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潘 伟

作为传统花卉产业大市，青州市围绕“东
方花都、青州花卉”品牌，以花卉产业转型升
级为主线，实施花卉产业集群化发展战略，在
当前竞争激烈、环保形势严峻的新形势下，走
出了一条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新路。

11月22日，在位于青州市黄楼街道的山
东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整洁明亮的现
代化花卉大棚里，花卉产业工人们正在忙碌
着，她们将养好的多肉植物成批放到运输车
上，再将培育好的多肉芽栽种到小花盆里，每
人每天有100元收入。

“今年多肉的销售还可以，但是已经到了
瓶颈期，你看这些多肉盆景，是我们针对目前
多肉植物行业同质化竞争进行的创新，现在
售价高，需求量很大。”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蒋海滨告诉记者。

作为青州第一个转型做多肉植物的花卉
商，2016年，蒋海滨成立了山东七叶树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主攻科研、花卉生产、园艺展
示、旅游观光，力求以高端化、高效化、集约
化、机械化、精细化的方式，发展花卉产业。
“科技和创新，是闯荡花卉行业最重要的两
点。”蒋海滨说。

同一天，黄楼街道芦李村的李洪杰正在
自家的多肉植物大棚里忙碌。“我们全村都
养多肉，近几年赚了不少钱，很多一年赚上
百万，我去年一年挣了60万元。”李洪杰告
诉记者，现在他在青州市区的高档小区买了
房子，开上了宝马。

芦李村是青州市花卉产业村的典型代
表，几乎全村都养花或者从事花卉经济一类
与花相关的行业。“我们村靠着花卉发家，现
在竞争激烈，大家经常出去考察，不断根据市
场行情变化调整新的思路，现在多肉植物行
业又进入了瓶颈期，我们考虑发展多肉盆景

或者其他花卉。”村支部书记李道进告诉记
者。

“从事花卉行业十多年，目前面对的问题
主要是同质化竞争严重、土地制约、基础配套
设施差、未形成完善的产业链。”蒋海滨说，青
州花卉产业主要是传统的以个体为单位的家
庭作坊模式，土地被分割成零散的小个花棚，
效率低、成本高，大型花卉公司想建设专业化
大型花卉园区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场地。并且
散户之间同质化竞争多，有时候还打价格战，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传统的烧锅炉式加
热大棚，在环保要求下只能改为天然气或者
电力加热，天然气管道铺设、电网配套又成为
了今年花农们面临的主要问题。由于单个花
农分散，专业化程度低，在花卉精细化包装、
花卉旅游等产业上，又难以有所突破，产业链
无法延长。

在多肉植物之外，芦李村只有天福花卉
一户从事绣球花的培育销售。李天福是土生

土长的芦李村人，从他的父亲开始就从事花
卉行业。“盆栽绣球这一行做的少，青州市甚
至整个北方地区我们家算是最大的，我有三
个培育基地，总共一万多平方米，客户遍布全
国各地。”李天福说，“绣球花花期长达40多
天，装饰效果极佳，市场广阔，一直供不应
求。”

但是绣球花运输成本高，李天福给记者
算了一笔账，绣球花运输到上海，一箱装20
棵，运费就高达40元，每棵运输成本2元。除了
运输难题，今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环保要求
严格了，不能再烧煤炭给花卉大棚加温，只能
选择用电加温或者烧天然气，这样就大幅度
增加了成本。

“建设大型花卉园区，在园区中进行合
理规划，统一供热，加强科技建设，延长产
业链，花农之间分配好经营项目，避免同质
化竞争，是以后花卉产业发展的好路子。”
蒋海滨说。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李春苑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街道干部乃至社区干部，对很多工作做

不做、什么时候做、做到什么程度有着不小的自由裁量权，
遇到难题和瓶颈，有时存在‘推一推、放一放、等一等、看一
看’的现象，这也是百姓对基层干部作风最为诟病的一
点——— 懒散慢拖。”12月13日，青岛市李沧区楼山街道党工
委书记李大鹏说，戴上了“紧箍咒”后，提前想事、认真谋事，
天天干事成了工作常态。

今年4月，李沧区依托“互联网+”模式，在原有办公网络
基础上开发了“痕迹工作法”网络平台和手机APP模块，实
行“每日一事、每周一悟、每月一讲、每季一评”的全程留痕
闭环管理机制。

记者看到，在该平台上，工作细节都实现了“记录在案、有
迹可循、追溯可查”，有哪些困难、如何解决，都可以体现出来。
党组织书记一年所推进的主要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平台上
一目了然。这一机制的运行范围涵盖了李沧区级领导干部、处
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科室负责人、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党组
织书记及社区“两委”负责人等1076名干部。

