，天气寒冷，在田横岛

省级旅游度假区南营子村的“共享

渔屋”里却一番热闹景象，渔民们正

忙着整理渔具，为出海做着准备。

村民万国胜说：“以前村里房前屋后

都摆满了网具，现在村里有了‘共享

渔屋’，给我们带来很大方便，村里

没有味了，环境卫生也好了。”

　　在渔村，渔具上岸“难题”一直

是人居环境整治中的难题，南营子

村由村党支部牵头，利用村庄内闲

置房屋资源租赁设立“共享渔屋”。

除了“共享渔屋”，村庄还启用村委

后院和闲置场地设立“共享渔场”，

合理设置渔具堆放区和渔网晾晒修

补区，在休渔集中补网阶段，合理调

配道路资源，规范占道补网、晒网行

为，实现生产区、生活区有序分离。

同时，在划定的物资存放处提供相

应照明、保温、灭鼠设施，配备消防

设施和安全管理员，加强日常巡查

管理，及时发现和处置安全隐患。

　　管护结合，才能持续提升治理

水平。为了确保沿海村庄人居环境

清理成果不反弹，南营子村还制定

了“书记抓总、干部抓片、街长抓巷”

的监督治理机制，成立巾帼保洁网

格体系，对发现的乱堆乱放现象，及

时上门劝导并督促清运，搭建起全

民参与的监督链条。

　　近年来，我区聚焦民生小事、难

事，从人居环境整治这个“小切口”

入手，坚持党建引领、机制创新，深

入开展村容村貌整治，在沿海村庄

统一规划渔具存放场所，涉农村庄

统一划定柴草堆放场所等，推进公

共资源共享；深化网格管理、“五长”

护村、门前三包、积分奖励等机制，

构建起“书记带头、党员示范、村民

参与”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格局；积

极推进微整治·精提升，打造“一幅

彩墙”“一片草花”“一品产业”“一个

故事”等6大场景，以“一处美”带动

“一片美”。2023年以来，全区清理农

村垃圾11.7万吨，治理乱堆乱放6.4

万处。

(周靖 解菲)

“小切口”化解环境整治“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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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区人社局发布通知，继续实施人才

平台申报和高层次人才推荐“预报名”长效机

制。与往年相比，今年预报名的主要变化在于

不设定截止日期，符合条件的单位可随时将相

关材料报送至指定邮箱进行预报名。

　　可预报名的人才平台包括：专家工作站、

青岛市专家服务基地(优秀专家工作站)、青岛

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山东省(乡村振兴)专

家服务基地、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国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可预报名的高层次人才称号有：享受市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和市政府特聘专家、国家和省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泰山学者攀登专家。

　　报名方式：请预报名单位，预报名材料发

送至邮箱jmqrsjzyjsryglk@qd.shandong.cn。

（李磊）

我区人才平台和高层次

人才“预报名”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