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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文景

安丘万芳果蔬休闲观光采摘庄园大棚里，
一架架鲜嫩的黄瓜、西红柿，一畦畦有机芹
菜，让人垂涎不已。无论是小量采摘的闲散游
客，还是打算大批采购的批发客商，都打定一
个主意：不管价钱多高都要。

这个采摘庄园是安丘市众多家庭农场中的
一个，也是安丘市通过推动家庭农场和休闲农
庄建设，着力提高土地产出，为市场提供放心
农产品，实现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和农民增收
的缩影。

据了解，该采摘庄园所用的500来亩土
地，大部分是该镇郑家沙沟、陆家沙沟、刘家
营等3个村的岭皮薄地，传统种植方式产出效
益低。多年来一直是种小麦和玉米，但是小麦
长不过30厘米，玉米结得又小又瘪。这样的田
地，对大多数群众来说，不种不行，种却又是
年年算不着账。

2015年，安丘市将这些“鸡肋”土地，通
过土地流转，统一集中起来对外招商，建设新
型的休闲农庄和家庭农场。

目前，经过承租方大规模的土地整理改
造，这500多亩地已成为安丘南部的一大有机
蔬菜基地。据投资方负责人焦方兴介绍，项目
总投资2000万元，计划建设高标准冬暖式大棚
200个、春暖式大棚60个。建设有机蔬菜生产

区、富硒蔬菜区、采摘体验区、科技育苗区、
露天观光区等板块，同步配套建设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站、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交易市场
等服务设施及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截至
2016年12月，项目一期已建成冬暖式大棚42
个，春暖式大棚11个，种植了黄瓜、西红柿等
有机蔬菜，全部采用统一供种、统一施肥、统
一技术培训、统一市场销售的运作模式，采取
园区方自管和将大棚返租给本村群众种植等方
式，共同赢利。每个有效种植面积为1 . 5亩左
右的大棚，一年可实现利润10万元。

同样是500亩土地，以前一直被视为可种
可不种的山岭薄地，经过项目方投资改造整理
以后，这500亩土地的产出效益提高了十几
倍，由山岭薄地变成了一块“宝地”。同时也
拉长了土地产出期限，据庄园方现场负责人焦
守元介绍，现在这园区内的各个大棚，一年中
可以有11个月时间接茬种植各种应时蔬菜。

据介绍，在万芳采摘庄园建设和生产中，
官庄镇陆家沙沟3个村及附近村的相关群众有
了多项收入：首先是土地流转收入，每亩按每
年900元付给群众，并且每5年增长50元。

“现在是什么活不用干就能纯挣到900
元。”陆家沙沟村村民陈常兴介绍说，村民到
庄园打工还能再挣一份工资。

陆家沙沟村50岁的村民李淑，自己在这山
岭上有2亩多地，每年劳作，纯收入不过千

元，流转出去以后不用出力就得2000元；他现
在在园区里打工，每月工资2400元。像李淑这
样的村民，还有与她同村的李常芹、冯金香，
以及刘家营的李秀云等人，都是50岁左右的农
村妇女，外出打工不好找工作，现在在家门口
当上了农场工人。

新安街道范家庄村焦玉明看到万芳采摘庄
园的经营模式，就主动承包了一个大棚，当上
了“棚长”。焦玉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庄园
方将所建大棚对外承包，并且提供种子、肥水、
技术等，个人只是进行必要的管理。他主动承包
一个黄瓜大棚后，栽植了8000棵黄瓜，每棵按结
黄瓜5公斤、每公斤3元算，一个这样的大棚冬春
两季就实现销售收入12万元。除去给庄园方的
承包费、雇工费等费用，自己净剩一半多。

万芳采摘庄园提供的有机蔬菜，实行统一
供种、统一施肥、统一技术培训、统一市场销
售，并且给每个大棚都设立了“电子身份
证”，对产出的蔬菜在进行大宗销售时都建立
“二维码”标识，还统一设立了微信公众号，
这样就使每棵菜都有了“身份证”，消费者一
扫便知真假。“放心农产品，价钱再高，也是
受欢迎的。”焦方兴说。

