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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茶叶遇到虫害怎么治理？西

红柿叶子都卷了怎么办？如何控制蔬菜大棚湿
度？现在在日照若遇到农业方面的问题，不用东
奔西走找技术人员，只要拨打12345，就可以微
信视频咨询专家。7月19日，日照市视频咨询问
诊（农业）专线的正式启用，为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送上了“互联网+农业科技”的服务大礼包。

据悉，视频咨询问诊（农业）专线充分发挥
农业系统专家优势、基层团组织阵地优势、市长
热线红娘优势，搭建农业专家资源高效利用、微

信视频实时互动、创新快捷便民的在线交流平
台。群众遇到农业方面的疑难问题，只需要拨打

“12345”市长热线简要说明问题，接线员就会快
速选择专家建立三方通话或协调专家第一时间
跟来话人主动联系，建立微信朋友圈，视频交流
互动，推动简单问题“远程会诊、马上就办”。

为让专线“真畅通”，让专家远程“能看病”，
日照市农业局、海洋渔业局、畜牧兽医局等涉农
单位动员一批责任心强、知识水平高、经验丰
富、熟悉互联网的农技专家，建立市（区）县两级
视频咨询问诊专家库；各涉农单位提倡入库专

家使用智能手机并给予适当流量补贴，市长公
开电话受理中心升级接听设备、增加储存空间，
全程指导、协调专家与群众快速结对、建立微信
朋友圈，确保专线畅通、灵敏、清晰、高效。

与此同时，日照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
室联合团市委召开动员会议或者以会代训，安
排团支部书记或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优秀
团员青年，根据各地实际，在每个村至少教会
5家种、养专业户学会视频通话问诊，作为专
线远程服务的带头人、示范户。

对于群众反映的农业方面的重大疑难问

题，受理中心实行首问负责、分类转办、全程
跟进、回访评估并视情启动“热点上报、热点
通报、热点督办”程序，协调有关部门动员更
多专家联合会诊，全力解决问题。针对阶段性
比较集中的问题，受理中心将邀请相关专家定
点、定期坐班服务、答疑解惑；突发性疫病问
题将快速转办、上报，打造一条为民、便民、
惠民的农技推广服务“高速路”。

据悉，待视频咨询问诊（农业）专线取得
成熟经验后，日照市长热线视频问诊专线还将
向林业、渔业等行业进行推广复制。

拨打12345“面对面”咨询专家

“市长热线”视频问诊农业难题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王婷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本来寻思快入土的人了，

乱就乱吧，谁知道她们三番两次来，给我拾掇
得这么干净。”7月21日，岚山区巨峰镇大坡
村87岁的许文提拉着“爱心大姐”志愿者的
手，不住声地感慨。

“爱心大姐”志愿者、大坡村计生主任牟
乃秀，还记得第一次带着志愿者来到许文提家
的情形，“人家不要的玉米叶子她拿回来喂
羊，一院子的草，无处下脚。”而如今，第三
次来到许文提家帮助打扫卫生时，已经没有什
么可以收拾的了——— 屋里物品放置得井井有
条，小院里的玉米叶子也归拢在筐里，村里的
理发师志愿者还给许文提有残疾的儿子剪了头

发、刮了脸，他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连起码的环境卫

生都懒得搞好，怎么能有脱贫的劲头、生活的
信心？”岚山区妇联主席尹玲说。扶贫先扶精
气神，把贫困户家的卫生收拾好了，有了良好
的生活、生产习惯和脱贫氛围，破除了贫困思
维，改变了精神面貌，让贫困户自身努力与外
界助力同频共振，才能真正摆脱贫困。

“牵手扶贫·众筹清洁”就这样应运而
生。今年7月份起，岚山区妇联牵头组织团
委、工会、人社、民政等部门参与，发动妇女
成立巾帼志愿服务队，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到
贫困户特别是年老体弱、失去劳动能力或子女
不在身边的贫困户家中，指导、帮助贫困户开

展庭院卫生、室内卫生、个人卫生及心理卫生
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教育、引导贫困群众树
立勤劳节俭、自立自强、不甘贫困的意识。

牟乃秀去贫困户家打扫卫生时，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一般都跟着一块收拾，志愿者走后
也注意保持清洁。

