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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过后，蓝村街道制鞋企业

就开始铆足干劲，为新年实现新跨

越开好头、起好步。

  近日，蓝村街道的青岛琴泽鞋

业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机器运

转声不绝于耳，工人正有条不紊地

加紧赶制订单。工人们正加工一批

新订单品牌时装鞋。经过春节假期

的休整，节后恢复上班的工人们一

个个精神饱满、干劲十足。“今年公

司订单充足，为保证市场需求，工人

们都是加班加点干，全力奋战新一

年的‘开门红’。”公司总经理由基

善说。

  该公司以开发、生产中高档女

鞋为主，企业95%的员工为当地农

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让更多工

人不再“离家飞”，实现了“挣钱顾家

两不误”。蓝村街道六里村的李法

美就是受益者。“我家就在鞋厂附

近，我在鞋厂上班已经2年多了，每

个月有4000元左右的工资，还可以

照顾家庭，感觉挺好的。”李法美高

兴地说。

  “有人就穿鞋，关键在工作。”这

是多年来制鞋行业的一句意味深长

的话，其含义十分清晰——— 再严峻

的市场形势也蕴藏着机遇，而抓住

机遇的关键就是“工作”。在由基善

看来，对于蓝村街道的制鞋企业而

言，所谓“工作”，就是用坚持不懈的

管理技术创新特别是诚信经营，精

心打磨出品牌优势，不断创新和开

拓市场。

  记者在一墙之隔的世豪制鞋企

业生产车间看到每条生产线上都有

工人在忙碌，放楦头、刷白胶、贴鞋

底……经过20多道工序后，一双双

崭新款式的女鞋就做好了，再经过

小包装、打大包后，就可漂洋过海，

到消费者手中。世豪制鞋企业老板

蔡京虎是河北省石家庄人，20多年

前，他从开始穿蓝村皮鞋、经销蓝村

皮鞋，再慕名到山东省青岛市蓝村

街道投资办厂生产皮鞋，可谓是对

蓝村皮鞋有了深厚的感情。刚开始

办厂时生产的皮鞋是通过工厂的销

售人员一双一双地销售，工厂效益

低。后来他开始接触、联络多个外

贸公司，以拓宽海外市场。目前，该

公司与国内外多家品牌形成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订单稳定充足，每年订

单40多万双，生产的各类鞋子产品

主要出口俄罗斯、朝鲜、韩国、阿联

酋、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蔡京虎对蓝村皮鞋企业充满信

心：“还有更多的品牌会进来，订单

的趋势会朝着更明朗、更多元化、产

量更大的运作模式来发展。开拓新

兴市场成了蓝村皮鞋企业走下去的

必经之路。”

  近年来，蓝村街道多措并举加

大对小微制鞋企业的扶持力度，帮

助企业纾困解忧，引导转型升级，强

化科技创新，提升自主品牌竞争力。

制鞋企业与时俱进上新智能化流水

线和开展个性化定制业务，发展电

子商务，大大增加了销售渠道，提高

了品牌效应。目前，蓝村街道制鞋

企业的工人们正加紧生产订单产

品，销往海内外市场。

（张涛 孙君）

蓝村：鞋企订单足　车间生产忙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即墨人，从

小就是对这片土地有感情，我干了

七年的种植业，2017年的时候我加

入田瑞大团队，从事畜牧业。”在位

于金口镇的青岛田瑞集团，不仅有

高效运转的蛋鸡养殖新模式，还有

一位致力于产业创新的农业工作者

在默默耕耘与探索，他就是被评为

2024年齐鲁乡村之星的于友利。

  从种植业到畜牧业，十几年来，

于友利始终扎根农业领域深耕细

作。在青岛田瑞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他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热