万芳采摘庄园的运营方式，借鉴了大集体
和大包干的优点，又弥补了不足，特别是定向
投入、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者和管理者
的责任更到位，技术效益更能在最短时间内体

现出来。庄园方借鉴现代管理方法来提高各个
大棚的产出质量，如每隔一个月，组织各个大
棚的“棚长”和管理人员相互观摩学习，互提
意见，共同改进和提高。

以前这500亩土地，除了耕种的群众按农时
到地里耕作以外，一年到头很少有人来。自从统
一改造成为观光采摘庄园后，每天来园里观光
的游客络绎不绝，园区方顺势在园内设立了农
家饭店，用自产绿色蔬菜招待客人，深受欢迎，
旅游性餐饮也成为一项重要收入。还有，园区里
的果蔬在对外销售时，电子商务是重要渠道。这
样，单纯的种植业又延伸出了旅游业和餐饮业
等一系列服务业，各业收入都十分可观。

目前，在安丘市，像万芳这样的家庭农场
或观光采摘园，已经发展成熟的还有“和甫生
态休闲农庄”“南王家庄草莓基地”等7家，
共占地5000多亩，下一步要建设的还有100多
家。万芳采摘庄园也打算再扩建2000亩。

去年底，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贯彻
国办发〔2015〕93文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6〕54
号），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为
全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先手棋’。安丘万芳的经验模
式，值得在全省范围总结推广。”省发改委相
关处室负责人说。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不仅仅是城市里，乡镇甚

至村里也将用上天然气，山东将进一步加快
天然气的开发利用。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
通过完善省内天然气管网和配套基础设施，
积极开拓天然气利用市场，扩大天然气利用
规模，到2020年，我省省内将建成“五横五
纵三枢纽”天然气主网架，长输天然气管道
实现县县通，镇镇通达率达到70%以上，同时
全面推广天然气村村通。

天然气是清洁、高效的低碳能源。信息
显示，目前全省天然气供给以省外调入和进
口为主，形成了以中石化鄂尔多斯气田气、
胜利油田和中原油田伴生气、山东LNG进口
气，中石油长庆气田气、中亚进口气，中海
油渤南气田气为主的多气源、多类型、多方
向供应格局。2015年，全省天然气消费80亿
立方米，较2010年增长38 . 4%，占全国天然气
消费总量的4 . 1%，居全国第六，消费结构以
工业用气为主，占全省天然气消费总量的
46%。

随着我省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
快，天然气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由于我省天
然气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石油、中石化
的长输管线，而我省处于管线的末端，受上
游供气紧张的影响，我省天然气供给处于被
动地位，可供资源量难以满足用气需求，供
需缺口逐年扩大，仍存在占能源消费总量比
重较小、消费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

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将带动相当于8000万吨标煤的能源消费量。
2016年，我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 . 02%，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9%，城镇化仍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推广使用天然气替代燃煤，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69%、减少二氧化硫排
放量近100%、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55%、减
少粉尘排放量100%。来自《山东省石油天然
气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30年）》的信
息显示，到2020年，全省天然气需求量为250
亿立方米，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8%；2030
年，全省天然气需求量为470亿立方米，占全
省能源消费总量的13%。

通过合理组织气源、提高天然气管网覆
盖率，我省将进一步拓展天然气在城镇、乡
村、工业、交通和天然气发电等领域的应用
范围，扩大市场容量，提高利用水平。到
2020年，省内长输天然气管道总里程将达到1
万公里，形成以东部海上气和西部、北部管
输气为主的供应格局，初步建立省级天然气
运营管理平台，实现资源统筹调控。

我省将加快完善天然气基础设施。统筹
沿海LNG登陆和陆上天然气入鲁通道，加快
长输天然气干支线和区域调配枢纽站建设，
进一步完善区域输配管网，推动建立省级天
然气运营管理平台，提高互联互通和资源调
配能力。加快城市门站、市域高压环网和城
镇燃气配套管网建设及更新改造，积极推进