“其实这也符合‘后扶贫时代’精准扶贫的
要求。”尹玲说。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在扶贫政
策的支持下，一方面不少贫困户的生活走上了
正轨，但思想懒惰“等靠要”，生活习惯较差。另
一方面，一些老弱病残群体即使已经实现“两不
愁三保障”，但没有劳动能力，无人照料，无法从
根本上实现“解困”。而“牵手扶贫·众筹清洁”，
既可以从洁净庭院开始帮助贫困户养成好习

惯，形成好风气，又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活动为老
弱病残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今，岚山区
各乡镇街道已根据实际情况全部建立了“牵手
扶贫·众筹清洁”志愿服务队。

据悉，为建立完善“牵手扶贫·众筹清
洁”志愿服务活动长效机制，岚山区还要求各
村（社区）妇联主席、妇女干部、团委书记必
须全员参加，组织、协调志愿者志愿服务活
动。各村(社区)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志愿者适
当误工补贴，并将志愿者服务活动与党员发
展、文明户评选等各类评先树优活动挂钩。其
中，巨峰镇专门设立了“爱心账户”、建立
“爱心驿站”，接收资金捐助和物质捐赠，用
于为贫困户购置物资和政府购买志愿服务。

破除贫困思维 改变精神面貌

岚山“众筹清洁”让贫困户“共振”脱贫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见习记者 高华超

“顺日照市山海路西行20公里，你会发现
一个环境优美的小镇。抬头看天，瓦蓝瓦蓝
的，心情好得可以飞起来……中国蓝莓之
乡——— 陈疃，莓在四季，美各不同……”

今年5月10日，这篇发布在微信朋友圈的
《走，咱回陈疃》的美篇，被迅速刷爆。

一篇个人朋友圈里小小美文，何以被频繁
转发，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唤起那么多人的共
鸣？发布者陈疃镇组织委员武德峰说，因为蓝
莓正迎来它刚刚好的季节，而蓝莓小镇——— 日
照市东港区陈疃镇也正迎来她刚刚好的发展机
遇。

富了企业富乡邻

坡上草木苍翠，沟下溪水潺潺，耳边鸟鸣清
脆，7月11日，驱车行在陈疃镇西尚沟村的主路
上，夏日的燥热似乎一下子褪去了大半。“库区”

“山乡”的标签，让陈疃镇远离了工业的沾染，让
这个小村依旧保留了山野间的灵气。

驶入一条仅容一车行驶的田间小路，路两
旁，一人高的蓝莓树一眼望去看不到头，一簇
簇紫色的浆果密密匝匝地挂满了枝头。“现在已
经是蓝莓采摘的淡季，但需求量依然很大，每天
园子里都得三四百人采果。”这片蓝莓园的管理
员、原西尚沟村党支部书记周玉升说。

在一块插着“19”号牌子的地头下车，跳过
路边流水清清的沟渠，周玉升回身一指，“这就
是我们村、我们镇，甚至整个日照最早的一片蓝
莓园了。”顺着周玉升的手指望去，烈日之下，
一片翠绿的蓝莓树枝干遒劲，生机勃勃。

蓝莓为何会在这里扎根繁育？“2005年，
研究蓝莓种植的王贺新教授想找一块地方试植
蓝莓，他的一个学生正是我们村的，就推荐了
自己的家乡。结果土壤检测发现，我们这儿土
壤偏酸性，正好适合蓝莓生长。”周玉升说。
那时候村里觉得这个事可以尝试一下，就流转
40亩土地给了来投资的联想佳沃集团。种了两
年长势不错，该集团2006年又流转了1000亩地
种植蓝莓。

“到了第五个年头开始结果，当年就收获
了蓝莓果90多吨。”提起2010年来周玉升眉飞
色舞，“那时候哪有几个人见过蓝莓呀，稀
罕，一斤蓝莓卖到了260元！”

企业轻松回本，西尚沟村村民也跟着尝到
了甜头。原来每亩收入不足500元的山岭地，
2005年的时候一亩地流转费360元，2006年1000
亩土地流转费翻了一番。全村360多口人，流转
1000亩地相当于把全村200多口人从土地里解
放了出来。“这还不算啥，2011年，企业光支出村
里的用工费就有160多万元！”周玉升说，采摘季
节一天得需要用工几百人，村里妇女在蓝莓园
打工的，能干的一年能挣2万多块钱。如今不光
周边村村民来蓝莓园打工，这段时间还有远从
枣庄过来打工的七八十人。

