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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郝信波 王艳火

招远市大秦家街道原家村62岁的老汉王堂
勇，家里最近迎来了20年来最大的“土木工
程”：重建了低矮的门楼、用水泥硬化了院
子，还对屋墙进行了彻底的粉刷……

“去年，村里路都硬化了，厕所改了，巷
子都修了花坛。我这门楼子实在有点寒碜，不
翻新一下配不上这么漂亮的村子。”王堂勇拿
着铁锨干得起劲，一屁股坐在门口的沙堆上，
呵呵乐了起来。环境的改变，也给他带来了喜
气：闺女4月份要出嫁，村民无论何时见到他，
都是一幅乐呵呵的表情。

原家村从2015年底开始治理。街道绿化
“一街一色，一巷一景”，这条巷子都是樱
花，就叫樱花巷。还有玉兰巷、海棠巷、丁香
巷、紫薇巷、柿子巷。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三
嘉集团还流转了180多亩土地发展高效生态农
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就业。

“我们在美丽乡村创建过程中，尽最大可
能地保留原有的乡村风貌。去年打造的6个村，
村村都有特色。”大秦家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许
金香指着一个花坛告诉记者，“这些花坛用的
石料，都是村民拆老房子剩下的，我们就地取
材拿来用，比全用水泥更有味道。”

去年，省里出台了《关于推进美丽乡村标
准化建设的意见》，烟台市以“四级联创”为
载体，坚持连片打造、全域覆盖、全面推进，
取得了明显成效。

“标准化不排斥特色化，更不是‘一刀
切’。”烟台市委农工办主任李晓明表示，
“烟台市在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中不搞大拆大
建，不搞统一刷墙，依据各个村的特点，打造
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

青杨堡村是去年和原家村一起整治的6个村
之一。在村文化广场旁边的一爿石磨，因为已
多年不用，有人建议干脆拆掉。“我们经过考
虑，还是把石磨保留下来了。不仅如此，对石
磨进行了维修，围绕石磨四周建起一圈石
凳。”许金香说，到了夏天，大娘婶子可以围
着老磨聊聊家长里短，“这些都是传了多少年
的记忆，应该保留下来。”

李晓明认为，“标准化”更多是功能上的
标准化，而不是村庄的千遍一律。“要全面推
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乡要素有序流
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切实提高农民群众
‘获得感’。”

记者在原家村、青杨堡村、小扬家村等村
采访时发现，村头公路上的公交站牌已建成跟
城里完全一样的公交亭，可挡风避雨防晒。每
个村还建起了学生候车室，供坐校车的孩子休
息等车。

招远制订了全域化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发展
规划，把724个行政村全部纳入蓝图，今年就要
实现美丽乡村全覆盖。交通、医疗、教育等公
共服务功能全面下沉，村民的生活跟城里已几
无差别。

“八犊夼的驴能登梯子”，一句流传了上
百年的老话道出了牟平区王格庄镇八犊夼村祖
辈的无奈。村子四面环山，房子都在陡峭的山
坡上，后边的人家一抬脚就能踩到前边人家的
屋顶。取材垒石堰、打梯田，层层叠叠900多亩
梯田形成了独特的地貌和传统文化。

“这些梯田、老房子，现在成了俺们村的
宝。去年，我们重修了祠堂、建起了民俗文化
展览馆，今年准备打造几处民宿，依托村上千
亩的苹果、樱桃、板栗发展乡村旅游。”村委
会主任李冬春现在信心满满。

为了充分利用烟台丰富的传统民俗文化资
源，做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的结合文章，建
设“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传统村
落，烟台2015开始启动了烟台民俗文化村建
设。八犊夼以“北方临海旱作梯田”入选。

2017年，烟台市还将在以往的基础上再培
育20个民俗文化村，今年总数将达到60个。民
俗文化村建设作为烟台市美丽乡村建设中的自
选动作，就是要把乡村文明、耕读文明传承下
去。

省里发布的《生态文明乡村(美丽乡村)建
设规范》地方标准，将村庄分为ABCD四类。
烟台市以更高的要求对全市村庄进行摸底排
查，建立了全市四级村庄台账，按照“消除D
级、打底C级、壮大B级、做优A级”的总体目
标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提升美丽乡村整体水
平。去年，烟台A、B两级美丽村庄覆盖率达到
50%；今年底前全市A、B两级村庄覆盖率超过
55%，力争到2019年提前一年实现省定覆盖率
70%的目标要求。

烟台美丽乡村创建不搞千篇一律和大拆大建

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景”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王 强 蒋言芳 报道