情倾注到工作中，不断探索蛋鸡绿

色高效养殖技术，积极推进养殖粪

污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推动农业发展向绿色化转型。

  “以前的养鸡方式，鸡在笼子里

非常拥挤。国内养殖用地紧张，通

过这两年的技术攻关，田瑞研发出

了符合国情的第六代福利养鸡设

备，笼位加宽加高加大处理。”青岛

田瑞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于

友利说。

  你能想象出1个人养殖15万只

鸡的情形吗？由田瑞自主研发的养

鸡设备实现了从喂料、饮水、集蛋、

消毒、清粪到温度控制等全过程智

能化管理。在仅有1800平方米的土

地上，6列12层的鸡舍内养了15万只

鸡，是国内养殖层数最高、单栋存栏

量最大、产值最高的鸡舍。企业从

水源、食材、环境、监管四个维度入

手，确保了鸡蛋的品质与安全。

  “一枚鸡蛋，不管养在哪里，营

养价值是一样的，无非饲料在微量

元素上有区别，公司水源是来于地

下150米的深水，要经过一套反渗透

过滤系统过滤，到达鸡舍整个过程

是无污染的，技术人员全程监管，从

鸡苗到生产过程到上市，都是由动

物防疫部门进行监管，产品质量有

保证。”于友利说。

  与此同时，于友利还带领团队

积极探索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将

养殖粪污及种植废弃物发酵加工成

优质生物有机肥回归农田，有效提

升土壤肥力。

  “我们鸡场现在存栏是60万蛋

鸡，厂区周边还有接近100多万的养

殖量，厂区重新规划打造粪污集中

处理中心，不光处理我们自己的，还

处理周边的，迅速解决粪污问题，而

且给养殖户带来一部分收益。同

时，有机肥还田利用还能解决农田

肥力的问题。”于友利说。

  “我们现在做的是要把农业标

准化，保证消费者吃到的产品是安

全而健康的，结合山东省科技特派

员身份，把技术更好的宣传推广出

去，能让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养殖

户，得到好处、得到效益。”于友利表

示，未来他将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化

工作，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

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助力构建更加

高效、环保、可持续的农业生产

体系。

（陈一豪 钟超）

  为深入贯彻落实《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切实做好新形势下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陷阱。日前，区

信访局组织党员干部召开会议，学习防范非法集资

相关内容。

  会上，大家认真学习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

条例》。详细讲解了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社会危

害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内容，结合实际案例，深入

浅出地剖析了非法集资行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让

大家对非法集资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该局

相关负责人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将防范非法集资

工作与日常信访工作紧密结合，在接待群众来访、

处理信访案件等工作中，积极向群众宣传防范非法

集资知识，提高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

  通过此次宣传教育活动，党员、干部们进一步

增强了对非法集资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大家

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积极发挥自身作用，

不仅要自觉抵制非法集资，还要主动向身边的群众

宣传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共

同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区信访局也

将持续推进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常态化、长

效化，为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

（郑文）

于友利：深耕农业科技创新 用热情回馈土地

车间工人检验制鞋成品。

区信访局开展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教育工作会议

  近日，区数字装备产业中心引进的青岛泽沐电

器科技有限公司外资到账200万美元，实现招商引

资“开门红”，为园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区数字装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始终把服务

企业作为重中之重，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制定出台政策汇编与服务手册，积极搭建政企沟

通桥梁，完善重点外资项目专班推进机制，实行

“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抓

到底”的“五个一”工作模式，为企业提供从项目

签约、审批注册到开工建设、投产达效的全流程

“一对一”精准服务，确保项目顺利落地。园区将

继续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聚焦主导

产业，创新招商方式，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打造外

资集聚新高地。

（王章）

区数字装备产业中心：

外资到账200万美元 
招商引资喜迎“开门红”

  记者从即墨区日前召开的“打造高素质行政执

法队伍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

法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以来，我区共立案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74起，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深入

推进“环境更好 打扰更少”执法模式，非现场执法

占执法总数40%以上，开展“企业环保法律服务日”

活动11次，为企业解决问题64个。

  我区紧紧围绕环境质量改善的中心工作，推动

落实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各项决策部署，为

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提供了

有力执法保障。

  下一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将进一步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相关工作制度，进一步

理顺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运行机制，持续完善

“双随机、一公开”日常检查与专项执法相结合的生

态环境执法体系，建立规范有效的非现场执法工作

机制，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融媒记者）

推进非现场生态环境执法

护航高质量发展

实实干干奋奋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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