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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见 习 记 者 秦 洋
本报通讯员 徐 健 李维江

没有拖拉机，没有挥舞的锄头，没有化肥
农药，甚至没有泥土，入眼一片葱翠却不见
嘈杂，曲水流觞回荡却不见泥垢，一排排青
翠欲滴的小鲜苗，一串串挺实圆润的小西红
柿，曲径通果园，禅房花木现，这就是山东
裕利蔬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靳伟然投资建
设的“五蔬园”，成为日照市现代农业的示
范园。

靳伟然2007年开始在五莲山脚下租赁土地
种菜，8年来不断优化蔬菜品种结构。他的
“菜园子”裕利蔬菜股份有限公司被授予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并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促进了
当地蔬菜种植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今年4月，靳伟然被评
为“全国劳动模范”，是五莲县建国以来第
二个全国劳动模范。

有机种植是一种良心事业

开过拖拉机，做过小商贩，倒卖过生猪，当
过蔬菜销售员，现在种植有机蔬菜，1962年出生
的靳伟然，现在已是知天命的年纪，用他自己
的话来说就是“一辈子都在和农业打交道”。

时光回到14年前，2001年靳伟然从一家乡
镇企业离职，在五莲县城自办了一家进出口
贸易公司，专门从事蔬菜收购加工出口生
意。正当他的生意风生水起之际，2006年，日
本政府颁布了农产品“肯定列表”制度，对
进口的食品进行严格检测，特别是对农产品
农药残留提出更高的要求，“绿色”、“无

公害”、“有机”等靳伟然以前从来没听说
过的名词开始成为衡量农产品品质的标准。

“原来搞蔬菜加工出口，主要是收购农民
的，产品在别人手中控制，质量很难保证。
蔬菜质量如果想不再受制于人，就必须有自
己的蔬菜基地。”靳伟然在加强蔬菜合同基
地建设管理的同时，决定自己在五莲山脚下
租地种菜。2007年，靳伟然在五莲山脚下的小
榆林村、叩官村、小峪子村等几个村庄租赁
了300多亩地，并根据客户要求自己种菜，自
己卖菜，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农产品
生产基地，并朝着有机蔬菜种植上找新门路。

靳伟然告诉记者：“种植安全放心的蔬
菜是一种良心事业，我们只种有‘身份证’
的蔬菜。”按照严苛的种植标准，靳伟然采
用秸杆反应堆技术、无土栽培技术等先进生
产技术种植蔬菜。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
发展成为集种植、加工、出口于一体的综合
公司，经营保鲜南瓜、山药、芋头、大蒜、
大姜等20多个品种，产品远销日本、新加坡、
澳大利亚、中东、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旅游打开农业的另一扇窗

走进靳伟然的“五蔬园”，错落有致的
餐桌，农家味十足的矮桌矮凳，挑高的红灯
笼，随处可见的流水假山，青苔峦石，院子
里的景色自成一派。

“游客们从五莲山上下来身心疲惫的时
候，可以走进有机农场观赏蔬菜长势和种植
过程，现场采摘有机蔬菜，亲手清洗过之
后，还可以送进厨房让厨师做，吃完临走时
还可以给亲朋好友捎上几箱。”靳伟然介绍
说，老人们可以在这里回忆峥嵘岁月，年轻
人可以体验农家生活，小孩子可以扩展认知世
界。

靳伟然的蔬菜基地处于五莲山脚下，紧
邻五莲山游客服务中心，有游客来源优势。
靳伟然大胆创新经营，投资建设“五蔬园”
智能阳光板连栋温室，用于蔬菜立体种植、
无土栽培、休闲观光采摘。游客从五莲山游
览后，可以到农园里体验田园风光、农家风
情。

靳伟然介绍：“这打开了有机蔬菜的另一
扇窗，可以让游客体验另一种时尚的生活。”创
新经营方式为靳伟然敲开了新的大门。五一假
日期间，五蔬园一天接待游客逾500人。香脆的
瓜果，怡人的环境，很多游客流连忘返，啧啧称
叹。

