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景阳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崔瑞虎 沙作振 李楠

6月1日，记者随游客来到高青县常家镇
蓑衣樊村，欣赏千亩荷塘与芦苇荡，采莲赏
荷、垂钓筏舟……感受慢城生活所带来的舒
适与惬意。2015年，这里被国家旅游局命名
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城里人蜂拥而至的好地方

游客享受慢生活的时候，在村西头开了
20多年鱼馆的村民赵灿路却没有时间享受这
一切。“以前大都是图口新鲜过来吃鱼，现
在要赶上周末，看景游玩的人多，不提前预
订都不一定有位置。”

村里这样的农家乐还有30多家，每到节
假日，30多家农家乐经常座无虚席，游客人数
达到上千人。到了旅游旺季，多达三千人。

由于地处沿黄土地浸渍区，生产条件较
差，2011年，蓑衣樊村还是省级贫困村，长期
以来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为了补贴家用，村
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全村人均土
地少，收入普遍偏低。用村民的话说，从来没
想到，以前连自己都嫌弃的农村，有朝一日还
会变成城里人蜂拥而至的好地方。

在该村周边，还有8个与之自然环境类
似的村落，如今却只有经济基础最薄弱的蓑
衣樊村脱颖而出。

高青县旅游局局长付萍告诉记者：“其
余几个村，发展理念相对来说缺乏长远考
虑，缺少有影响力的带头人，比如，附近沙
李村也在发展乡村旅游，却缺乏带头人的一
股劲儿，一股精气神儿。从区位来讲，蓑衣
樊三面环水，有天然的湿地资源优势，而其
他村子在自然地理条件上有所欠缺。”

“生态高青，好景好水好空气开始释放

生态红利，生态旅游已经成为高青生态崛起
的第一名片、第一窗口和第一品牌。”高青
县委书记明子春说，“五个高青”（生态高
青、产业高青、智慧高青、活力高青、幸福
高青）建设，首先是生态高青，生态是立县
之本，优良的生态环境是高青最宝贵的资源
和最突出的优势。

“能人”引领

让乡村旅游提质增效
2011年，蓑衣樊村“两委”选举，在外打

拼多年、创业经验丰富的刘树海当选为村党
支部书记。面对全村生产条件差、乡亲收入
低等现状，他大胆地提出种植特色农产品、
发展特色乡村游、另辟蹊径脱贫致富的想
法，得到乡亲们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紧接着，刘树海带领村两委及村民代表
到全国各地学习乡村旅游经验做法，并以大
芦湖农庄的名义“全流转”了村子里的1570
亩土地，将流转来的土地合理规划，挖藕

塘、建鱼池、种水稻、养螃蟹；成立大芦湖
文化旅游公司，开发湿地泛舟、稻田钓蟹、
果蔬采摘等旅游体验项目；成立蓑衣樊村合
作社，集全村之力发展乡村旅游。

刘树海凭着一股子“闹海”的劲儿，让群
众的腰包越来越鼓。2015年8月，他被国家旅
游局表彰为“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目前，全
村从事旅游项目经营者达200余人，年接待游
客3万余人次，年增收入500万元。

其实，不止是刘树海这样的当地人，蓑
衣樊村还吸引了“外来专家”。为了解决乡
村旅游缺乏专业从业人员这个问题，今年5
月，山东知味斋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大饭店副
总经理王秀红，来到该村做起了指导老师，
指导村民结合当地土特产创新菜品。

“受限于发展环境和项目难度，不少外
聘人员流失，剩下的主要是村民，他们的领
悟能力相对较弱，有些还不识字。”为此，
王秀红采取“专家讲解＋现场练习”的模
式，边讲边学边练，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
来，让村民们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乡村旅游遇到人才瓶颈

眼界长远的刘树海，也有他的烦恼———
人才匮乏，使乡村旅游陷入瓶颈。例如，宣
传推介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有力推手，但目前
村里只有一名大学毕业生会运用微信做这项
工作。