本报栖霞讯 3月1日，栖霞市松山工业园
的烟台泉源食品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外，几辆冷
链运输车正整装待发。“这批苹果是发往新加
坡的，一共23吨，大约一个礼拜以后就到客户
手里了，全程冷链、新鲜直达。”泉源集团董
事长姜延泉介绍说，“延续去年苹果出口旺
势，公司的订单非常多，真有点应接不暇。”

做为栖霞苹果出口领域的老牌企业，泉源
集团2016年苹果出口量再创新高。据姜延泉介
绍，全年累计有2万吨栖霞苹果从该公司发往
全球6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经销商手中，销售
额达到2000万美元。商务系统外贸统计分析数
字显示，去年山东省苹果出口总量为55 . 2万
吨，全国132 . 2万吨。栖霞为10 . 9万吨，分别占
全省及全国出口总量的19 . 7%和8 . 2%，数量稳
居全省县级市首位。

“栖霞市目前拥有苹果出口资质的企业80
多家，已有苹果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超过40家，
出口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东盟、
南亚和中东等地区为主。”谈起栖霞苹果出口
情况，栖霞市相关领导介绍，“总体来说全市
苹果出口数量一直在省市保持领先，2016年尤
其突出。”据统计，得益于出口量的大幅度增
长，去年栖霞苹果出口额完成1 . 58亿美元，同
比增长51%，拉动该市外贸出口增长11 . 3个百
分点。

作为苹果之都，栖霞市有果园100万亩，
年产优质苹果20亿公斤。出口量位居县级市首
位的背后，是栖霞市近年来持续不断地进行苹
果全产业链打造，推动苹果品质看齐国际标
准。去年，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获批建设，苹
果产业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相继落
户烟台，山东省首支10亿元苹果产业基金设立
运行，国内首家果品拍卖中心也启动运营。栖
霞 市 跻 身 “ 全 国 现 代 苹 果 产 业 十 强 县
（市）”，“栖霞苹果”被评为全国“十大魅
力农产品”，荣获苹果产区唯一的“全国果菜
产业十大国际知名地标品牌”。

□记者 隋翔宇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脊髓损伤及脑损伤再生修

复材料的研发”“新型极地冰区半潜式钻井平
台关键技术研究”……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行
列中，有不少“高大上”的项目都来自烟台。
记者从烟台市政府新闻办公室3月7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该市已推荐了125个科技项
目成功进入国家和省科技计划大盘子。

作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和首批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烟台市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发挥
科技创新的引领支撑作用。“烟台围绕培育新
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和提升优势产业，先后
组织实施了29个市级重大创新项目，加快突破
‘三类’产业核心关键技术瓶颈。”烟台市科
学技术局局长李勇军介绍。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加快了烟
台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催生了一大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如万华化学“MDI
制备技术”获山东省首批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
权，目前MDI产能达到230万吨，是全球规模
最大、技术领先的MDI制造商；南山铝业依托
“高性能铝合金中厚板”技术，打破国外在航
空航天、高铁动车等高端领域垄断，新增销售
收入6 . 1亿元，新增利税1 . 4亿元。

具体数据显示，2016年，在科技奖励方
面，烟台全市共有18个项目获得国家和省科技
奖励，共申请发明专利5 7 7 7件，同比增长
4 2 . 6 %；授权发明专利 1 2 6 8件，同比增长
11 . 1%。

□记 者 隋翔宇
通讯员 言 芳 海 超 报道

本报烟台讯 3月2日，经烟台市旅游发展
委员会推荐，山东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
员会组织评定，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公
告，正式批准栖霞太虚宫景区升级为国家4A
级景区。

太虚宫景区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宫殿建
筑面积5200平方米，有大小殿堂34座。景区历
史悠久、人文荟萃，由我国道教全真龙门派创
始人丘处机于公元1191年以故居为观主持修
建。

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道教文化的发源地
之一，太虚宫内道教建筑规模宏大、道教文化
底蕴深厚、被誉为“东方道林之冠”。同时，
每年举办的“燕九节庙会”和“龙王节庙
会”，逐渐成为胶东地区重要的庙会品牌，每
年游客数量高达50余万人次。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夏天棋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今天来街道排练舞蹈，食
药科普宣传站给发了一撂宣传材料，还看了宣
传片，都是关于食品安全的，长了不少见
识。”3月5日，莱山区黄海路街道的吴大妈有
不少意外收获。

2月24日，烟台市第一个食品药品科普宣传
站在莱山区黄海街道办事处揭牌成立，拉开了
全市食药科普宣传站建设序幕。今年，第一批
列入计划建设的宣传站共400个。

这个科普宣传站位于该街道的党群服务中
心。书架上摆放着各种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的宣
传材料。为保证宣传站起到应有作用，街道专

