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秀萍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孟庆剑

刚刚获得“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荣
誉称号的聊城市东昌府区，在去年9月份，成
功获批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该区是如何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的？

种菜用上“云”

位于东昌府区斗虎屯镇的山东海睿现代
化设施农业示范园，一期20个大棚已初步显
露。河北、北京的客户要求“包销”，广东、江
苏、河南的客户也纷纷发来订单，十天时间就
已经在网上订出1000多箱“羊角蜜”甜瓜。

记者在示范园里看到：大棚内水分不足，
系统会自动发出指令打开滴灌电磁阀，对棚
内作物进行灌溉；光照不够，系统会控制大棚
周围的隔光膜自动卷起来，植物生长补光灯
自动亮起来……棚内看不到一个工作人员，
通过互联网技术的相关应用，园区实现了智
能化管理。

示范园总经理宓国强，指着瓜秧上方悬
挂着的小设备说:“这就是我们大棚不一般的
地方。这叫‘睿农宝TM’智慧农业监控云平
台，通过它，大棚可以实现自动放风、自动卷
帘、电脑检测温度湿度、摄像探头监控等，园
区农产品可以实现全过程现代化监管与质量
全程可追溯。”

“以前种大棚全凭经验、靠感觉，靠的是
两条腿来回跑，查看棚内温度计、湿度计上的
数字，忙得喘不过气来。”园区技术员告诉记
者，现在一个人管3个日光温室大棚游刃有
余，极大地减少了管理成本。由于是精准控
制，一个棚的产出量比普通棚高出20%，预计
园区瓜果蔬菜年产量可达800万斤。

“智慧农业”设施既实现了农业生产高度
规模化、集约化、工厂化，又提高了农业生产
对自然环境风险的应对能力。“‘羊角蜜’甜瓜
含糖高、口感好，市场平均价都在12元/斤左
右。不过，这个品种存在着易早衰、裂瓜严重、
抗病性差等问题，种植起来风险大，很多瓜农

放弃了。在我们的大棚里，自动监测终端可以
实现全程监控，及时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客
户和消费者还可随时监控羊角蜜瓜的生长情
况，随时订购。”宓国强说。

智能监管守住每个关口

“从品种管理到田间管理，再到后期销
售，我们守住每道关口，全力保障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区农业局副局长吕乃国说。

“检测项目：有机磷及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残留检测；检测值：合格；常温物流路线：城区
各大超市、市场。”在东昌府区农业局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站，我们通过追溯查询一体机，
清楚地了解到翠琳牌无公害黄瓜的定植、施
肥、施药、采收等9项记录。

打开东昌府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的
监管平台系统，全区所有蔬菜基地、超市、农
贸市场等联网点的实时画面，都可呈现眼前。

该区已建立了益农、绿丰、果优美和绿之源等
16个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点，和宏源农资、聊
城农资三公司等15个农药监控点，开通了5条
独享光缆和22条宽带网，配发了视频监控系
统、农资监管通等设备，并设置专人对追溯点
生产运营情况监控管理，对发现违规使用销
售禁限用农药等行为能做到及时处理。

为提升蔬菜品质，东昌府区还制定了蔬
菜、果品等生产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30余项。
并按照“两个市场一个标准”的原则，在农产
品生产加工各环节，广泛使用国际或进出口

（地区）质量安全和卫生技术标准。在农产品
产地环境、种植、养殖、农业化学投入品采购
使用等一系列环节，建立了可追溯体系。

当前，全区共发展省级农业标准化种植
基地16个、市级农业标准化种植基地16个、县
级农业标准化种植基地35个。畜禽标准化规
模养殖方面，发展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场2个、
省级17个。该区还积极开展“三控”（控肥、控

药、控添加剂）工作，严把生产过程安全关，严
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或者休药
期规定，严禁在种植过程中使用国家明令禁
止的禁限用农药及非法添加物，实施生产记
录档案制度，逐步建立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

绿色种植成自觉

自从梁水镇许屯村的黄瓜被“聊·胜一
筹!”品牌选中，许屯黄瓜作为聊城农产品的代
表，走向了大城市。在上海举行的聊城市农产
品品牌发布会上，上海万达超市当场与许屯
村签订购销合同。目前，许屯村的黄瓜在上海
大型超市按根卖，每根售价2 . 9元，成了蔬菜
中的“高富帅”。

5月22日，在许屯村邢继义的大棚里，鲜
嫩的黄瓜挂满枝蔓。老邢介绍，自从盖起了新
型冬暖式大棚，现在的黄瓜产量高，品质好，
一个3亩地的大棚，一年能赚十几万块钱。

