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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晓帆 宋 弢
本报通讯员 许双姐 王晓辉

“田园综合体”的政策引导，让青岛西海
岸西区宝山镇有了新的主攻方向：建设集循环
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走产业融合的新路子，通过合作社这种组
织化形式组建田园综合体，推动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如今，这
个依托万亩耕地，集特色瓜果种植、休闲观光
旅游、农耕文化体验、乡村民宿发展等为一体
的田园小镇，吸引四方游客纷至沓来，让当地
的企业和村民看到了希望满满的“钱景”。

特色农业兼顾经济和生态效益

10月8日，青岛风河源猕猴桃庄园负责人李
汝廷，站在满棚满架的猕猴桃藤下，和往常一
样查看1500亩猕猴桃田的生长情况，500棵猕猴
桃树上，有密密麻麻的认养标签，认养人大部
分都是当地的游客。

“一般的景区和采摘园缺乏自己的特色，
如果单凭景色或者普通的瓜果吸引游客的话，
游客最多去两次就看腻了。猕猴桃相对来说有
特色。”李汝廷说，从去年起，庄园还推出了
猕猴桃“私人定制”，市民可以到种植园认领
一棵猕猴桃树，有专门工作人员负责照看，市
民也可以实时了解果树生长情况，成熟之后，
整棵树的果实也都归市民所有。

这些猕猴桃都是从新西兰引进的品种，质
量全程可追溯。为保证猕猴桃的质量，庄园联
合青岛农科所及青岛农业大学，以猕猴桃科研
为主，其它果蔬为副，为企业、农户提供技术
保障，培育最新、最先进的树种。

围绕“猕猴桃+”，李汝廷准备建设猕猴桃
果酒厂、冷库，投产后可实现猕猴桃酒、生物
酵母；他还在和一家化妆品企业对接，将其引
入村子，办一个猕猴桃化妆品厂；他还打算开
猕猴桃博物馆——— 这样一来，原先的猕猴桃种
植产业就和制造业、旅游业有机融合起来。

在宝山，像这类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的特色农业还有不少。杜仲不仅仅是一味名贵
的中药，还能提炼优质天然橡胶，以合作社为
依托，宝山发展起了杜仲田园综合体，杜仲种
植、杜仲畜禽养殖、水产养殖树苗。刚刚引种
的杜仲苗还没有长大，合作社就在树行内间种
了花生、玉米、大豆等农作物，这些农作物成
熟后，还可以作为饲料，供给基地林下养殖的
杜仲鸡。

目前，宝山镇已种植蓝莓2万余亩、苹果1
万亩、猕猴桃2000亩、葡萄1100亩、大樱桃近
1000亩，并依托特色农业园区，拉长了产业发

展链，发展了蓝莓干、果汁、蓝莓酒、花青素
等深加工产品。

强化农业产业支撑

在宝山镇的发展蓝图中，产业支撑是田园
综合体实现可持续、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基
础。为此，宝山镇在引导老百姓增加市场紧缺
的优质安全农产品的生产的同时，推动农产品
标准化、品牌化及可追溯化体系建设，并畅通
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在宝山罗戈庄果品合作社负责人罗志庆的
苹果仓库里，记者看到，每个苹果都贴上一个
小小的二维码，手机一扫，基地、果园管理人
员、经销者等信息便一目了然。“只有经过检
测合格的农产品，才会得到这张特殊的‘身份
证’。”罗志庆说，合作社销售的每个苹果都
实现了“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去年，“宝山苹果”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
品牌顺利通过专家评审。据了解，其地理标志
地域保护范围包括宝山镇辖区44个村庄，苹果
种植面积10000亩，以明月、富士等特色品种为
代表，年产优质苹果1400万公斤。

村民邓来江介绍，继镇上的蓝莓园成为全

省首家“国家级蓝莓栽培综合标准化示范区”
后，今年，他搭上了网络“快车”，通过镇上
搭建的哈喽鲜生农产品直供配送平台，为50亩
蓝莓找到了更好的销路。

镇上电商网络搭建后，不少合作社从传统
农产品销售模式转向了“互联网+农业”模式，
销售产值大增。在今年4—6月份蓝莓集中销售
期间，宝山26个农户通过电商平台，共销售蓝
莓10万公斤，平均日接单量2000单以上，日最
大单量达6000单，销售额达到1500万元。