门安排了乔蕾颖等两名工作人员值守。
食药科普宣传站除了设立“资料角”，还

将定期组织现场讲座或视频讲座，及时张贴、
更换辖区内的宣传海报，与志愿者或义工组织
携手宣传“食安烟台”建设。在每年的“食品
安全宣传周”“安全用药月”及食品药品监管
重大活动期间，宣传站还围绕相关主题组织联
动宣传。

烟台市食药监局副局长王瑞介绍，建立
“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站”是提升食品药品
安全科普宣传、扩大创建食品安全城市宣传的
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在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的食品安全科普教育、专项整治及重大案件查
办情况等方面，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

大家亲身感受到政府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
效，努力赢得群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食品
药品科普宣传站的设立，是烟台食安科普宣传
的一个重要探索。”

科普宣传站作为有效的载体和重要抓手，
能够持续地面对百姓普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
开展各类宣传科普活动。通过这个平台，不断
探索基层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方式和经
验，不断推进科普宣传工作的社会化、群众化
和经常化，为保障群众的饮食用药安全打好基
础。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科普宣传站，
引导基层组织加强服务和管理，群众参与监
管，利用媒体传播有利于增加消费者科学知识
的信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宣传站的建设和维
护。同时，通过食安宣传进学校、进社区、进
村镇，不断提高群众的食品安全常识和自我防
范意识，形成群防群治、共同参与的良好局
面，把‘食安烟台’这一新的城市名片擦得更
亮、叫得更响。”王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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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宣传站擦亮“食安烟台”名片

烟台市在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中不
搞大拆大建，不搞统一刷墙，依据各个
村的特点，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
韵、一村一景”。去年，烟台A、B两
级美丽村庄覆盖率达到50%；年底前全
市A、B两级村庄覆盖率超过55%。

上 图：招远市蚕庄镇后孙家村街
头公园花团锦簇。

左下图：蓬莱君顶葡萄合作社的社
员们进行葡萄采摘。

右下图：龙口新嘉街道王格庄村旧
貌换新颜。

（资料片，均由烟台市委农工办提供）

□记者 隋翔宇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1 . 63万亿元、利润1169 . 6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7%和7 . 3%。”3月2日，烟台市政
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该
市2016年工业经济发展情况。数据显示，烟
台工业去年实现平稳增长，两项指标的绝对
额均居全省第一位，其中，主营业务收入系
自2005年以来首次跃居全省首位。

据烟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刘福
生介绍，2016年烟台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增加值增长8 . 96%，比上年加快1 . 06个百分
点。分行业看，37个行业大类中，有31个行
业增长，行业增长面为83 . 8%，其中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17 . 08%）、橡胶和塑
料 制 品 业 （ 1 2 . 6 7 % ） 、 食 品 制 造 业
（1 1 . 3 7%）等1 1个行业增加值增速高于
10%。

“纵观全年工业运行情况，各月份工业增
加值增速始终围绕9%的区间上下小幅波动，

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的势头，工业稳增长
取得显著成果。2016年，烟台市工业增加值增
速分别高于全省、全国2 . 13和2 . 96个百分点，”
刘福生说。

在烟台市范围内分区域看，福山区、牟
平区、莱山区等9个县（市、区）发展活力
足，增速高于烟台全市平均或与全市持平；
开发区、龙口市、招远市、莱州市和蓬莱市
5个县市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均在8 . 7%以上，
为烟台工业平稳发展发挥了“压舱石”的作
用。

数据还显示，2016年，约占烟台全市工
业总量九成的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 . 3%，较上
年加快1 . 3个百分点，高于该市工业增加值
增速。 2 0 1 6年，全市累计完成技改投资
1416 . 3亿元，连续第6年突破千亿元大关，
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62 . 3%，同
比增长14%。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
3 5 4 9 . 3亿元，占烟台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21 . 2%，同比增长9 . 5%，其中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分别增长37 . 8%、
30 . 7%和12 . 7%。

“在调结构政策措施的引导下，烟台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发展动
能不断积聚，抗风险能力逐渐增强。”刘福
生认为。

优势行业、重点企业带动作用也明显增
强。据刘福生介绍，在烟台工业37个行业
中，5个千亿行业收入增速均高于该市平
均，收入总额占烟台全市的56 . 4%,拉动该市
收入增长6 . 2个百分点。该市50户重点企业
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284 . 7亿元、利润
509 . 2亿元，分别增长8 . 1%和9 . 1%，两项指
标 绝 对 额 占 该市工 业 的 比 重 分 别 达 到
44 . 7%、43 . 5%，分别拉动该市收入、利润增
长3 . 6个和3 . 9个百分点。

目前，烟台全市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元
企业达到16家，其中过千亿元企业1家，过500
亿元企业3家。该市95种产品排名行业前5名，
其中国内行业排名第1位的产品就有57种。

工业主营收入居全省首位
烟台去年实现总额1 . 63万亿元，同比增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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