“效益这么高，咱可得绿色种植，不能砸
了牌子。”老邢说，现在产品能追溯，相当于有
名有姓，要是蔬菜农残超标，牌子砸在谁手
里，没法给大家交代。他给小黄瓜都套上透明
塑料袋，这样可避免害虫叮咬，防止病菌浸
染，而且瓜条顺直美观、粗细均匀，生长速度
也快，价格比一般的黄瓜高不少。

2013年，在村委会引导下，部分村民联合
组建了义德鑫专业种植合作社，形成了“自主
经营、民主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
作经营共同体。义德鑫专业种植合作社走农
业组织化、规模化、机械化的路子，加快了
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步伐，降低了生产成
本，提高了社员收入。村民纷纷要求入社，
一些地块无法并入方田，村民就几户联合并
成大地块，现在千亩无公害黄瓜大棚已成规
模，生产、销售、运输已形成产业链。

许屯村的蔬菜名声远播，在其带动下，
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民靠种植棚室蔬菜走上了
富裕路。该村不断加强大棚管理，通过与农
户摁手印、签订协议、全程监管的方式，从
源头上保证黄瓜质量。绿色种植，已成为当
地菜农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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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宜琦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岭

上孙家村省定贫困户李桂玉大娘，一个多月
来脸上终于露出了笑脸。

原来，她的住房因电线短路引发了火
灾，得益于村里街坊帮忙，才把火扑灭。但
如何重建房屋，愁坏了李大娘。李大娘已经
69岁，老伴患脑血栓多年，丧失劳动能力，
两个女儿也都务农，并且大女婿还因病早

逝，家庭实在无力重建。文登区住建局在组
织农村危房普查中，发现李桂玉的情况符合
危房改造政策，安排村委特事特办，为她先
建后补，抓紧进行危房改造，另外还为李大
娘修建了一所无害化卫生厕所。

文登区住建局把农村危房改造、农厕
无害化改造结合起来，实施“一瓦、一
厕、一间房”的专项扶贫，把包括低保
户、五保户、贫困残疾人、省定贫困户的

住房保障、厕所改造都纳入到行业扶贫工
作中，分类进行帮扶，全部安装无害化卫
生厕所，帮助群众解除住房安全隐患，提
高居住环境水平。

抓好“一瓦”扶贫工作。自2015年以
来，该区连续开展了4次包括贫困户在内的
住房安全普查，对住房安全隐患进行登记造
册。先后修缮轻度危房1041户，其中惠及省
定贫困户351户。

抓好“一厕”扶贫工作。住建局在推动
农厕改造过程中，根据省定贫困户群众老年
人、患病人数比例高，儿女帮扶能力差的现
实，出台了提高设备标准、加大补贴力度、
优先安排改造等措施，全区7698户贫困户在
2017年全部完成改厕，比普通群众提前一年
享受到改厕成果。

抓好“一间房”扶贫工作。今年4月23
日，大水泊镇山后王家村5户群众房屋因火
灾全部被烧毁，其中涉及到2户省定贫困
户。文登区住建局及时与大水泊镇政府制订
危房整修方案，对5户烧毁危房同时施工、
同样修复标准、同时交付使用，确保包括贫
困户在内的群众2个月以内住上新房。自
2015年以来，全区共投入改造资金453万
元，修缮或翻新重建严重危险、因灾受损房
屋302户1200余间。

□杨秀萍 报道
高科技设施蔬菜种植。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宋伟 胡涛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多亏了各位好心人救火及时，俺们的命

才保住了！”5月24日，记者在枣庄市山亭区财富广场小区南
门东侧见到了失火家庭老人李天兰，她不住地称赞当晚救
火的无名“英雄”。

5月16号晚10点50分左右，李天兰刚休息不久就被一
阵呛鼻的烧纸味熏醒。她发现是自家一楼着火了，立马叫
醒家人。然而火势已经起来，一家人被逼上了窗台。

正在这时，徐庄镇共青希望小学教师赵绪文与朋友刘
西宝、洪继发等途经这里。大火眼看就要烧到二楼，被困
住的人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而房子的卷帘门却紧锁着，铁
片已经被火炙烤得发红。赵绪文快步上前，大呼一声“都
闪开”便冲到卷帘门前，伸脚踹向了卷帘门，门被踢出了
一个洞来。来不及多想，他紧接着就去伸手猛拉卷帘门，
想撕破缺口钻进去，无奈铁皮过硬过热，一时不能成功。