采访中记者发现，工作人员基本都是本
村村民，对于人才的渴求，村里也十分迫切，
盼着有学历、会宣传、善管理的年轻人来。

今年55岁的黄新海经营着一家名叫“金
水岸”的农家乐，女儿黄娟在阳信县食药监
局工作，每逢周六周日，都会回来帮他把把
食品安全关。“这么一把关，确实能提高菜
品质量。而且，万一在食品上出点事，我们
可承担不起，所以，农家乐经营需要这样的
人才，但现在村里还没有。”黄新海说。

“乡村旅游，一个村办不了，只靠老百
姓办不了，它既要有当地良好的山水环境和
自然淳朴的生活方式作为依托，也需要旅游
人才的支撑，需要全方位的人才体系，特别
是在乡村旅游创新方面更需要专业人士的
‘点拨’，这是市场发展的需要。”高青县
人才服务管理局局长李民辉表示。

为了突破“人才”瓶颈，近年来，高青
县政府搭台并制定相关政策，以引进人才的
方式，给予相应待遇，吸引专业人士和年轻大
学生前来。针对农业县普遍存在的人才难培
养、难引进、难扎根“三难”问题，县里坚持“刚
柔并举”引才模式，建立后备人才培养机制。
出台《高青县选派高校毕业生充实骨干企业
工作管理办法》，采取“企业工资＋财政津贴”
形式，引进617名大学毕业生到30家企业就
业，县财政每人每月补贴500元，解决了人才
引进、毕业生就业“两难”问题。

同时，实施本土人才培养工程，通过完
善教育培训体系、制度体系、师资队伍体
系，拓展培训领域，培养和储备本土人才。
县财政设立每年1000万元的人才发展专项资
金，用于表彰奖励为高青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的各类优秀人才及团队。开展高青县杰出人
才、基层群众工作明星、乡村之星等各类人
才评选活动，以政府津贴撬动人才发展。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付明

荣成是国内渔业第一大市，原先渔获物
以卖原料为主，如今这一状况正在发生着改
变。在渔业经济发达的石岛管理区，金枪
鱼、鲅鱼、鱿鱼这“三条鱼”已悄然长成三
条巨大的产业链，催生出20多个海洋食品、
海洋保健品、海洋生物药品等规模化精深加
工企业群体，建成了全省最大的百万吨级现
代冷链物流基地，吸引上百家水产品加工仓
储物流及港口物流企业进驻。

如今，“三条鱼”正沿着“一带一路”不断
向外扩张市场，端上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餐桌，“捕全球、卖全球”的格局正在形成。

金枪鱼，

鱼骨鱼皮增值数百倍
在山东鑫发渔业集团有限公司蓝润金枪

鱼加工基地的金枪鱼罐头生产车间，一条条
来自印度洋的金枪鱼正被加工成罐头，产品
销往欧美和日韩等地。

鑫发集团拥有大型远洋渔船76艘和斯里
兰卡海外远洋基地，去年投资2亿美元，收
购了美国三海集团15艘大型金枪鱼围网船，
年金枪鱼捕捞量达3万吨。

仅靠卖原料，远洋捕捞挣的就是份辛苦
钱，而后期深加工的技术和利润一直由国外
企业把控。鑫发集团不信这个邪，先后投资
7亿元，建起了自己的金枪鱼深加工基地，
建成了1 . 5万吨超低温冷库、1万平方米金枪
鱼罐头加工车间，短短几年时间，建成全国
规模最大的金枪鱼加工基地。目前，年可加
工金枪鱼6万吨，生产金枪鱼罐头、鱼柳、
鱼排和生鱼片等系列产品3万吨。如今，鑫
发集团金枪鱼捕捞100%回运深加工，相比在
海外出售原料，价值提升十几倍。

为使金枪鱼由食品向药食同源的高值化

产业转变，2015年，鑫发集团与北京化工大
学合作，投资2亿元共同成立荣成蓝润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探索金枪鱼资源高效利用及高
端制品研发。以前金枪鱼骨、鱼皮只能当鱼粉
原料卖，几元钱一公斤，做成食品，价值翻了
几十倍，现在做成胶原蛋白粉、胶原蛋白肽，
价格每公斤上千元，价值翻了几百倍。