“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产量跟不上
消费市场，接下来会继续搞立体种植，提高土
地的容积利用率。”靳伟然说，“宁可卖不掉也
不能不够卖，要让人们一年四季有花赏，有果
摘，有菜吃。”五蔬园的桌子上随时都会摆上免
费供游客品尝的有机蔬果，让游客坐下来就可
以吃，诱人的小西红柿，青翠的嫩黄瓜，烘熟的

南瓜条，“一口吃下去，保管你唇齿生香，念念
不忘。”

目前，“五蔬园”的有机生活体验馆正在建
设和完善中，古朴的石屋，高高竖起的柴火堆，
石磨推车，火炕灶台，如处五六十年代的农家
院。记者看到在园子的北面，一排标间已经初
具规模。靳伟然解释：“很多游客来了之后很喜
欢五蔬园，不想走了，就想住下来。”

社会责任担在肩头

靳伟然创业有了成就，不忘带动乡亲致
富。他在五莲县叩官镇建立了8000多亩蔬菜种
植基地，并通过召开座谈会、流动观摩会等形
式，与农户的沟通技术，帮助农户制定蔬菜种
植发展规划，帮助农户制订发展规划，从购、
产、销各个环节抓起，实行一条龙全程服务。全
面的技术支持与周到的服务换来了菜农的信
任，当地涌现出600多户科技致富示范户。

带着乡亲们致富的同时，企业不断加大
蔬菜品种结构调整力度，使产品由原来的10多
个品种扩大到20多个品种。种植的南瓜、大
蒜、山药等25个品种通过了OFDC有机产品认
证，2000亩基地获全球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
体系认证。通过基地建设，发挥了龙头企业
的带动作用，促进了当地蔬菜种植结构调整
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靳伟然租种的土地两米以下就是地下水。
为了减少对土壤、水源地的污染，“五蔬园”里
的卫生间都连通着沼气池，合理回收利用之后
发电、照明，还可以做燃料，节能环保。五蔬园
和其他基地的建设都是充分考察当地的地理
环境，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和谐。

因为热爱，所以珍惜。助理赵为宁谈起靳
伟然给他的印象：“朴实，勤劳，对这片土地充
满热情。”目前，公司正在筹备新三板上市，对
他的农业版图，靳伟然信心满满。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张 健

生态礁引来鱼儿安家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空心的混凝土石块
就是生态礁，这个鱼礁放到海底就能吸附海洋
生物、聚鱼，鱼儿就有自己的家了。”6月6
日，日照市岚山阳光海洋牧场董事长苏照元用
手拍打着岸边的礁体对记者说，“你看看海面
上的这些是生态礁，这才一年多的时间，整个
石块都被牡蛎和海草覆盖了。通过海底鱼礁可
以催生海草、贝类的生长和繁殖，鱼儿自然而
然也就吸引过来了。”

在苏照元的办公室，他拿出一张海洋牧场
的人工鱼礁布局示范图，向记者介绍，人工鱼
礁是人工置于天然水域环境中用于修复和优化
水域生态环境的构造物。它通过适当地制作和
放置，来增殖和诱集各类海洋生物，达到改善
水域生态环境的目的。“其实我也是做房地产
的，区别就是别人盖的房产是给人居住，我做
的房产是给海洋生物居住的。”

近年来，岚山渔业受临港工业和港口产业
发展的影响以及渔民的过度捕捞，这个江北最
大的水产品集散地有些消沉。如何养海，修复
渔业资源，成为重振渔业经济的当务之急。

日照市实施的“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让
苏照元看了新的希望。2013年初，苏照元在岚山
阳光海水鱼类研究所的基础上投资建设阳光海
洋牧场，项目规划面积700公顷，总投资2 . 2亿元。
去年初，该牧场被省海洋与渔业厅确定为15处省
级休闲海钓示范基地创建单位之一。

苏照元介绍说，牧场生态礁主要分为两个
区域，一个是将增殖礁线性分散投放于浅海水
域，主要放养海参、牡蛎、美红螺等海产品，
起到吸引鱼类、完善生物链的增殖作用；生态
礁则呈“8字形”布局于鱼类的洄游通道，主要
诱集鱼类形成渔场。目前，“在这片700公顷的
海域上，已累计投放各类石块礁23万方，建成
198公顷的人工鱼礁区。经过去年一年的试钓，
牧场的聚鱼效果明显。”