天然气管网向乡镇延伸，着力提高天然气管
网覆盖率。合理布局压缩天然气（CNG）母
站、液化天然气（LNG）储配站，优先在管
网未覆盖的区域建设CNG、LNG供气设施，
加快CNG、LNG加气机计量检定能力建设。

通过多渠道增加资源供给，我省将构建
多元化供应保障格局。进一步深化与中石
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上游天然气销售企业
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中俄东线山东段、新
粤浙豫鲁支线等国家骨干输气工程建设，争
取增加向我省天然气供应量。充分发挥我省
沿海区位优势，依托以青岛港为龙头，烟
台、日照港为两翼的沿海港口群，加快布局
建设LNG接收站，鼓励省内企业参与海外天
然气开发项目，获取和引进LNG资源。加强
与内蒙古、陕西、新疆等能源资源大省
（区）合作，鼓励和支持省内企业利用省外
煤炭资源加工煤制天然气并向省内输送。

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我省将完善城镇
燃气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居民和公共服
务设施使用天然气。统筹新城建设和旧城改
造，新建城市新区、住宅小区以及公共服务
设施必须同步配套建设天然气管网设施，实
现中心城区管道天然气全覆盖。实施天然气
下乡工程，大力推广天然气在新型农村社区
的利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延伸到农村居民
点。在管道无法通达的区域，鼓励使用
CNG、LNG等方式实现天然气的利用。积极
发展居民天然气用户，提高天然气利用量。

加大散煤治理力度，推进城乡“煤改气”工
程；推进煤改气、煤改电等新能源替代，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天然气热电联产或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系统替代燃煤供热机组及供热
锅炉；设立天然气供暖示范区及示范项目。
引导农村居民改变生活习惯，因地制宜使用
天然气或沼气、生物质燃气等清洁能源替代
散煤。此外，我省还将大力推进交通运输领
域天然气应用，合理发展工业燃料用气，积
极发展天然气发电及分布式能源。

为加快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我省将大力
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逐步向市场化方向推
进。我省将择机放开非居民用气价格，逐步放
松对居民生活用气价格管制；积极推进大用户
直供，降低用气成本。完善天然气发电电价疏
导机制，通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采取财政补
贴、气价优惠、制定供热价格等措施疏导天
然气发电价格矛盾，鼓励天然气发电企业与
电力用户直接交易、自主协商确定电价。

同时，我省还将加大对天然气开发利用
的财政支持。积极争取中央基建投资资金、
节能技术改造奖励资金以及相关产业专项建
设基金等，对天然气干支线管网、城市燃气
管网、应急储备调峰设施等天然气基础设施
建设运营和改造升级，以及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煤改气、油改气等天然气利用项目给予
支持。鼓励各地市安排一定财政资金，对锅
炉煤改气、天然气汽车、天然气船舶、天然
气热电联产及分布式能源等给予补贴。

□记 者 代玲玲
通讯员 曹国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作为农产品资源和网购消费
大省，山东广阔的市场成为电商巨头们争抢的
蛋糕。日前，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根据第三
方大数据机构测算，2016年，山东电子商务保
持快速发展势头，全年电子交易额2 . 65万亿
元，增长31 . 1%，高出全国平均增幅8 . 3个百
分点；网络零售额3007亿元，增长33 . 7%，高
出全国平均增幅7 . 1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省工业产业衔接情况良好，产
销率明显高于全国及其他沿海省市。但从最终
产品销售来看，一直是“买入”大于“卖
出”。2015年，在阿里巴巴平台上买进1747亿
元，卖出1062亿元，逆差为685亿元。

可喜的是，2016年的数据显示，我省网络
消费与网络销售结构进一步优化，买入卖出比
值从1:0 . 6上升到1:0 . 73，逆差金额同比缩减
32 . 4%，网络零售增幅分别高于广东、浙江17
和3个百分点，成为我省电子商务发展的一抹
亮色。

