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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王 田

救济式扶贫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产业扶贫
才能变“输血”为“造血”。今年以来，日照
市岚山区将产业扶贫摆上脱贫攻坚重要位置，
到目前，全区产业扶贫项目库已储备扶贫项目
366个。其中，农业种植类项目201个，特色农
业养殖项目32个，加工类项目48个，旅游类项
目7个，其他类项目78个，732名贫困群众实现
“家门口”就业。

特色农业项目“扶上马”

黄粉虫又叫面包虫，被誉为“蛋白质饲料
宝库”，50年代我国从苏联引进饲养。因其投
资少、利润高、见效快，现成为颇为流行的农
业养殖项目。

扶贫开发工作启动以来，岚山区黄墩镇结
合“三招三引”头号工程，引进黄粉虫专业龙
头企业山东埃思特公司，并以此为依托，组织
贫困户成立黄粉虫专业养殖合作社，按照“龙
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实施黄粉虫

养殖项目。
为克服贫困户一家一户养殖投资大、风险

高的弊病，合作社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采取
“五统一”管理模式，即统一供应种虫、统一
供应饲料、统一养殖技术规程、统一回收烘
干、统一产品标牌销售，确保贫困户脱贫增
收。

目前，黄墩镇浮蓬山黄粉虫养殖专业合作
社已经成立，建设了300平方米、年生产能力
1 . 5万斤的加工车间，已吸纳双疃、滩井两个
社区的贫困户42户、81人加入。

作为合作社社员之一，田家沟村村民田洪
校发展了600个养殖盒子，年养3季，一个盒子
收入20余元。按照这一规模，田洪校可实现年
收入1 . 2万元，彻底脱贫。

与黄墩镇发展的特色农业养殖项目一样，
岚山区8个乡镇（街道）依托自身优势，纷纷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项目，聚力实施特色农业产
业扶贫开发。

巨峰镇的“一亩茶园”项目，在全镇90个
村全面推行“一亩茶园”特色产业扶贫工程，
帮助贫困户集中发展高产高效茶园，实现脱贫
增收；高兴镇的林木种植项目，通过流转土
地，种植珍稀园林苗木，带动周边100第一名
农民务工，目前吸收了18名贫困人口，年增收
6000元左右；黄墩镇的蓝莓大棚种植项目，流
转土地30亩，投资90万元建设4个蓝莓大棚，引
进三年生蓝莓苗，一个大棚当年收益3万元，
第二年可收益10万元。通过成立蓝莓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方式，吸纳贫困户加入，即可到项目
务工，也可实现长期分红……

立足实际，选准农业特色产业项目，助推
精准扶贫，带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目前，岚
山区已发展特色农业种植、养殖项目233个。

工业项目巧嫁接

中楼镇刘家峪村砂布轮加工厂是青岛柳永
研磨有限公司在刘家峪村设立的加工车间。8
月23日，记者见到了正在此务工的王保福。据
他介绍，自从在砂布轮加工厂打工以来，他每
个月收入基本固定在2400元左右。目前，该车
间已经吸纳50余名工人常年务工，像王保福一
样的贫困人口就占到了11人，人均月收入2000
元以上。

碑廓镇的诺轩口罩厂，以农村淘宝为依托，
吸纳该镇下湖村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据了解，
该项目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带动周边
村30余人就业，务工人员月收入达2500元。

与特色农业产业扶贫项目不同，工业项目
嫁接带动脱贫致富，主要通过吸纳务工，解决
就业。在岚山，丰华工具厂、润通橡胶厂、柳
编加工厂、景阳青茶厂、鑫源工艺品厂……如
今已有大批加工厂参与到扶贫攻坚中来，通过
优先培训、吸纳贫困人口就业，确保贫困户稳
定增收。

“工业项目与脱贫攻坚工作‘嫁接’，一方面
给贫困人口带来了稳定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
提高了自我发展能力，加快了贫困人口脱贫步
伐。”岚山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桂伟认为。

