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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刘元忠 黄 雪

标准园以点带面

蔬菜标准化是农业标准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蔬菜标准化即对蔬菜农业经济、技术、科
学、管理活动实行统一标准，以市场为导向，
建立健全规范化的工艺流程和衡量标准，最终
生产出质优、量多、安全的农产品供应市场。

“当前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产出的产
品质量良莠不齐，难以保障质量安全，做不到
优质优价，农民增收问题难解决。要想实现蔬
菜标准化，必须有‘带头人’，实行规模化生
产经营，以点带面。标准园就是最好的方
式。”淄博市蔬菜办主任徐建光说。

记者来到国家级蔬菜标准园——— 淄博翠竹
生态园，大棚里一排排西红柿和西葫芦正在茁
壮成长。淄博翠竹蔬菜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贤向
记者介绍，他们严格按照标准化生产的要求,统

一育苗、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施肥、统
一防虫、统一采摘、统一销售等多项保障产品
质量。

“我们集体采购生产资料，帮农户降低
30%的成本。实行标准化后，每亩地的产量效
益可以比散户种植提升３０％以上，切实让农民
享受到标准化生产的实惠。”王志贤说。

王志贤告诉记者，他们打算进一步扩大规
模，利用３到５年时间，吸收２０００个农户，通过
标准化生产经营模式，生产更多优质蔬果，并
争取实现每户年收益１０万元以上，带动更多农
民致富。

据了解，２０１０年淄博市开始创建国家级蔬
菜标准园，２０１２年开始创建市级蔬菜标准园，
２０１４年开始创建区县级蔬菜标准园。截至目
前，全市国家级蔬菜标准园达１３家，市级蔬菜
标准园达５１家，区县级蔬菜标准园达６０家以
上。

蔬菜标准园的建设有力地提高了全市蔬菜
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产
业化等“五化”水平，并引领全市菜篮子工程
实现全面升级和提质增效。

质量追溯倒逼标准化

记者在翠竹生态园里看到，这里生产的每
一个产品上都印着一个小小的二维码，王志贤
告诉记者，这是产品的质量追溯码。

翠竹生态园全面推行田间生产档案管理，
做到有据可查，有案可备，确保了蔬菜的生产
质量安全。该园区对产品实行追溯码管理制
度，只要扫描二维码，消费者即可看到这箱蔬
菜的生产信息、管理责任人等。

记者从淄博市蔬菜办了解到，近日，淄博
已经启动了山东省科技厅批准立项的山东自主
创新专项——— “基于物联网的蔬菜质量安全溯
源关键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项目”，总投资
６５０万元，与山东理工大学、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和高青县检
验检测中心４家单位联合合作，计划２年完成，
用智慧农业集成技术实现蔬菜产品质量从产地
到餐桌的信息可追溯，为全国首创一套成熟可
推广的质量追溯模式。

质量检测是对农业标准化实施结果的鉴

别，淄博市下一步将继续完善质量检测体系建
设，加强对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在蔬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平台首批５９个点的基础上，继续
扩大追溯的范围，今年计划增加到１００个点左
右，力争３至５年覆盖所有蔬菜标准园、“三品
一标”基地、名优蔬菜基地，实行倒逼机制，
推动蔬菜标准化的应用，提高标准化水平。

农技培训打造“标准化菜农”

“由于大部分菜农文化水平较低，标准化
意识弱，学习使用标准化的能力不足，因此要
做好标准化知识普及和培训工作，打造‘标准
化菜农’。”徐建光说。

在翠竹生态园里有一所田间学校，这是合
作社成立的培训点，这里也承办各种农技培
训，专家教授们来到田间地头给菜农们上课，
教菜农如何按照标准种菜，培训新型职业农
民。

今年，淄博市加大技术培训与指导，在全
市范围内，以蔬菜生产重点镇、专业村为重
点，开展蔬菜标准化培训５０次以上，培训３０００
人以上，其中市蔬菜办在蔬菜生产重点镇培训
１０次（其中周村、桓台以县为单位），其余由
区县在蔬菜专业村组织培训。培训对象包括蔬
菜园区、基地、合作社、企业技术人员，生产
一线菜农，和准备从事蔬菜种植的农户。