一条金枪鱼，串联起冷链物流基地、超
低温冷藏、传统加工提升、功能食品研发及
废弃物高值化研发、海洋医用食品、保健品
等多个环节，打造出一条上中下游衔接配
套、前沿与资源对接、后端与生物高端接洽
的全产业链。《威海市食品加工产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预计，到2020年，鑫发集团
金枪鱼主营收入将达到15亿元。

鲅鱼水饺，让老外叫好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2017年欧洲国

际水产品及水产技术展览会上，来自全球72
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企业参展。泰祥集
团展出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泰祥鲅鱼
水饺广受各国客商好评，达成贸易合作意向
十几个，成功进入欧美市场。

水饺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代表，而鱼
馅饺子尤以胶东渔家鲅鱼馅最为鲜美。泰祥
集团发掘传统饮食文化，对鲅鱼这一肉多刺
少、肉质细腻的普通经济鱼进行深加工，研
制出口味地道的鲅鱼馅水饺，并将这一中华
传统美食带给世界。目前，泰祥鲅鱼水饺已
出口到丹麦、荷兰、澳大利亚、韩国、美
国、德国。

作为我国出口食品“同线同标同质”示
范企业，泰祥集团生产的鲅鱼水饺正是“三
同”产品之一。在去年9月举办的第十七届
中国美食节展会和11月举办的二十一届中国
国际渔业博览会上，国内外客商不仅领略了
中国传统美食精湛工艺、独特口味和它所蕴

含的海文化特色，更对内销、外销产品同标
同质产生巨大兴趣。

对内，泰祥集团正在全国打造百家连锁
销售网点；对外，去年上半年泰祥鲅鱼水饺
进入英国市场。去年8月，泰祥鲅鱼水饺实
现了线上全国首单出口销售。今年2月，500
箱鲅鱼水饺销往韩国；500箱鲅鱼水饺远销
德国；150箱鲅鱼水饺首次出口澳大利亚。

鱿鱼加工，

成为亚洲最大基地
鱿鱼，一直是荣成远洋捕捞的重点鱼种

之一。赤山集团拥有40多条1000马力以上的
冷冻远洋渔轮和2艘鱿钓船，年鱿鱼捕捞量
达20万吨。由于缺乏加工能力，过去，远洋
捕捞的鱿鱼多被国外低价收购。

为开发利用这一资源，赤山集团投资8
亿元建成嘉美海洋食品项目，主要从事鱿鱼
精深加工、储藏、物流及保鲜等，年加工能
力达10万吨，是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鱿鱼精
深加工企业，被列入山东省第一批半岛蓝色
经济区专项扶持项目。嘉美鱿鱼产品远销欧
洲、美洲、澳洲、亚洲、非洲，中东以及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赤山集团下属一家公司在最近参加的
2017年欧洲国际水产品及水产技术展览会
上，一下子拿到百万美元订单。目前，产品
已销往欧洲、北美、中南美、非洲、澳洲、
中东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为进一步扩大地区化、分众化的海洋食
品加工规模，2015年，赤山集团再次投资5亿
元，建设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鱿鱼精深加工
基地——— 海都海洋食品产业园，建筑面积达
12万平方米，主要以鱿鱼为原料进行9大类
120多个品种的精深加工，产品销往世界30多
个国家和地区。至此，赤山集团鱿鱼精深加工
产能达到30万吨以上，加工量占国内总量的
30%多，成为亚洲最大的鱿鱼精深加工基地。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通讯员 李梦 报道
本报莱阳讯 6月1日，古脊椎动物学的

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恐龙研究之父——— 杨
钟健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在莱阳白垩
纪国家地质公园举行。上世纪50年代，以杨
钟健为代表的古生物学家在莱阳发现了新中
国第一条恐龙化石骨架——— 棘鼻青岛龙，莱
阳成为我国古生物研究的热点地区。