一颗小小蓝莓果，富了企业富乡邻。蓝莓

就这么在这个小山村里扎了根，并迅速在陈疃
镇、东港区甚至周边市县蔓延开来。

小蓝莓孕育大产业

“今天摘的果，明天就清库了，基本没有
存货。”稼盛（日照）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销售
总监李哲一说，“一天产25到30吨吧。”该公
司在陈疃镇有两千亩蓝莓种植基地。

虽说鲜果供不应求，但公司并没有止步于
鲜果销售。一方面常年加工冻果，一方面到外
地的加工厂代工生产蓝莓酒、蓝莓果脯、蓝莓
果酱等蓝莓系列产品。“由于这边是库区，在
这边建加工厂会污染水源，所以都在外地代
工。”李哲一说。即便不是非常方便，鲜果也
不愁卖，但公司仍坚持向二产拓展产业链，
“随着种植面积扩张，蓝莓产量增多，产品深
加工延伸产业链必然是大势所趋。”

吸引企业的还有更可观的经济效益。“这
么说吧，果酱的利润就比冻果的利润高
50%。”李哲一说，如今公司不断拓宽网络销
售渠道，把产品放在天猫、京东、拼好货等电
商平台上进行销售，在北上广京津冀江浙沪等
地都有不错的市场占有率。去年，仅顺丰运费
就有100多万元。目前，该企业年销售鲜果800
吨，冻果1000吨，其中国内冻果600吨，智利
进口冻果400吨，主要供应蒙牛、伊利等国内
大中型生产企业。

蓝莓熟了，游客来了。今年5月28日，日照市
第五届蓝莓文化旅游节在稼盛蓝莓园开幕。当
天，约有5000名游客赶来体验蓝莓采摘的乐趣，

采摘鲜果4 . 5吨。“乡村体验游的目的，也是为了
提升陈疃蓝莓品牌的影响力。”李哲一说，按照
公司的规划，今后，在实现蓝莓行业全产业链发
展的同时，园区会加快建设一个多样化的第三
代水果采摘基地，丰富乡村游内容。

全镇发展蓝莓总面积1 . 8万亩，其中投产
蓝莓面积9000亩，建设千亩以上蓝莓基地10
处，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的蓝莓生产基地……从
最初的一家基地到成片种植，从单纯种植到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小小蓝莓果，如今正壮大成
为陈疃镇的优势特色产业。去年，“日照蓝
莓”成功在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为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粗略统计，今年，全镇蓝莓预计鲜
果产量达到1400吨，产值过亿元。

破解库区山乡发展难题

叫响了“蓝莓之乡”金字招牌的陈疃镇，今
年，也迎来正当其时的发展机遇。在今年的日照
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陈疃“蓝莓小镇”成为日照
市将重点打造的12个特色小镇之一。随着日照
水库水源保护与生态建设工程实施，一个库区
移民整体搬迁、打造特色小镇的规划也正在论
证中。

据悉，为保护日照水源地，改善群众居住
环境，东港区将日照水库水源保护与生态建设
工程与港西区域整体脱贫相结合，计划投资29
亿元，流转土地5万亩，建设公益生态保护
林、经济生态林和苗木一体化景观生态林，同
时打造陈疃河河口湿地等三个河口湿地部落。

目前，日照市水务集团已流转土地3 . 3万亩，
与库区村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库区村农民以每
亩每年1000斤小麦的市场价格领取土地流转
费，每年可实现收入1200余元。与此同时，流
转土地的库区村农民将纳入失地养老保险范
畴，参保人员到龄后每年可领取养老金12000
余元，每年还有1800元的取暖补贴。

而对于正处日照水库上游的、陈疃镇库区
周边17个村9400余名群众来说，这一工程的实
施，或将彻底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借力日照
水库水源保护与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陈疃镇
计划将库区周边17个村整体搬至镇驻地，并突
出蓝莓特色，打造集库区移民安置区、扶贫产
业园和4A旅游景区“三区合一”的宜居宜
游、美丽文明的“蓝莓小镇”，进一步增强小
城镇人口聚集、产业支撑和承载力。

为了保护水源地，陈疃镇历经多年求索。库
区山乡村民的收入渠道，多年来一方面靠种地、
养殖，一方面靠到石材加工厂打工。而为了保护
水源地生态环境，陈疃镇已全面关停159家石材
加工厂，并于去年划分了畜禽禁养区域。