美丽风景变美丽经济

蓝莓园区盛装开放，熟透的蓝莓压弯了枝
头，游客们尽情地享受着世界水果之“皇后”
的美味；锣鼓队、舞龙队、地秧歌队、茂腔队
齐上阵，献上别具一格的民间艺术表演，宝山
地秧歌传承人刘瑞华在游客心中播种地秧歌文
化，宝山镇民间艺人王明香传播剪纸艺术；饽
饽蒿、蒲公英、苦菜、香椿等种类繁多的野
菜，引得游客纷纷摩肩擦掌，体验农耕文
化……依托“三季有花、四季有果、全年可采
摘”发展模式，宝山整合宝康蓝莓、风河源猕
猴桃、沃泉农场、凤宝山四季采摘园等30余处

园区旅游资源，挖掘本地文化特色，创新开展
“宝山寻宝”系列乡村特色游项目，融合宝山
当地民俗文化地秧歌、剪纸等，集休闲体验、
美食评比、自由采摘、摄影采风等于一体。

今年以来，在“宝山寻宝”草莓之旅、蓝
莓之旅和猕猴桃之旅中，宝山镇共接待游客12
万人次，实现旅游业收入2600万元，开辟出一
条创新发展的新道路，不少游客反映“很乡
土、很质朴、很地道”。目前，苹果之旅刚刚
启动。

田园综合体一炮打响，让不少村民尝到了
甜头，“美丽风景”转变成为“美丽经济”。
宝山镇不少农户开始翻新住房、院落和菜园、
果园，把农家小院变身为家庭旅馆，把农产品
变身为旅游商品，把农耕劳作变成“休闲体
验”，以前光知道卖水果的农民逐渐学会了
“卖风景”。

在挖掘旅游特色时，宝山镇以文化为灵
魂，注重把当地世代形成的风土民情、乡规民
约、民俗演艺等发掘出来，让游客体验农耕活
动和乡村生活的苦乐与礼仪，以此引导人们重
新思考生产与消费、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
的关系，感知生命的过程，在陶冶性情中寻到
新时代的“世外桃源”。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2017年，青岛市持续深入推进大

众创业工程，围绕“供给侧”改革，从创业供给的
政策、资金、场地、能力、项目5个维度进一步完
善创业服务。今年1—10月份，政策性扶持创业
1 . 7万人，新增创业带动就业6 . 1万人；全市创业
担保贷款规模6 . 01亿元，担保贷款扶持创业人数
3897人。

近日，青岛市人社局下发的《关于青岛市创业
担保贷款及贴息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开展青
岛市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始
施行，文件规定将对个人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期限
由不超过2年调整为最高不超过3年，对小微企业实
施最高3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今年以来，青岛市建立小微企业名录数据库，
通过主动推送小微企业名录，筛选符合青岛市小微
企业创业补贴条件的企业，向全社会公开。目前，
已发布10633户符合补贴申领条件的企业名单。1—
10月份，青岛市共发放创业类资金2 . 94亿元。

青岛积极开展创业服务活动。组织市级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园区）评审，通过评审答辩、实地核
实等环节，确定7家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园区）。
市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园区）将获得最高500万
元的奖补资金。建立青岛市创业导师资源库，通过
资格审核、专家评审等环节，评选67名创业导师，
开展创业问诊、创业项目推介等服务。组织参加全
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征集
和遴选“高、精、尖、新”优秀项目，其中“青岛
市大学生创业服务平台项目”、“创践—大学生创
新创业实务慕课项目”两个项目被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选定参加全国展区展示，青岛院士智谷等24个
优秀创业就业服务项目和海水稻等16个创新创意产
品项目参加了山东省展区展示。

“田园综合体”引导美丽经济

小镇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

□薄克国 报道
11月16日，青岛寿

光路小学以“童眼看
‘一带一路’”为主
题，开展科技实践课
程，引导学生了解“一
带一路”有关知识，感
受祖国日新月异的科技
发展。

图为小学生在进行
知识游戏棋争霸赛。

童眼看

“一带一路”

1 . 7万人创业

带动6 . 1万人就业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莱西讯 11月17日，莱西市第一只政府主

导产业基金——— 青岛和远产业基金签约并启动，基
金总规模37亿元，远期可带动300亿元的产业投
资。

基金按照“投资方向政府主导、基金运营充分
市场化、科学决策、滚动发展”的运作原则发展。
将立足莱西市的优势资源，重点关注先进制造业、
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新能源与新材料、高科技、大
健康、大文化、大娱乐、大消费以及大金融，面向
全球招商引资。同时，积极为莱西市优秀企业投资
引智，助推其成长为行业龙头。

目前，基金已与30多家企业进行了对接，通过
股权投资、资源输入等方式，助力产业与资本融合
对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重大、优质项
目在莱西投资兴业。

莱西首只政府主导
产业基金成立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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