活动当天，100多名中小学生参观了白
垩纪地质博物馆，看着七八千万年前的高大
恐龙化石惊叹不已，对当时恐龙的生活有问

不完的问题。孩子们还现场感受了恐龙化石
挖掘和修复的不容易，对古生物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莱阳是我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最早发现
恐龙、恐龙蛋、翼龙、昆虫和植物等化石的
地方，常年有中科院的十几名专家在这里工
作，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莱阳白垩纪国家
地质公园主任王正东说，公园充分发挥这一
优势，推动科普文化游，仅2017年以来就接
待了8万人次，“五一”小长假，每天接待
6000多人次。

年初召开的莱阳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上，

提出培育“两大引擎”的奋斗目标，把发展
现代服务业放在与先进制造业同等重要的位
置。而文化旅游无疑是莱阳现代服务业的龙
头。莱阳市旅游局副局长丛倩告诉记者：
“莱阳有‘梨、龙、拳’等特色资源。2017
年，莱阳高标准打造梨花古镇、白垩纪国家
地质公园、丁字湾文化旅游等优势板块，强
化跟踪服务，加快推进濯村西山旅游、娘娘
山旅游、润璟旅游、草花山生态旅游等重点
项目。”

“因地质保护需要，莱阳恐龙峡谷一直
未在游客面前展示其神秘风采。‘五一’期

间，公园专门为旅行社开辟一条峡谷通道，
游客可深入谷底，领略来自8000万年前的奇
特景观。”王正东告诉记者，公园下一步将在
严格保护的同时，打造类似兵马俑的地下坑
道，让市民可以零距离感受恐龙的魅力，将莱
阳“中国恐龙之乡”这一亮丽名片推向全国。

记者了解到，今年夏天开始，莱阳白垩
纪国家地质公园在中科院专家的支持下，将
联合莱阳市科协推出恐龙科普大篷车，在烟
台市的各个中小学巡回展览。同时，还将推
出恐龙科考夏令营，孩子们可以在专家的手
把手指导下，模拟挖掘、修复恐龙化石。

乡村旅游，风景为何这边独好
——— 探秘“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蓑衣樊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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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科普游成莱阳旅游名片
今年已接待8万人次参观体验

金枪鱼、鲅鱼、鱿鱼悄然长成巨大产业链

荣成“三条鱼”畅游“一带一路”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宋娟 夏玉忠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滨州市滨城区彭李街道实施“1+7+N”网

格化模式，促进城市管理向基层延伸。
为民社区有26个居住小区、4个居委会、3万多人口，流

动人口多、城中村改造任务重。他们把辖区划分为8个大网
格，以各小区的楼栋为单位划分了187个小网格，选出小区
内有热心、有爱心、有公益心的楼长作为小网格长，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1+7+N”网格化模式。1是指将整个彭李辖区设置成
一个大网格，由彭李街道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统一管理；

“7”是指以社区管辖范围分成7个中网格，派驻7个社区中队，
负责中网格内的城市管理；“N”是每个中网格划分成N个小网
格，将社区网格员、小区物业、小区党支部、居民等配置在小网
格内，共同参与城市与社会管理，负责信息采集、任务处理，实
现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的重心下移，属地管理，条块结合，
以块为主，从而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50米”

彭李街道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50米”

□记者 刘磊 马景阳 通讯员 曲东波 孙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村里的律师有本事，说话得体，办事公

道，是个明白人！”6月8日，家住淄博市张店区湖田街道办
事处的村民王银栋(化名)老人不住地夸赞。原来，老人反映多
年的赡养问题因纠纷错综复杂，解决不易，最近却得到了圆满
解决。而帮助其拨开云雾的，正是村里的法律顾问涂颖颖。

今年4月，湖田街道举办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启动
仪式，11名法律顾问与辖区21个村(社区)结对，为其提供法律
事务方面的帮助。作为山东世纪中天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涂颖颖负责湖田街道西张村和店子村大大小小的涉法事务。

帮助村里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是法律顾问的首要责
任。王银栋老人的赡养纠纷就是摆在涂颖颖面前的第一个难
题。为了把这个难题解决好，涂颖颖在村里跑前跑后做调
查，理清了事情的缘由，找准了赡养问题的关键节点，得到
了老人及子女的认同，并在村支书的见证下签订了调解协
议，赡养问题圆满解决。