苏照元说：“现在养殖的海参也就是60元
一斤，等到明年9月份，这里的野生海参就可以
上市了，一斤的价格不会低于300元。仅此一
项，每年就能有几千万元的收益，而且可以轮

回采收。生态礁养海，相当在海底攒下一个小
银行。”

休闲渔业是未来发展方向

为增加渔业资源，阳光海洋牧场积极组织
增殖放鱼活动，自去年7月以来，共组织放流活
动8批次，累计投放各类苗种150余万尾、贝类

苗1500万粒。仅去年7月11日的第一届阳光放鱼
节，就有200余万尾黑鲷、牙鲆鱼苗被放入人工
鱼礁区。今年还将举办第二届阳光放鱼节，改
善牧场资源。

“过去，我们欠大海的账太多了，现在我
们必须调整思路，不能单纯的捕捞，先把这片
海养肥，在休闲海钓上做文章。”苏照元说，
在这里有条规矩：低于20厘米的鱼和怀孕产卵

的鱼必须放生。只有给鱼生存的空间，才能享
受大自然的馈赠。

休闲渔业是未来海洋渔业经济转型发展的
一个方向。阳光海洋牧场将人工鱼礁、海上网
箱养殖、筏式养殖、海底观光等相结合，开发
旅游市场、海钓市场，联络青岛、潍坊、临沂
等地钓鱼协会，组织友谊赛、邀请赛等赛事，
让游客体验了海上牧场垂钓的乐趣，扩大了基
地知名度。

在海洋牧场的码头上停靠着一艘红色画
舫，新郎新娘可以在这里举办婚宴并乘船出
海，通过放流鱼苗的形式，放生祈福，纪念这
一特殊的日子，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今年五一
期间，阳光海洋牧场接待游客2168人次,为游客
提供了“吃、住、行、游、钓”旅游服务，拓
宽了牧场的营业途径。据初步计算，五一期间
海洋牧场至少赢得利润50万元。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河
泥……”通过完善海底生物链，阳光海洋牧场
的渔业资源正在慢慢修复，海底王国整装待
发，生态效益逐步显现。

□记 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栗晟皓 秦洋 报道

本报日照讯 6月19日，在山海天乔家墩子
民俗旅游度假村的街道上，穿梭着3辆造型奇
特的四轮越野摩托车。车上坐的并不是游客或
者民俗村的老板，而是年轻帅气身着制服的消
防官兵。

鲜红色的车身上印着“山海天消防”五个
大字。“可别小看这几辆摩托车，这可是我们
的秘密武器，消防保障全靠它。”山海天消防
中队指导员许钦显介绍说，“每一辆摩托车能
携带200升水，并配备了高压脉冲水枪，一枪能
打出一升水。水在高压下打出去后瞬间汽化，
吸收大量的热，能把燃烧物周围的温度迅速降
到着火点以下，达到灭火目的。像一般的初期
火灾，几枪下去就拿下了。”消防摩托车成了
度假村一道流动的亮丽风景线。

近年来，日照作为新兴的海滨旅游城市，
民俗游知名度迅速提升，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民
俗旅游村和民俗旅游经营户大量涌现。据了
解，山海天民俗旅游度假村数量已达到13个，
民俗旅游商户多达2600户，床位8万多张。每当
七八月份旅游旺季到来，民俗旅游“农家乐”
可谓户户游客爆满。但许多“农家乐”用来接
待游客的客房是用廉价的彩钢板搭建起来的。
“彩钢板外层是双层薄钢板，中间夹层是十厘
米厚的聚氨酯泡沫塑料，安全性不高，一旦起
火，泡沫塑料会迅速燃烧并产生有毒气体，令人
中毒昏迷无法逃生。”许钦显告诉记者，“一旦一
家失火，整个村子都会有危险。”