而此时，刘西宝急忙拨打119电话；洪继发眼明手快，脚
踩失火店面旁边的一处空调室外机，手拽上方的监控设备
和门头广告牌，爬到了二楼窗台前，双手接过老人手中刚满
月不久的婴儿。周围赶来的人，有的端来了水，有的从汽车
内拿出了灭火器。两三分钟后，消防官兵们也及时赶到。大
伙和官兵们一起把困在楼内的一家四口救了下来。

记者了解到，参与救火的赵绪文是徐庄镇共青希望小
学老师，从教二十年来，他多次荣获市、区“优秀教师”
称号；刘西宝是区烟草专卖局职工，热心公益，洪继发是
山亭欧情豪庭小区居民。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方志勇 报道
本报德州讯 日前，记者在德州市德城区新湖街道丰

华街见到张天卫时，他正在与同事核对火灾后的相关损失
数据，一脸憨厚的他连连说，只是尽了一名公民的义务。

今年35岁的张天卫是德州陵城区东华村人，曾是一名
武警战士的他2005年到德州格力空调售后安装服务部工
作，2011年成为服务部经理。4月6日17时20分许，一辆运
油车给东面隔壁浴池锅炉输油，后面不知为何洒漏并起火
了，运油车司机慌忙想将车驶离危险地点，开出没几米抛
锚了，火却越来越大。

张天卫看到后心里很着急，因为服务部两辆货车就停
在着火的车后，而浴池的东面隔壁就是公司的仓库，里面
有400多套库存的空调。张天卫赶忙拨打火警电话，一面
叫另一名同事把一辆货车开到空旷处。他正在犹豫是马上
开走第二辆货车还是绕到仓库门前防止火势蔓延时，突然
发现仓库对面的理发店窗内有人拍窗并大喊救命。

呼救的是店主刘静10岁的女儿，当时刘静正在给客人
理发，着火后几名客人都跑了出来，而当刘静抱起正在玩耍
的3岁儿子，拉上女儿准备往外钻时，理发店的招牌和大门
已经被喷溅出的燃油火星点着，门口的几辆电动车都着了，
根本出不来。张天卫立即跑过去救人，窗户上有防盗网，他
使劲拉也拉不动。形势危急，他直接抡起拳头把水泥板砸开
一个大洞，里面娘儿仨站到椅子上被他一个一个接了出来。

消防车很快赶到，一小时后大火被扑灭，除了几名理
发店的顾客受了轻伤，没有其他人员伤亡。但张天卫开的
货车已经被烧焦，仓库也被烧毁。初步核查，有190多套
空调被烧坏烤坏，损失近百万元。

“当时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损失，看到那个小女孩的
眼睛，别的都不会想，救人肯定是第一位的。”张天卫
说。格力空调德州有关负责人傅向明表示，公司损失虽然
很大，但张天卫的做法没有错误，值得褒奖。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王修允 刘继华 报道
本报梁山讯 近日，梁山县小路口镇马楼村党支部书

记南昭臣在黄河河道发现一名溺水老人，及时施援手搭救
并报警。

5月12日，1981年出生的南昭臣带外地人员考察黄河漂
流项目。18时30分左右，他们从黄河上游顺水漂流至台前县
夹河乡林楼村东时，发现水面上有漂浮物，南昭臣凭经验判
断是人。他紧急驾驶船只向其靠近并组织人员施救。距离越
来越近，他拿起一个直径有半米的抄网用力拦截落水人，并
且第一个脱衣下水，抓住落水人努力向船上拖，最后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成功把落水人拉上小船。

溺水人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老人神情恍惚、言语
不清，只能模糊听到“刘庄”等信息。南昭臣试着用手机
搜索，发现黄河对岸的台前县夹河乡确实有一个刘庄村。
南昭臣一边指挥随行人员想法为老人取暖，一边查询、拨
打台前县夹河乡报警电话。在民警到来之前，南昭臣又组
织人员抬着被救的老人步行1000余米到达台前县夹河乡林
楼村砖瓦窑厂，并在窑厂找到一块毛毡裹在老人身上。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张妍宁 报道
本报威海讯 江苏泰州人潘建明常年在

威海从事船舶配套业务，需要在威海办理居
住证。“由于不熟悉办证流程和所需材料，
2014年办理居住证时我前后跑了三趟。现在
有了这个智慧警务APP，我坐在家里，把所
需材料拍照上传，只用三分钟就完成了登
记，又方便又快捷。”5月25日，潘建明拿
着今年新领到的居住证，兴奋地告诉记者。