据统计，目前该区48家工业加工类项目加
入到扶贫工作行列，可以吸纳大量贫困人口进

厂务工，人均工资在2000元以上。

旅游开发助家门口就业

依托龙头旅游项目，带动贫困村、贫困户
增收，中楼镇的浔河峪四季果园项目，是一个
成功案例。

该镇刘家峪村是省定贫困村，为最大限度
发挥上级扶贫资金的效益，该村上级扶贫资金
按照负赢不负亏的约定作为股份入股该项目，
用于专项发展茶园，茶园见效后，按照每亩不
低于20%的（每亩不低于1000元）收益支付给
村集体，专项用于村贫困人口帮扶。同时，该
项目还预先雇佣该村贫困人口在茶园务工，实
现家门口就业。

高兴镇的绿科葡萄园采摘项目同样通过旅
游带动扶贫发展。一方面该项目自动对接周边
三个村，把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纳入园区打
工，每天收入60元，年增加收入5000元；另一
方面，通过申请富民生产贷110万元，通过收
益转移，帮助周边3个村11户22口人实现脱贫。

在发展乡村旅游带动脱贫工作方面，巨峰
镇有饽饽顶旅游开发项目，碑廓镇推出了东山
部落旅游项目……目前，岚山区已发展旅游扶
贫类项目7个。

电商也是脱贫攻坚生力军。岚山区注重对
贫困人员电商技能培训，建立健全了电商配套
服务体系，加速电商与农村各产业融合，拓展
农村电商物流金融渠道。目前已建成村淘服务
点60个，村淘合伙人月均收入5000元左右，最
高的月入五万余元。

储备366个项目 变“输血”为“造血”

岚山定制产业扶贫“套餐”

□记 者 秦 洋
通讯员 李维江 李绪业 报道

本报五莲讯 “没想到从新华书店也能借
书看，真是太好了。”近日，在五莲县新华书
店，办理完图书借阅手续的读者朱建翠脸上乐
开了花。

朱建翠说，她从网上看到《我是凡尘一粒
沙：三毛传》这本书后，非常喜欢，于是便到
新华书店来买书。在交款时，书店营业员告诉
她，可以现场办理一张县图书馆借书卡，直接
把书借回家阅读，看完后归还图书馆就行，并
为她办理了借阅手续。

为深入推进“书香五莲”建设，激发全民
读书热情，五莲县以市民阅读需求为导向，加

大财政投入，整合县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图书资
源，从今年4月起开展全民阅读“市民读书
政府买单”活动。

“读者办理借书证后，每次可以在新华书
店借阅2本总价100元以内的图书，购书费用由
图书馆‘买单’。阅读完后，一个月内归还到
图书馆就可以了。”五莲县新华书店经理索世
波介绍，若借书人遇到符合借书规则，但书店
却未上架的新书，只要把书名和联系方式留给
工作人员，书店将在第一时间进行调配。

“市民读书，政府买单”把购书选择权交
给读者，实现读书借阅的“私人订制”，极大
激发了市民读书热情。“图书馆的馆藏更加丰
富，也更贴近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原来比较冷

清的阅览室，现在每天都座无虚席，甚至有的
读者在图书馆开门前就早早的来‘抢位’。这
几个月每天平均到馆读者400多人次，借还图
书1500余册。”五莲县图书馆馆长王丽告诉记
者。

在方便市民个人借阅的同时，该县针对机
关事业单位职工上班时间借阅不便的实际，探
索推行集体借阅制度。借阅单位以单位名义办
理集体借书证，每月收集汇总职工借阅图书目
录后，转交县图书馆，县图书馆协调新华书店
在3个工作日内备齐图书供借阅单位职工阅
读。同时，该县根据网上书店、实体书店图书
销售情况，每月选择政治、经济、文学等几大
类30册畅销图书作为推荐书目，供读者参考阅

读，并将推荐书目图书馆馆藏副本数由3本提
高至15本，供各单位集体借阅选择。

县民政局依托“市民读书、政府买单”活
动，倡导干部职工多读书、读好书，组织40余
名干部职工办理了集体借书证，每月参考推荐
书目安排专人负责图书借阅、归还工作，4个
月时间累计借阅图书200余册，实现“一人一
月一本书”，营造了书香机关的浓厚氛围。

读者“点餐” ，政府买单，拓展了文化
惠民新渠道，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图书
馆、亲近图书馆，掀起了全民“悦读”热。据
统计，五莲县图书馆平均每月办理借书证1000
多个，4个月的时间新增馆藏图书7459册，价值
22 . 16万元。

市民读书 政府买单
五莲县融合资源实现读书借阅“私人订制”