湖田街道在辖区开展了合同文书专项整治行动，涂颖颖
接到了来自两个村居的136份合同。她一方面把自己的修订
意见反馈给双方，另一方面协调双方就争议内容进行商议，
就这样边改边协调，一个半月时间协助两个村重新修订了27
份合同，处理各种争议性条款60余条，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前
提下撤销无效合同1份。

11名法律顾问结对

张店湖田街道21个村居

□马景阳 报道
节假日，来蓑衣樊村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

□杨志礼 报道
在山东海都海洋食品车间，工人正在大型生产线加工包装鱿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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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张建锋 费小珍 报道
本报莒县讯 “我们公司生产的屋檐滴水瓦等12项产品

获得了国家专利，成了公司的‘明星’产品，虽然价格比普
通产品高20%，但在市场上始终供不应求。”6月9日，莒县
长城建陶有限公司董事长翟瑞宣告诉记者。

长城建陶过去主要是生产红瓦的传统砖瓦厂，在受到环
保不达标与市场萎缩双重打击后，该公司迅速转变经营理念
和发展方向，引进先进生产线与环保处理设备，致力于烧结
砖和琉璃瓦的研制与开发，生产出清水砖、建筑配饰等一系
列新型环保建筑产品，工艺和质量得到市场认可。

镇党委、政府引进管理和技术人才近百名，为缸瓦建材
业提供人才技术支持。同时引导企业嫁接先进技术，使产品
换挡升级。去年，实现对外贸易破千万元，总产值与总收益
均翻了一番。该公司生产的白清水砖几乎占据日本、韩国的
全部市场份额，其它产品也均占据市场份额的20%以上。

砖瓦转型“烧出”

12项国家专利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8日，青岛市市南区举行的发布会透

露，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管乐学会、市南区政府
三方将共同举办2017青岛·市南国际管乐艺术节。艺术节将
连办五年，今年将于7月19日至23日在青岛举办。届时，全
国管乐方面百余位专家将会聚青岛；其间，还将举办15场大
师音乐会、25场专家讲座课等一系列活动。

青岛市南区将办国际管乐节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王志 穆召岩 报道
本报乐陵讯 6月5日一早，乐陵市郑店镇奎台西村的贫

困户张明伟准时来到了本村孤寡老人盛先仁的家里，帮老人
做起了早饭。

张明伟父母都已经年近古稀，自己因为年幼时摔断腿留
下了残疾，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只有初中学历的他找工作屡
屡碰壁，在家里靠低保维持生活。

“老张，这有一份工作，要不要干干试试？你的身体条
件完全可以胜任。”今年初，郑店镇党委副书记张浩同张明伟
说。为解决部分贫困户生活无法自理等问题，郑店镇今年尝试
在樊屯、黄集、后靳、奎台西四个省定贫困村设置了养老护理
员的公益性岗位，对本村生活不能自理的贫困老人开展日常
照料、代购等生活服务，安置对象同样是贫困户，主要是本村
60周岁以下有一定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人员。

“俺已经干了3个月了，每天劳动一两个小时，一个月
300多元。”张明伟说。目前，郑店镇四个省定贫困村已安
置了14个公益性岗位，每人每季度增收1000元。

乐陵贫困户干起养老护理员

□记者 张忠德 通讯员 韩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记者从青岛西海岸新区了解到，该

区依托华大基因的国际前沿科技和强大技术实力，在我国率
先开展免费覆盖全区户籍和常住人口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新生儿遗传病检测和女性两癌防控“基因检测民生项目”。预
计5年后，新区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将达国际最低，同时在降低
妇女乳腺癌、宫颈癌发病率方面也将实现突破。

位于西海岸新区中德生态园的华大基因北方基地目前已
有超过1000平方米的实验室竣工投入使用，9台华大基因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基因测序仪BGISEQ—500进驻实
验室，已建成山东省最大的基因组学研究中心。

“基因检测民生项目”于2017年4月25日正式启动，至6
月8日，共收取新区无创产前筛查样本1907例，出报告1238
例，其中T21高危2例，T18高危2例，T13高危2例，其他染
色体异常9例。

青岛西海岸率先开展

“基因检测民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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