潘建明所说的智慧警务APP，是由威海
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探索符合公安实际
的“互联网+智慧警务”模式研发的，去年6

月1日正式亮相，是全省首个投入使用的智
慧警务APP。

“推出智慧警务APP就是为了更便利老
百姓办事，同时提高服务窗口的办事效率，
把有限的警力向防范打击犯罪一线转移。”
威海市公安局经区分局负责同志说。

智慧警务APP通过对办事流程的再造，
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对业务办理实现削峰
平谷的调流。在软件中，“居住证申报”模
块提供线上受理，实现网上自主申报、信息
即刻审核、一次办结完毕，群众可以直接上
门取证，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有效破解了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手续繁

杂、一次性办结难的难题。智慧警务将无需
现场办理的程序全部由群众通过手机提报，
同时通过网上预约，对业务高峰期进行调
流，每天办理业务数量比以前增加近一倍，
群众排队时间也大为减少。

出租房屋登记备案率不高是公安机关面
临的一大治安管理难题。利用智慧警务，公
安部门在简化房屋所有人申报手续，从正面
引导所有人如实申报的同时，通过设置“出
租屋举报”模块鼓励群众举报不如实登记出
租房屋违法行为，出台专项奖励办法，凡是
通过APP举报出租房屋不登记经核查属实
的，立即兑现200元至1000元购物券不等的奖

励，形成全民皆警的群防群治新局面。结合
以房管人、以证管人，公安部门把智慧警务
与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无
缝对接，实现流动人口信息互联网前端采
集、一键上传、即时比对，治安基础要素动
态管控实现突破。

系统上线运行一年来，下载用户突破10
万人，登记流动人口24000多人次，其中申领
到居住证人员已突破万人，申报出租房屋登
记6329人次，关注预约重点人168名，带动流
动人口申报率、出租房屋登记率同比分别上
升52%、73 . 4%，带动辖区刑事发案、治安发
案同比分别下降25 . 3%、5 . 9%。

全省首个“全天候”智慧警务APP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原先办证跑三次，如今只用三分钟！”

奋不顾身冲火海 成功救出4口人

山亭涌现

见义勇为英雄群体

张天卫火海中赤手空拳砸窗救三人

没有什么比救人更重要

80后村支书
黄河勇救落水老人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刘伟 王昭脉 报道
本报胶州讯 “看完了文艺表演，俺看时

间还早，咱顺便开个座谈会，拉拉呱、唠唠嗑，
聊聊当前的好日子，大伙说中不中啊？”“中！”
5月2日上午，主持人话音刚落，现场200余名村
民便争相鼓掌欢呼，胶州市西松园村第一期

“乡村故事会”正式开始了。
据了解，“乡村故事会”是胶州市“身

边故事村村讲”宣讲活动在农村的特色品
牌，主要是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唱身边曲
儿的方式，用通俗的语言、典型的事例展现
家乡发展、村民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让群
众在感同身受中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

73岁的老村支书高祀成第一个登台，他
讲述了村两委班子如何带领大家由乱到治、
由贫到富、由差到美的过程，以及村庄在居住
环境、集体收入、移风易俗、村民主要娱乐生

活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吃水不忘挖井人，咱
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离不开党和政府，咱要知
恩感恩，从身边做起，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就
是对国家、对民族最大的贡献。”高祀成说。

“老书记这番话真是说到俺心里去了，作
为年轻人一定要学会珍惜、感恩啊。”高祀成
刚一讲完，32岁的村民王宏就站起来表态说。

随后，胶州市最美家庭代表杨振凤结合
自身体会，讲述了孝道创造财富的故事；最

美胶州人赵勤霞谈论了加入太极拳队伍后身
心的变化；作为非土生土长西松园村人，教
练李文丽从旁观者的视角，介绍了村庄文艺
队伍的发展和村民精神风貌的变化。

“身边人讲述身边事，身边事最容易感动
身边人。”胶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马锦秀认
为，身边典型的引领胜过诸多强行灌输和空
洞说教。“把握住这个宣传载体，源源不断地
向群众传播好故事、正能量，就能‘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教育好、引导好群众，
从而促进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提升。”

截至目前，胶州市相继在胶北、胶西、里
岔等镇办的20余个村开展了57场宣讲试点，
采取快板、三句半、茂腔小戏、边说边唱等多
种文艺形式，让群众在欢乐之余真正有所收
获，逐渐夯实了“乡村故事会”的品牌基础。

村村有舞台 人人当主角

胶州：20余个村夯实“乡村故事会”品牌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大
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一瓦、一厕、一间房
文登区住建局专项扶贫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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