□从春龙 报道
9月20—21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的“梨园百花春·山东戏曲青年名家展演”日照站演出在东港区海曲音乐厅举行。李李伟、张明

霞、纵宛宛、王伟等青年戏曲名家为观众表演了莱芜梆子、吕剧、山东梆子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戏曲选段。图为李伟伟(右)在表演《程咬金招
亲》选段。

□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20日上午，省统计局、国

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与日照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的全省第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集中宣传活
动在日照启动。本次活动以宣传第三次全国农业
普查为主要内容，以“农业普查 福到农家”为
主题。

本次统计开放日以宣传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为主要内容，主题为“农业普查 福到农家”，
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10日。启动仪式现场，通
过展板、车载宣传显示屏、宣传彩页等形式宣传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及统计、调查工作知识。统
计部门还来到东港区香河街道后山前村开展农业
普查入户宣传，给村民发放宣传手册和宣传彩
页，听取普查指导员、普查员工作情况介绍。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入户登记进入100天倒
计时，各项准备工作将进入冲刺阶段，省、市、
县、乡、村五级联合，紧扣主题，举行“中国统
计开放日”活动，是对第三次农业普查工作发出
的动员令、吹响的冲锋号”。

据悉，本届统计开放日在往届基础上，进一
步创新活动形式，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
等多平台扩大宣传，为更加优质的统计调查服务
打好基础。

全省统计开放日

在日照启动

□杜辉升 张健 贾宗杰 夏波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19日0：30，日照港迎来瓦

日铁路全线运营首列重载列车。列车由山西兴县
北站发车，经临汾、长治等站点直达日照港，在
瓦日线运行全长1177公里，共运行约24个小时，
运载3668吨原煤。经过1小时15分钟，日照港集
团股份一公司完成了卸车作业。

这是瓦日铁路第一列真正意义上的进港煤炭
班列，实现了从起点到终点的运营。据了解，自
铁路运输供给侧改革实施以来，太原铁路局对兴
县北到日照实行“点对点”煤炭运价下浮20%的
运输优惠政策。9月15日 ,瓦日铁路正式运营以
来，沿线货源组织更趋顺畅、便捷，预计后期每
月将发运5万吨以上，瓦日铁路市场营销工作取
得了八年来的历史性突破。后期，太原铁路局将
在瓦日线推广使用C80E车型，铁路运量和运输
效率将大幅提升,日照港在国家能源、原材料运
输格局中战略地位将更加突出。

据了解，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地区兴县
的瓦塘镇，横跨山西、河南和山东三省13个市，
东至山东日照港，线路正线长度1260公里，全线
投资概算总额1058亿元，于2014年12月30日建
成。2015年1月13日，瓦日铁路货物列车拉通试
验。瓦日铁路是国家八横四纵铁路网中重要的
“西煤东运”能源运输动脉，是国内最高等级的
万吨列电气化重载铁路。

瓦日铁路成功运行

首列进港煤炭班列

□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招商和装修工作都已经完成，目

前正在做开业前各项预案的演练，9月30日一定可以
盛装绽放。”在9月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日照苏
宁广场商业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于秋杰说。

今年，东港区确定了28个楼宇经济项目重点推
进，其中苏宁广场项目等10个服务业载体建设项目
列入市级重点项目，预计年底8个项目将投产达效，
新增商业面积95 . 6万平方米。苏宁广场的开业，标志
着老城区再添一重量级的商业地标。

日照苏宁广场位于海曲中路18号，总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是集零售百货、特色餐饮、休闲娱乐、儿
童娱乐、生活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购物中心。记者了
解到，广场开业正值黄金周，优惠空前。10月1日“金
曲歌王”曹格将来日照与歌迷互动。

东港区把服务业发展作为县域经济发展转型升
级的重中之重，以“一个商业区、两个商务区”为
载体，大力培植总部经济、现代金融、航运物流、
创意设计、文化旅游、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产
业。尤其今年以来，东港区完善全区现代服务业体
系，重点支持“金融、商贸商务、旅游、科教和文
化创意、现代物流、软件和服务外包”等六大产业
发展。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济宁银行等股份制银
行纷纷抢滩入驻中心商务区；保险、证券区域总部
近50家，占据全市的“半壁江山”；各类新兴金融
机构、金融服务机构和投资机构近100家，成为服
务业发展新的增长极。