广泛深入的培训将有助于提高全市蔬菜种
植从业人员的业务和技术水平，造就一批蔬菜
标准化人才，提升淄博市蔬菜标准化工作水
平；同时加强对菜农的标准化培训与指导，通
过培训班、田间学校等形式，向菜农传授蔬菜
标准化、农产品安全规范等方面的知识，组织
科技人员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大棚，广泛开展
技术服务和指导，把推进农业标准化与推广先
进实用技术结合起来。

此外，记者了解到，淄博市正在筹建“淄
博市蔬菜技术顾问团”，下设蔬菜栽培、植
保、土壤肥料、食用菌、质量安全５个分团。
其职责主要是科学谋划全市蔬菜发展规划；做
好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的示范、推广、应
用与指导；联系挂包蔬菜园区、基地，做好技
术服务和质量监管；参与蔬菜项目的策划、实
施、验收、鉴定；参与蔬菜产量、效益的测
定、评估，为保险业、金融业提供科学依据；
组织技术培训、学术交流、参观考察等。他们
将成为淄博市蔬菜标准化的“智囊团”，与
“标准化菜农”一起贡献智力和技术，共同推
进蔬菜标准化建设。

发挥标准园带动作用 建立质量追溯机制 培训标准化菜农

筑牢“菜篮子”安全防线

“菜篮子”质量安全关系

着城乡居民的健康和社会稳

定，近日，淄博市召开了“蔬

菜标准化建设年”活动推进

会，同时举办今年全市蔬菜标

准化培训班，以标准化生产和

技术管理为抓手，筑牢“菜篮

子”安全防线。

到“十三五”末，淄博市

将力争“三品一标”认证面积

比率达70%以上，建立覆盖全市

蔬菜标准园、“三品一标”基

地、名优蔬菜基地的产品质量

追溯体系，产品质量检测合格

率稳定在99%以上，全市蔬菜标

准化生产程度提高到75%以上。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王克军

近年来，高青县旅游事业突飞猛进，各景
点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不断刷新纪录，依
靠旅游业，高青提升了名气，赢得了人气，赚
足了财气。

农家乐风生水起

几年前，高青是旅游的出发地，人流都外
走；现在却成了休闲目的地，人流往这里聚。
短短几年，如何实现华丽转身？这要归功于该
县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一村一品”的产业延
伸。２０１３年齐鲁乡村逍遥游休闲汇启动，高青
县捧得全省“十家”子品牌中的“黄河人家”
这块金字招牌。自此，该县积极整合国井、温
泉、黄河、五彩农业等优势旅游资源，串珠成
链，打造独具特色的“风情周末”游，乡村
游、生态游渐成气侯。

在高青整个旅游发展中，农家乐当之无愧
地稳坐头把交椅。该县方兴未艾的乡村旅游，
最初也是以“农家乐”的形式出现的。

涉足农家乐最早的当属黄河岸边的刘春
家，发展模式属于“靠水吃水”。５年前，村
民对旅游还只有个模糊的概念，当时村内有几
户专做野生鱼的鱼馆，客源主要是来黄河游玩
的零星游客。随着乡村游越来越受青睐，刘春
家风景区一下子成为这个村的“后花园”，游

客纷纷涌入，看完黄河，再到这里的鱼馆吃农
家菜。看到有钱赚，这里的农家乐增加了十几
家，每逢节假日，家家爆满，黄河梭鱼、黄河
刀鱼等招牌菜名气响当当，若不提前预定，连
座位都抢不到。

田源现代农业示范园作为新兴景区，为乡
村游赋予了更多现代元素。建园之初，田源农
业就着眼长远，着力打造集餐饮、观光、垂
钓、采摘、养殖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观光园
区，如今生态餐厅、果蔬采摘、休闲垂钓、儿
童游乐场等服务配套已竣工，４月３０日正式开
园运营。尽管五一小长假天公不作美，但这里
还是游人如织，三天共接待游客６千余人次，
总收入达到２０万元。

可以说，高青县的乡村旅游正处于发展黄
金期，县内初步形成了特色餐饮农家乐、生态
度假农家乐、农业观光农家乐和旅游休闲农家
乐等几大发展形态，成为高青乡村旅游的主
角。

留住游客的“心”

纵观高青县乡村游的发展形式，多数景点
都是“瓜果采摘＋农家乐就餐”，缺乏对民

间、民俗文化和自身发展特征的挖掘，中高端
乡村休闲度假产业屈指可数。时间久了，一些
规模小、档次低的农家乐势必会被市场淘汰。
很多旅游从业者认为，现代意义的乡村旅游，
不应只是农家乐样板的复制。