为杜绝此类安全事故的发生，把隐患消灭
在萌芽时期，山海天消防大队自2013年起两年
来投资300万元，为每个村安装消火栓4个，配
备水枪四支，240米长水带12盘，实现村落消防

全覆盖，并为每户免费发放消防器材。
在乔家墩子民俗旅游度假村的村口，记者

遇到了正在乘凉喝茶的民俗旅游村商户丁元
秀，她指着门口摆放整齐的灭火器说：“消防
大队给我们免费发了消防器材，还集中培训我
们怎么使用，连孩子都会使用。”

电力火灾也是一大隐患。吴家台村是山海
天民俗旅游规模最大的一个村，当地村民6500
多人，但是当旅游旺季到来时村里每天接待六
七万人，超过了村民人数的十倍之多，在用电
高峰时期用电量瞬间剧增，一度发生变电箱起
火事件，造成全村停电。为保证各旅游度假村
用电安全，山海天消防为度假村更换了6300千
伏变压器67台，重新铺设低压电缆10万米。投
资1亿元为每个村开辟了至少3条消防通道。有
的村认为开通的通道还不够，自行筹资又增开
了两条。现在各村消防通道总共达到了46条。

山海天消防大队两年投资300万元，实现辖区村落消防全覆盖

拧紧农家乐消防“安全阀”

为鱼儿安一个家 攒下一个小银行
阳光海洋牧场生态礁养海收益多

用良心发展菜园子 为农业打开一扇窗

靳伟然：种有“身份证”的蔬菜

近年来，岚山渔业受到临港工业和港
口产业发展以及渔民过度捕捞的影响，一
度有些消沉。如何养海、修复渔业资源，
成为重振渔业经济的当务之急。2013年初
建设成立的阳光海洋牧场，倾力打造海底
鱼礁聚集海洋生物，目前养海效果已初步
显现。去年初，该牧场被省海洋与渔业厅
确定为15处省级休闲海钓示范基地创建单
位之一。

自2005年开始，日照市重点实施“渔业资
源修复行动计划”，目前，全市已批准建设人
工鱼礁23处，总面积2037公顷，其中已建、在
建9处，面积838公顷，累计投放礁体102万空
方。目前，正在规划三大人工鱼礁片区，每片
区5万亩，合理布局贝、藻、鱼、虾、蟹、参
等复合生态养殖，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海洋生态
补偿活动，在全省率先开展了企业自发的增殖
放流活动，累计增殖放流17 . 85亿苗种单位，
投入专项资金6000余万元。

▲海洋牧场局部剖面示意图。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双引擎之一。日照市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
作用，进一步降低创业成本和门槛，激发社会力量的创业热情，释放蕴藏在民间的无穷创意
和无限活力，创业、创新在滨海之城蔚然成风，涌现出一批敢闯敢为、敢尝敢试的“创
客”。《大众日报·日照新闻》从本期开始推出“众创空间”栏目，报道“创客”们在创业
创新道路上的思路、理念、作为，让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开栏的话

□记 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姜怀亮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今年“三夏”生产期间，日
照市多措并举，严防秸秆焚烧，焚烧火点同比
下降98%，实现国家环境卫星火点零通报。

日照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秸秆禁烧工作，
专题研究部署秸秆禁烧工作，各区县把秸秆禁
烧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通过媒体、宣传车、
明白纸等方式，深入广泛宣传。市禁烧办从市监
察、公安、农业、交通等8部门抽调26人组成8个
禁烧督查组，每天对负责区域进行督查，及时发
现问题，尽快督导整改。6月9日，督导组发现，莒
县城阳街道刘家菜园村有火点，焚烧小麦秸秆
约10亩，经确认为全市麦收期间“第一把火”。11
日，在莒县城阳街道召开了全市秸秆禁烧工作
现场会议，会上街道党委主要负责人就焚烧秸
秆做了检讨，并在市级新闻媒体进行通报。“第
一把火”成为今年“三夏”期间“唯一一把火”。