土地也已流转出去，库区山乡路在何方？
“蓝莓小镇”或许正是最佳答案。一方面，蓝
莓本身抗病性强，遭遇病虫害可能性小，易于
有机无公害种植。在流转的土地上种植蓝莓，
其绿色生态优势减轻了水源地的环保压力，同
时增加了森林覆盖率。另一方面，集中搬迁到
镇驻地后，村民们在享受库区移民的政策福利
之外，在镇驻地可以有更多的打工机会，享受
到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蓝莓之乡”陈疃产城
融合、绿色发展的美丽愿景正愈发明晰。

集库区移民安置区、扶贫产业园和旅游景区于一体

陈疃镇：小蓝莓托起产城融合大梦想

□记者 罗从忠 报道
7月14日，岚山团区委举办共青团助力精准扶

贫——— 爱心募捐活动，累计收到衣服、床上用品、
书籍等约400件。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7月21日从日照市人社局获

悉，为扶持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帮助更
多的创新型企业家向更高层次发展，日照市人社局
等5部门决定自2017年起在全市启动实施“创业港
城训练营”活动。

“创业港城训练营”活动培训对象为：注册地
在日照市内，成立2年以上的小微企业；所处行业
符合日照市产业发展方向，具备产品创新、技术创
新、模式创新等特点，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发展
潜力；企业社会信誉良好，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缴
纳社会保险，无不良记录；企业运营正常，有正向
现金流。

日照市人社局将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创
业齐鲁训练营”活动招标的中标机构中择优选择1
家培训机构承担培训任务，培训分为一对一咨询、
理论培训、观摩实训和对接服务4部分。有意愿参
加的创业者，根据日照市人社局负责发布年度培训
项目信息自主申报；各区县总工会、团委、妇联与
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照当年所分配名额1:2
的比例推荐企业；日照市人社局牵头委托第三方机
构成立专家委员会，按行业大类对推荐企业进行择
优选择。

“创业港城训练营”学员仅承担到集中出发地点
的往返交通费，其他培训经费由市级创业带动就业
扶持资金按照每人不超过1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日照开展

创业港城训练营活动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7月19日，记者从日照市工商局

获悉，2016年度日照市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年报公示率为94 . 61%、98 . 91%、98 . 98%，
分别位居全省第3位、第3位和第4位。年报公示率
同比分别增长2 . 9、5 . 7和0 . 7个百分点，位次同比提
高了3个、8个和3个。

日照市工商局将年报公示工作作为加强企业诚
信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切入点，多措并
举提高企业年报公示率。日照市工商部门对年报公
示工作进行早谋划、早培训。于今年年初举办了系
统年报工作培训会议，对年报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并邀请省工商局和市日照市人社局、统计局工作人
员进行专题授课、解疑答惑，培训范围覆盖市、
县、所三级，参训人员达230余人，规模之大、规
格之高，在日照工商系统尚属首次。

市场主体年报公示

实现新突破

□见习记者 杜光鹏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照现有45家律师执业机构

470多名执业律师，5家公证处31名公证员。如果这
两支队伍、两个行业能够真正携起手来，整合资
源，优势互补，一定会达到‘1+1>2’的成效，从
而推动整个法律服务业转型升级。”7月17日，日
照市司法局调研员武爱民说。当天，日照市律师协
会和日照市公证协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双方就加强律师、公证两个协会之间的合作等
方面达成战略合作，并对下一步加强律师事务所、公
证处之间的战略合作事宜提出了具体要求。律师和
公证员在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
各有所长，合作将促成双方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两行业“联姻”

促法律服务升级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胡明文 报道
本报日照讯 7月19日,价值1350万美元的钢材

等49票货物经海关快速验放，搭载刚刚开通的“日
照-中东”件杂货班轮航线船舶顺利出口，平均通
关时间仅4 . 8分钟。这是日照海关大力推行无纸化
通关改革和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的显著成果。

“日照-中东”件杂货班轮航线、“照蓉-蓉
欧”集装箱国际班列的开通，进一步顺畅了日照与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间的国际运输大通道。日照
海关积极落实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部署，致力
于打造优质的通关环境支持日照市区域性国际物流
和贸易中心建设。

海关助力日照

加快融入“一带一路”

□罗从忠
报道

7 月 1 7 日 上
午，日照市中小学
生超体重健康夏令
营在五莲黑虎山国
防教育基地开营。
来自全市的200名
超体重中小学生将
接受10天的减脂、
形体、饮食、身体
机能提升等训练。
日照市中小学生超
体重健康夏令营是
一项公益性活动，
采取政府购买服
务、财政补贴和参
训营员承担部分费
用的方式进行，在
尊重学生及其家长
意愿的基础上，由
学生自愿报名参
加。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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