从商品来看，3C数码、服装鞋帽全面扩
张，家居用品、在线餐饮实现高增长，在线旅
游、生活服务较去年提升显著：在实物型网络
零售额中，3C数码、服装鞋帽、食品保健位
列前三，合计占比达52 . 25%；而家居用品、
食品保健、家装家饰则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2 . 85%、2 . 48%、2 . 17%；服务型网络零售额
中，在线餐饮、在线旅游、生活服务位列前
三，合计占比达85 . 26%。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存
在一些发展瓶颈，网络平台规模偏小、自主品
牌不多、网络销售逆差、农村物流滞后、电商
服务支撑较弱、中高端人才缺乏等短板依然比
较突出，成为制约电商发展的关键问题。

记者了解到，2017年，我省将继续突出电
子商务品牌建设，培育50个电商名优品牌、10
个区域品牌和10大电商服务品牌，推进县乡村
电商物流配送网络的全覆盖，建立山东省电子
商务大数据平台，加大电商扶贫力度，深化电
子商务示范创建，力争到2017年底建成40个示
范县、60个示范基地（园区）、120家示范企
业。引导各地依托产业资源优势，以龙头企业
产业联盟为基础，打造20个特色电商小镇。

山东加快天然气开发利用
2020年长输天然气管道县县通，全面推广天然气村村通

建设新型休闲农庄和家庭农场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万芳模式

买1元卖7毛，山东电商逆差额缩减三成

□通讯员 王伟 记者 袁涛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记者近日从威海市蓝办获悉，威

海市2017年公路建设计划出炉，全市今年将实施13
项普通国省道公路重点工程，总里程220公里，计
划投资8亿元。

今年，威海市将从打通高速公路网、推进普通
公路工程、做好前期项目工作等方面发力，进一步
加快路网优化升级、提高互联互通能力、构建现代
化大路网。高速方面，全面提速绕城高速公路建
设，力争年内完成大部分前期工作，同时发挥属地
协调作用，加快推进境内主线长71公里的文莱高速
项目建设，尽快打通威海市与中西部城市的快速连
接通道。普通公路工程方面，重点抓好S201威东
线田和至温泉段（环山路）改建工程、S202威青
线北台至十里头段改建工程、S203蒲石线蒲湾至
所前泊段改建工程的项目建设。

威海今年

实施13项公路重点工程

沾化提升沿海开发水平

□刘克伟 娄燕富 报道
本报沂源讯 “俺在石龙工业园上班，一个月

能挣3000多元，关键是在家门口上班，不耽误照顾
老人和孩子。”近日，沂源石桥镇石龙官庄村留守
妇女沈启爱说起“留守就业绿色通道”一脸笑意。
沈启爱的丈夫在上海打工，常年在外。前些年，赡
养老人、孩子学费等开销都靠丈夫一人打工收入，
家庭困难。像沈启爱这样的留守在家的贫困妇女，
在石桥镇还有90多位。

石桥镇结合当地企业需求和本地留守妇女众多
的实际，依托石龙工业园、专业生产合作社等各类
新型经济合作组织，探索“企业+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发挥其就业吸纳能力，采取季节用工、
临时用工等多种措施，拓宽留守就业渠道，把留守
贫困户及农妇吸纳进来，使空闲人力资源转化为发
展资本，帮助农村留守贫困户走出困境，实现脱贫
增收、赡养老人、企业用工“三全其美”。

□徐剑 报道
本报淄博讯 2016年，全国合成橡胶产能最大

的齐鲁石化橡胶厂与青岛科技大学、北京化工研究
院等单位共同合作，进行新型钼系催化剂中试工艺
开发及胎面胶工业应用研究取得较大突破，即将进
入中试实验，为新型钼系高乙烯基丁二烯橡胶走入
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钼系高乙烯基丁二烯橡胶是现阶段适合我国工
业水平的高性能、低成本、有广阔市场和发展前景
的轮胎橡胶新品种。与轮胎用通用橡胶材料相比，
具有密度更小、质量轻、环保节能等优点，用于轮
胎胎面有望降低5%—8%的汽车燃油量，有效降低
汽车废气排放量。同时，采用钼系高乙烯基丁二烯
橡胶制得的轮胎制品，兼具有良好的乘坐舒适性和
行驶安全性以及较长的使用寿命。

齐鲁石化

研发钼系橡胶取得突破

“留守就业绿色通道”