日照还对全年无秸秆焚烧的乡镇（街道）
给予10万元生态补偿。莒县在市补偿的基础上
再给予10万元生态补偿。岚山区对当年青贮饲
料100立方米以上的养殖户，每立方米给予30
元补偿；对安装使用秸秆切碎器的农机户每台
补贴1000元。东港区日照街道、五莲县高泽镇
对未焚烧每亩补偿30元，日照海洋城涛雒镇财
政拨付92 . 2万元对机械作业进行补贴，每亩小
麦补贴60元。同时做好推广秸秆机械还田、堆
沤还田、过腹还田，推广应用秸秆氨化等技
术。鼓励有条件的乡镇、村居设立秸秆机械化
压块示范点，建立完善秸秆收储转运体系。

□见习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刘玉兰 报道

本报莒县讯 记者从莒县畜牧兽医局了解
到，今年莒县刘官庄镇毛家屯、陈家屯、中泉村、
徐家汉村等村庄的4200亩连片农作物种植地，
将作为该县“粮改饲”青贮玉米种植试点。

莒县畜牧兽医局为扩大饲用玉米、青贮玉
米种植，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水平，通过前期动
员、实地调研、现场考察、示范引进等一系列工
作，引入日照丰乐农业有限公司，推出“公司+
农户+基地”的运作模式，确定4200亩土地作为
首批青贮玉米种植试点，将进行专用青贮玉米
和粮饲兼用型玉米的试点种植。同时实行种植、
管理、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生产方式。小麦收
割结束，公司种植、青贮等机械设备基本配齐，
青贮玉米种植工作即将开展。

□记 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刘 栋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村里建什么小农水项目，怎
么建，如何留出水口……这些问题以后都由村
民自己说了算。东港区水利局日前推出“五个
参与”举措，把公开透明贯穿于工程建设各个
环节，让群众真正成为“政策的明白者、项目
的建设者、工程的受益者”。

东港区水利局日前推出参与申报项目、参
与规划设计、参与建设管理、参与项目验收、
参与建后管理“五个参与”举措。对于村里建
什么小农水项目，由村民代表大会“一事一
议”决定。在项目区内设立农民质监监督员，
对工程质量、进度进行全程监督。及时进行群
众回访，注重做好群众对项目实效的反馈和各
项问题的整改。东港区还建立了以项目区农民
用水户合作组织为主、基层水利服务组织为辅
的工程管护机制，成立农田灌溉专业合作社，
全区从农村群众中聘请了370名政治素质高、
责任心强、热爱水利事业的人员担任农村水管
员，具体负责灌溉工程的维护、用水管理及水
费收缴工作，确保工程高效良性运行。

□记 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孙勇强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日前从日照市环保局了
解到，绣针河流域、巨峰河流域、浔河流域环
境污染综合治理方案已经出台，将对这三条河
流域进行完善管网、清理垃圾、开展畜禽养殖
专项整治，并加大监测和宣传曝光力度，水质
年内达到地表水Ⅲ类或Ⅱ类水质改善目标。

按照综合治理方案，将完善管网，实现雨
污分流，提高污水处理能力。集中开展辖区内
污水直排口清查整治活动，发现一个截流一
个，彻底消除污水直排现象；同时，对河道垃
圾进行清理，建立河道保洁长效机制，监督制
止随意倾倒废渣、生活垃圾行为，及时清理河
道内外垃圾，建立辖区相应“分段长制”；开
展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禁养区内不得新建
畜禽养殖场，已建成的2015年底前全部搬迁、
关闭或取缔。对控养区内超标排放的畜禽养殖
场，责令立即停止排污，限期治理，倡导实施
生态养殖模式（发酵床）。严厉查处乱排乱倒
生活垃圾、工业废渣、建筑垃圾及废水直排等
行为，定期对河道进行清淤、清理，对发现的
废渣、垃圾等废物及时清理，防止污染水体。

为确保治理成果，驻地镇政府和水利部门
将加强河道清理巡查，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宣
传曝光力度。对于污水直排、河道垃圾、畜禽
养殖污染等行为，欢迎媒体监督。

“三夏”期间秸秆

焚烧点同比减少98%

咋建小农水

群众说了算

莒县开展“粮改饲”

青贮玉米种植试点

岚山区三条河

将进行流域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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