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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张孝平 王叶蓁 报道
本报枣庄讯 7月15日上午8点半，家住枣庄市薛

城区安泰花园59岁的卢其云，带着健康监护智能腕表
出门遛弯了。8点54分的时候，他的儿子卢法霖拿起
自己的手机，打开和腕表同步的APP软件，查看父亲
的实时行动轨迹和心率情况。

“父亲身体不是很好，有过两次脑梗，每次出门
自己总是很担心。从5月初给父亲使用老人健康监护
智能腕表后，就放心多了。”卢法霖说，智能腕表具
有紧急一键呼叫、跌倒自动报警、心率异常报警、走
失或急救即时定位、血压血糖检测数据上传等功能。

为解决居家老人的养老困难，监护居家老人的安
全健康，2014年11月，薛城区民政局成立了老人服务
中心，以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依
托，将老年人紧急救助、智能监护、生活帮助、健康
管理等统一整合，实现老年人“互联网+”居家智慧
养老。

在老人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了更多智能养老家居
设备：遥控型老人电话机，无应答自动循环呼叫，设
红、绿键功能，可分别向服务中心要求提供家政服
务、家电维修等生活帮助和疾病、呼救等紧急事件呼
叫；老人居家安全监护智慧眼，可智能识别空巢老人
在家跌倒、掉床、起居异常等情况，并自动报警给子
女和服务中心；智能生理参数检测仪，可实现远程医
疗监护及健康分析，数据检测完毕后自动上传，进入
养老服务平台，建立个人健康档案，早期发现疾病，
及时就诊。

目前，区服务中心已为200多名居家老人提供智
能服务。除此之外，服务中心还正在建设老人日间照
料中心，逐步完善以社区老人日间照料中心为依托的
“18分钟社区服务圈”，向注册的老人提供各类家
政、医疗保健、物业维修物流配送、娱乐学习服务，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打造智慧养老体
系。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常慕城

单县曹庄乡财力薄弱，大多数村没有集体
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列全县倒数第一位。
但就是这样一个乡镇，在修路、清淤、建桥等事
项上，样样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比如，让每个自然村都通上柏油路，是好
事，也是难事。修路上级补助15万元/公里，还
需要向群众集资15万元/公里。对于单县曹庄
乡辛滩集村来说，5个自然村共需要修路6公
里，光是收取集资款就是一件大事。

但是让村党支部书记王开峰没想到的是，集
资修路的事情一传出去，来到村委会送钱的群众
就开始排起了长队。在外经商、工作的人员则把
钱汇到了银行卡上。短短几天时间，村里就收到
了110多万元的善款。不仅修路用不完，剩下来的
钱还能用来修建下水道，安装路灯。

王开峰给记者看了一下账本，笑着说：“村
里只花了27元钱，用来买笔买纸，公示账目。”

一个并不富裕的村庄，村民为何如此积极
捐款？王开峰说：“有了影响力，才有号召力。”
村支部坚持村务、财务一季度一公开，带头搞
好城乡环卫一体化，承诺的村幼儿园建设已经
选好址。一桩桩实事、好事，群众看在眼里，也
都从心里赞成。

“经济发展要转型，村干部也得转型。”曹
庄乡张武庄村党支部书记井玉真深有感触地
说。在她看来，村干部就是要为群众搞好服务，

既要让各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还要带领群众
搞好“一村一品”，尽快脱贫致富。

2013年起，井玉真联合2户党员，投资15万
元，繁育紫叶李、垂柳等苗圃20亩，30多户群众
跟着学，现在全村发展到80多亩。井玉真告诉
记者：“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保护环
境、改善生态的意识不断增强，苗木光在本县

就不够卖的。”
面对全乡农村集体收入少、农民不富裕的

现状，去年新到任的乡党委书记许广刚提出：
“穷则穷干、富则富干、不能不干，必须组织动
员群众和社会力量，没钱要办有钱的事，钱少
要办钱多的事。”

春节后开班第一天，曹庄乡召开“清四堆”动

员会，采取“村干部带头干，群众出义务工干，机
关干部帮着干”的办法，组织群众自愿出义务工
2 .8万人次，清理四堆13000多个，清理大小沟塘417
个，清理河道7 .5公里。许广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如果花钱雇人，每个工按50元计算，这次活动乡
村两级就能节省支出140余万元。

村“两委”换届结束后，各村新当选的“两
委”班子，将三年发展规划和2015年承诺事项
进行了公开承诺，并用油漆写进公开栏接受群
众监督。乡里设立了村财乡管办公室，实行村
会计委托代理制，支部书记只签字不摸钱，各
村财务收支情况每季度由村财乡管办公室拉
出单子，党委派专人写进公开栏，向群众真公
开、交实底。