游客张先生坦言：“没有特色的农家乐，
去了第一次不想去第二次，去了第一家不想去
第二家。”这也代表了更多游客的心声。看
来 ， 要 想 留住游 客 ， 不 仅 要 留住游 客 的
“胃”，更要抓住游客的“心”。

面对形式雷同、产品单一等当前农家乐发
展瓶颈，各个景点开始谋划自己的特色。从最
初的简单吃吃农家饭、赏赏农村景，到现在吃
住、娱乐、采摘、体验的多元化，并赋予地方
特色文化。

记者采访时，看到黑里寨镇后刘村一派繁
忙，村民们正在亲手打造他们的乡村旅游品
牌——— 芙蓉湖农家乐。潺潺的水系环村流淌，
蝎子山、芙蓉湖等景点初具雏形，星罗棋布的
１０处红顶凉亭餐厅被交错的栈道连接在一起，
巍峨状观。独具匠心的设计和深嵌其中的文化
元素，有了“高大上”的意味，无形中代表了
高青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

“高青这么好的环境，吃饭只是一次性消

费，要想留住客人，还得靠其他项目让客人有
的看，有的玩。”黄河柳春园景区负责人李学
堂嗅到了更大的商机，气垫船水上漂流等娱乐
项目应运而生。这种尝试，为今后农家乐项目
的发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效果。

芦湖街道菜园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该村
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客商投资３０００万元
建起了集观光采摘、休闲垂钓、旅游观光于一
体的海创农业观光生态园。目前，每逢节假
日，来自滨州、东营、淄博的游客络绎不绝。

延长产业链 经营合作化

采访中，记者随机与几个游客交谈，有人
说：“五一，我们一家人去了一个景点，一天
下来，能玩的都玩完了。若有更丰富的活动，
能在农家留宿，会有更难忘的体验。”如此看
来，早期经营的自发性和随意性，让农家乐呈
现零散化的经营业态，产品单一、服务简单、
模式同质是其硬伤，一村一户的个体发展难成
气候。

如何持续发展，在高青县旅游局局长姜英
看来，加强规划引导、突出特色是发展乡村旅
游和农家乐的生命线。她分析，农家乐必须在
“留住游客”这个问题上下功夫，既要保持农
家特色，又要实现高水平服务和错位发展。

创新项目、延长产业链是当务之急。仅仅
是观赏，缺乏生命力，应加强旅游项目的互动
性和参与性。如荒土地农场的小地主农事体
验、刘春家黄河自助烧烤、珑珺葡萄庄园的游
客捡鸭蛋、黄河柳春园彩绘ＤＩＹ等活动要持久
地开展下去，同时不断开发更新更多的旅游项
目，让游客参与其中，乐不思蜀。

整合资源、经营合作化是必由之路。统筹
整合优质旅游资源，发展成片，串联成线，变
摊大饼为包包子，完善充实一日游、两日游精
品线路，根据时节变化，不断更新旅游线路和
产品，从而提升景区档次，增强竞争力。对整
建制建农家乐的村，引导农户自愿联合起来，
成立合作社或联合会，统一领导、规划、接
待、经营，抱团闯市场，更有利于打造农家乐
品牌。

在旅游重点项目建设方面，高青县实施的
国际慢城项目正在全速推进，立足当地天高水
清的特点，围绕“风情小镇、乡村旅游、观光
农业、养老养生”四大主题，建设天鹅湖观光
区、特色风情小镇、温泉养生休闲度假区、生
态观光休闲农业区四个功能区。可以预见，以
国际慢城为代表的重大旅游项目建成后，该县
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将会显著增强。

乡村游发展势头好，但存在配套不全、形式雷同等问题———

农家乐如何走得更远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翠竹生态园大棚里，王志贤正在查看蔬菜长势。

借助良好的生态优势和优质

的农业资源，乡村游成为高青县

旅游业的主打品牌，为农民增收

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乡村游

蛋糕越做越大，农家乐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发展势头良好。但纵

观各个景点，不同程度地存在配

套不全、形式雷同、缺少特色等

问题，如何健康、有序、持续地

发展乡村游这种现代休闲观光旅

游，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

如何依托农家乐这个支点，助推

一产三产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

从中受益？

阅读提示

▲花沟镇彩乐玫瑰园成为乡村游的必选景点，游客徜徉于300亩玫瑰花海，赏花拍照。

阅读提示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夏俊强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建筑工程在质量安全方面如果