截至目前，东港区服务业从业人员超过26万人，
占全部从业人数的76%。上半年东港区服务业对财
政的贡献率达到80 . 8%，成为日照市唯一被省委、省
政府表彰的“全省服务业发展先进区”。

日照

再添一商业地标

日照8月数字化城管

案件数据出炉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董欣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社会福利

中心1号养老楼近日完成主体工程。为给老人提供
一个舒适安全、绿色环保的居住环境，1号养老楼
采用了“A级防火岩棉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是国
际上公认的“第五常规能源”中的主要节能材料。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社会福利中心位于两城街道
驻地，概算总投资5000万元，是一处集社会养老、托
老托残、日间照料、康复疗养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社
会福利服务机构。

山海天

建成“绿色养老楼”

种牛登陆“零待时”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胡明文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19日，经过海关工作人员

的现场监卸，由新加坡籍格洛斯特快航轮载运进
境的3042头优质澳洲种牛正有序通过下船通道。

“长时间的海上颠簸很容易让活体种牛出现
伤病情况，日照海关通过零待时通关和船边验放
为我们的‘客人’搭建了下船快速通道。”北京
雄特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思聪说。

据了解，优质种牛的引进对改良我国现有牛
种群遗传性状、扩大优质种群、丰富牛种基因资
源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引进的种牛全部来自澳
大利亚，包括有荷斯坦奶牛、娟姗牛、安格斯
牛、西门塔尔牛等四个品种，分别具有产奶多、
质量高、生长快、肉质好等特点。针对活体种牛
在通关方面的特殊需求，日照海关急事急办，为
企业开通了24小时预约加值班服务，并通过提前
报关、快速放行、船边验放等一系列措施，在确
保监管到位的同时，实现了船舶进境、种牛登陆
的“零待时”。

□记者 张健 通讯员 郑伟刚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5日，日照市创城办和城管

办联合发布日照市8月份数字化城管案件情况，案
件整体处置率为77%，13家专业部门案件处置率达
到100%，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及4家专业部门案件处
置率达到90%以上，个别区县、专业部门较低。

据日照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接收
的信息显示，各类城市管理事件、部件18760件，符
合条件并立案16311件，其中应处置案件（扣除短
时间内不具备处置条件或者需要延期集中处置的
案件，包括道路修补罩面、绿化补植及设施设备更
换等）13221件，应结案件11976件，处置完成9221
件，处置率为77%。在各专业部门中，民政局、公交
集团、城投集团等部门案件数量多，但案件均得到
及时有效处置，无超期未处置案件，处置率达到
100%；东港区、联通公司处置率偏低。

□记 者 秦 洋 栗晟皓
通讯员 窦文煜 付群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20日，记者从日照市政
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实施“六证合
一、一照一码”注册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已
有1866户企业办理了“六证合一”营业执
照，新登记企业949户，同比增长39 . 53%。

据了解，日照市工商局按照全市效能建
设要求，于8月15日率先在全省实施“六证合
一、一照一码”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即在推
行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
码证“三证合一”改革的基础上，再整合社
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和印章准刻证

明，实现“六证合一”。
日照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局局长丁来余介

绍说：“‘六证合一’改革亮点体现在多个
方面，改革实施后，企业反映省时、省力、
省心、省钱。”以前，办企业设立登记手
续，需要往返6个部门，提交6套材料，填写
多张表格，办理时限也较长。现在只需到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一个窗口，填写一张表格，
提交一份材料，办理时限大为缩短，最快半
个小时就能领取营业执照，大大提高了办事
效率，深受企业欢迎。

“六证合一”改革实施后，审批流程转
变为工商窗口统一收件，然后6部门同时在

网上受理，企业需提报的申请表格由6套减
少为1套，申请材料由37份减少为8份，填写
事项由186项减少为38项；办理过程由原来往
返12趟，减少为1趟，工作时限由法定40个工
作日压缩为2个工作日，提速95%。已经办理
了“三证合一”的企业不需要再到窗口办理
“六证合一”，将由工商部门将相关登记信
息共享给人社、统计等部门，简化了办事手
续。“一照一码”工商营业执照，是企业唯
一合法的身份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每
个企业唯一的、终身不变的主体标识代码，
相当于居民身份证号码，企业外出办事只带
“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即可。

日照“六证合一”让千余企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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