“只有走进田野、脚踏泥巴，才能闻到大地的
泥土香；只有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才能听到百姓
的心里话。”今年年初，曹庄乡党委下发了2015年
度村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办法，分农村经济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群众满意度等七项对各村进行百
分制考核，突出创先争优，年终考核奖励前三名，
后三名不发放村干部绩效工资。

曹庄乡沙质土地，以小麦、玉米、花生传统
作物为主，效益较差。该乡采取“干部领、群众
创、扶贫帮”三项措施，引导各村立足实际发展
山药、芦笋、林果、瓜菜、苗圃等高产高效农业，
力争到2017年底初步形成“一村一品”发展雏
形。全乡依托南面的浮龙湖旅游开发区，逐步
推进生态观光旅游农业发展，尽快形成“一村
一品”、“一乡一业”的发展态势。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波 张小寒 报道
本报威海讯 时下正是蓝莓成熟时节。8

月2日，记者在文登区宋村镇浩瀚果蔬合作社
百亩蓝莓果园看到，一串串紫盈盈的果实挂满
枝头，进园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最多的时
候，一天能有上百人进园观光采摘，采摘游收
入已经占到果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果园合
伙人傅文武一边忙着帮采摘游客打包装箱，一
边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2012年，傅文武和宋村镇另外两位村民合伙
投资100多万元，引进种植了这140多亩蓝莓，从前
期的土地流转、规划，到之后的技术服务、市场销
售，当地农业部门都靠上去帮扶指导，也让初涉

休闲观光农业的他们吃下了“定心丸”。
为深化农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发展层次，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文登区全力推动现代休
闲观光农业发展。依托现有的资源和产业优势，
该区鼓励扶持各种资本进入现代农业，大力发展
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特色餐饮、生态采摘、度假
娱乐等项目，对于发展前景好的项目实现“要物
给物，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今年，文登计划新发
展连片成方现代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4至5个，总
面积5000亩以上。力争利用3年时间，形成亮点突
出、特色鲜明、连点成串、错位发展的“三区四带”
现代农业发展格局。

为加快推动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文登
区财政预计将拿出3000万元专项资金对符合

条件的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园区进行分段累计
奖励。对新建面积达到200亩以上、亩均投入1
万元以上，投资额在200万至500万的，按投资额
的10%给予一次性奖励；投资额在500万至1000
万的，超出500万元部分按15%给予一次性奖
励。该区整合农业、财政、国土资源、水利等部
门的各级涉农资金和支农惠农项目资金共计
1 . 2亿元，优先向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倾斜，支持
相关园区道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为保障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文登已将
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园区发展列入目标绩效责任
考核，实行差别化考核。围绕发展现代休闲观光
农业的科技需求，文登还将在完善农业科技推广
体系、整合力量加强人才培训的基础上，大力发

展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社会化服
务，推行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等服务模式，争
取3年内在全区成立专业化防治队、专业技术协
会、农民经纪人队伍等社会化服务组织200家以
上，基本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全覆盖。

政府频送大礼包，社会资本投资信心更足
了。目前，文登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已覆盖樱桃、
苹果、猕猴桃、桃子等10多个品类，涌现出了山
泰生态园、威高生态园、浩瀚蓝莓采摘园等一
批特色鲜明、品牌突出、管理规范的知名园区，
功能涉及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特色餐饮、生态
采摘、度假娱乐等领域。新建了鼎鑫现代果业
基地等园区，总面积5000多亩，新增西洋参标
准化种植面积4000亩以上。

要钱给钱 要物给物 要人给人

文登：1 . 2亿元“大礼包”助力休闲观光农业

村集体没收入，也能干成事
——— 看一个“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列全县倒数第一”的乡镇如何为群众办实事

□房凯 刘继华 报道
本报梁山讯 梁山县工商局以强化全面性摸查、

强化目的性引导、强化灵活性监管“三强”举措，大
力加强网络市场监管，推动全县网络市场健康发展。

该县通过主动巡查、网络搜索和走访调研等多种
途径，对辖区网站的数量、规模、分布和类别等信息
进行集中摸底巡查。根据网络经营主体的特点，对网
络市场经营主体进行100%网上巡查，实现对网络商品
交易巡查的全覆盖。同时，以扶持网络经营主体为重
点，鼓励企业发展网络销售，引导支持网络商品交易
快速健康发展。实施促进发展“典型带动”法，对梁
山天成书业等企业建立网上交易平台进行全方位指
导，积极打造一批有实力的网络市场主体，实现网络
商品交易的可持续发展。

薛城：“互联网+”

实现居家智慧养老

梁山实现

网络商品交易巡查全覆盖

□吴宝书 报道
单县曹庄乡干部在带领大家修路。（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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