其中，“每日一事”即每人每天“晾晒”出当天最重要的
工作事项，细化到当日工作起止时间；“每周一悟”即每人每
周提报一篇感悟，总结本周工作收获体会和最急需解决的
问题；“每月一讲”则是记录党员领导干部上讲台、讲党课；

“每季一评”着重展示每季度全区重点项目、重点工作和党
建项目观摩情况。

每天，李沧区“五位一体”联合督查组按15%的比例随
机抽查提报的“每日一事”，所提报的事需要有进展、有结
果。李沧还建立了区委、党(工)委两级党建工作日常督查机
制，对管党治党不严、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不规范、开展党
组织活动不经常、抓党建工作拖沓敷衍等情况，及时进行组
织处置。今年以来，该区共有4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因违规违
纪、工作不胜任等原因被撤销党内职务或调离工作岗位。

□记者 罗从忠 杜辉升
通讯员 李维江 李绪业 报道
本报五莲讯 10月27日，国家住建部公

示2017年国家园林城市名单，五莲县位列其
中，成为全省四个入选县城之一。这是五莲县
自2013年成功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后，园林绿
化建设取得的最高荣誉。

国家级荣誉的取得，源自多年绿化积淀。
2014年，承接省级园林城市创建成功的良好
势头，五莲县委、县政府顺势开展“国家园林
县城”创建，按照“拉开开发框架、留足发展空
间、彰显山水特色、打造精品工程”的原则，坚
持“全民绿化上规模、专业绿化上水平、绿地
建设出精品”，继续加大城建投入，改善人居
环境，提升居民获得感和满意度，加快建设宜
居宜业生态魅力山城。目前，该县城区绿化覆
盖率达到39 . 67%，绿地率达到34 . 45%，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到13 . 58平方米。

五莲县坚持规划先行，结合自然景观特
点和历史传承，依据县城总体规划，高标准修
编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全面推行绿线管制

和“绿色图章”制度，设立“绿色图章审批”窗
口，集中办理建设项目附属绿化的审批，建设
规模适当、科学合理、设计有序的绿地系统。

着眼突出五莲地域特色，该县以建设生态
园林、民生园林和文化园林为目标，高标准设
计、高质量施工、高水平管理，打造体现五莲地
域特色、独具文化魅力的绿化精品，提升城市品
位。坚持随路建绿，实现“一路一景、四季常青、
绿荫连片”。高标准推进洪凝河、山阳河综合治
理，融入海绵城市理念，打造高品位双景观带，
实现绿沿河布。坚持还绿于民，对城区公园、街
头游园、广场等进行合理布局，公园绿地服务半
径覆盖率达到82 . 3%。积极推动全民绿化，建设
城市干线公路、村村通公路绿色长廊。

该县还结合人居环境治理，不断完善城
市载体功能。近年来，先后新建改造城区道
路110 . 4公里，打通断头路12条，形成12纵26
横的城市道路路网体系。投资7500多万元建
设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基
本实现污水收集处理无盲点，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100%。

五莲全面推行绿线管制和“绿色图章”制度

绿化“里子”撑起城市“面子”

同质化竞争、环保倒逼大棚加温设备更新———

青州花卉专业村转型中求突破

李沧：“痕迹工作法”

压实党组织书记

抓基层党建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李建波 王克军 报道
本报高青讯 记者从高青县有关部门获悉，11月30日上

午，高青县“小微文化志愿服务”项目作为“全国文化志愿服
务”十大标杆之一，在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文化馆文化志愿服
务项目展示活动现场进行了展示，受到专家和现场代表的
一致好评，并被授予“全国文化馆文化志愿服务最佳创意
奖”。

专家认为，高青县“小微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坚持从“小”
处入手，从“微”处着眼，接地气、惠民生。该项目变“送文化”
为“种文化”，通过“微课程”“微订单”“微循环”等多项服务，
把文化的种子“种”到基层，让文化在基层不断成长壮大。

2014年以来，高青县全力建设“小微文化”，通过布局
“微书苑”、扶持“微剧团”、打造“微课程”、实施“微订单”、培
育“微循环”、鼓励“微节庆”，构建起一张覆盖全县、延伸到
基层的立体文化网络，连续两年在全市群众文化生活满意
度评测中位列第1名。

高青“小微文化”获全国
文化志愿服务最佳创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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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从忠 报道
五莲县坚持还绿于民，对城区公园、街头游园、广场等进行合理布局，公园绿地服务

半径覆盖率达到82 . 3%。图为人民公园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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