助农增收

□张棚 报道
本报滕州讯 滕州抓住国家马铃薯主粮化战略

机遇，全力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积极打造全国菜
用马铃薯行业的“风向标”。去年，全市春秋两季
马铃薯稳定在65万亩，总产200余万吨，总产值60
余亿元，亩均效益8000元以上，是全国二季作区单
产最高、效益最好的县（市）。

据了解，滕州将围绕国家主粮化战略，按照现
代农业示范区建设规划要求，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提升产业水平，把滕州建设成为全国春季马铃薯良
种集散、物流仓储、价格形成、信息汇集中心，倾
力打造马铃薯产业融合示范区，示范引领全国马铃
薯产业发展方向。

滕州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

东营区
构建现代农业发展体系

□杜文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东营市东营区紧紧围绕“高效生

态”的发展定位，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着力发
展现代农业、绿色农业，将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相
融合，全力构建现代农业发展体系。

目前,全区已启用高温蔬菜大棚87栋、低温棚
119栋、智能温室棚10栋，新收购葡萄棚22栋，以
及露天种植区600多亩，年产优质蔬菜、水果600万
斤。今年，该区还将建设8000平方米的概念观光农
业智能温室和100栋高温棚，大力发展高效生态观
光农业。2016年，东营区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
16 . 2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4 . 9亿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17100元。种植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区
粮食种植面积34 . 7万亩，总产量达到14 . 74万吨；
棉花面积12万亩，总产量达到1 . 1万吨；蔬菜及食
用菌播种面积5 . 01万亩，总产量达到21万吨。

□记者 杜文景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日前，记者从滨州市区域办获

悉，沾化区作为“黄蓝”两区开发建设的叠加区和
主战场，积极实施突破海上战略，多措并举提升沿
海开发水平。

落实套尔河港区总体规划，沾化开发整治
11 . 7公里的套儿河港区，规划建设魏桥、海通12
个3000吨级通用泊位，拉动临港经济低成本快速发
展。建成运营滨海化工园污水处理厂二期和集中供
热中心，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加快推进产业集聚。
突出链条式组合、功能化布局、集群化发展，加快
汇宏新材料二期200万吨氧化铝、40万吨铝材精深
加工项目建设，推动2台350兆瓦热电机组运行发
电，投资3亿元的创新集团铝基复合材料一期竣工
投产，加快打造高端铝产业基地。大力培育沿海旅
游、仓储物流、保税仓库等新兴产业，加快打造临
港服务基地。创新投融资机制，探索运用PPP模
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运用倒逼机
制，强化安全环保监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升
沿海开发水平。

□陈 彬 杜文景 报道
2月7日，在博兴县吕艺镇一家农资专卖

店，当地农民正在购买、搬运化肥。
当前天气逐渐转暖，博兴县进入春耕备

耕阶段，当地众多农民开始选购种子、化
肥、农膜和农业机械等农资，为春耕做好准
备，确保今年的春耕顺利开展。

□方垒 赵玉国 姜凌云 报道
▲一年之计在于春。趁着春回大地、气

温回升，茌平县农民忙着加强田间农业生产
管理，做好当前小麦浇水、施肥、除病虫害
工作，加强当前果木的施肥和修剪工作，为
农业生产丰收打下基础。

□杜文景 闫盛霆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功力创新谷暨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工作站在淄博市淄川区经济
开发区功力机器有限公司揭牌。

据了解，功力创新谷以智能制造为核心，
以机械制造、激光技术、智能识别、智能机
器、精密模具、测控装备、制造装备为主要孵
化方向，以孵化与加速一体的零距离产业化为
特色，借助功力机械的场地、人力、厂房、设
备、服务等实体资源，依托社会众筹基金、功
力自筹资金及政府补贴资金支撑项目孵化加
速，吸引全国智能制造领域技术人才及产业专
家带项目进驻、孵化、加速、上市。项目成熟
后，每年达到20个创新项目孵化，10个优质项
目加速，形成不低于5亿元的工业增加值，每
年吸引100位以上的创新型企业家和精英人才
建立专业智库。

淄川功力创新谷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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