一年内有3次不良行为，将影响相关企业和单位
的资质证书。6月9日，记者从淄博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获悉，淄博市出台“史上最严”不良行为
监管办法，从今年7月1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该
市所有建筑工程相关企业和单位，凡一年内累计
记录2次不良行为的，约谈其主要负责人；一年
内记录3次及以上不良行为的，按规定给予限期
整改、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书或建议降低资质等
级、撤回资质证书等处罚。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表示，不良行为包
括发生建筑施工质量安全责任事故；违反法律、
法规、强制性条文和规范性文件有关建筑质量安
全；影响建筑施工质量安全；妨碍或干扰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等。凡一年内被累计记录2次不良行
为的，将予以通报批评，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
谈，累计记录3次及以上不良行为的，将列入重
点监控企业名单，重点审查其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条件，对不符合条件的，按照规定给予限期整
改、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书或建议降低资质等
级、撤回资质证书等处罚。

一年内3次不良行为
将影响企业资质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钱坤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山东省南澳州国际商

贸中心”项目奠基仪式在淄博高新区举行，项目
计划3至5年内建成，将提供南澳大利亚商品的展
示、体验、销售、商务洽谈以及留学、旅游、投
资咨询等服务。

据了解，“山东省南澳州商贸中心”依托南
澳州优质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将澳
大利亚优质的农副产品带到中国并全面推广。并
以“山东省南澳州商贸中心”为中国旗舰展示中
心，以连锁体验分店的形式向全国辐射。同时依
托互联网，建立线下销售和线上销售相结合，信
息、渠道、物流、配送为一体的交易平台，通过
网店、微店与实体店相结合，会员直销与连锁
店、代理商相结合，形成强大的“O2O”新型商
品营销模式。

此外，商贸中心还将利用电子信息平台建立
中澳经贸企业信息数据库，通过大数据更加有效
地为中澳企业提供商贸咨询、投资、考察、等一
系列服务，为想去南澳州投资的中国企业家源源
不断地提供可选择的项目，为想来中国开拓市场
的澳洲企业提供对接平台。

省南澳州国际商贸
中心落户淄博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何民华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7日，第十四届中国贵州煤

矿技术装备及能源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市落下帷
幕。淄博市矿山装备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12家
企业以全产业链形式参展，带去了包括采煤机、
支架、液压泵站、瓦斯抽放管道、监测监控设备
等在内的矿井整体装备产品，引起广泛反响，现
场达成采煤机合同3台/套，价值460万元；签订
煤矿工程承包合同1项，投资采掘设备500万元。

据了解，此前的6月3日，淄博市矿山联盟维
修中心(设备超市)暨山东先河悦新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煤机4S店也在贵州安顺市正式挂牌，形成了
集产品展示、设备销售、配件供应、维修保养、
设备租赁和物流配送为一体，立足黔中，辐射
云、贵、川、渝的立体化服务实体。

矿山装备制造
贵州“争锋”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李扬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淄博市中心医院与高青

院区首例远程会诊顺利开展，这也是该院作为山
东省远程医学中心淄博分中心，对区县医院进行
的首例远程会诊。

淄博分中心是依托淄博市中心医院建立的综
合性、多位一体的远程医学服务平台，其目的除
了及时有效地获取国家级、省级专家对该院危重
疑难病诊治的权威指导外，更重要的是发挥该院
专家团队优势，为全市急危疑难重症患者提供更
好的会诊服务。

此次接受远程会诊的患者，因反复咳嗽、咳
痰10余年，加重伴喘憋6天就诊于高青院区呼吸
内科，入院治疗后有好转。会诊目的主要是对呼
吸衰竭、营养支持方案进行指导。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沂源县人民医院与市
中心医院的联网正在进行中。作为山东省远程医
学中心淄博分中心，淄博市中心医院为区县医院
提供远程会诊将逐步实现常态化。

市县医院
远程会诊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李静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深入推进银企合作，近日，

省经信委、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联合认定了全省
340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经营正常、属于
先进制造业或列入省市重点支持范围、急需流动
资金支持的重点企业。

其中，淄博市山东雷帕得汽车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贵和显星纸业有限公司、山东扳倒井
股份有限公司等３７家企业进入重点企业名单，入
围企业数量居全省首位。下一步，淄博市经信委
和人民银行淄博分行将认真落实好这37户企业流
动资金贷款需求。

37家企业列入全省
流动资金需求重点
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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