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王嘉

在海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牡蛎虽然味
道鲜美，但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海鲜，码头上
堆成堆，市场上几块钱一斤。

如果你对牡蛎的印象还停留在廉价和低
端，那来到本月中旬举办的第三届乳山（国
际）牡蛎文化节上转一转，你就会发现，乳
山的牡蛎已不是原来的模样，一场“变法”
已让乳山牡蛎变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变养法

牡蛎住进深水区“豪宅”

“我们选用的是澳大利亚网笼，这种养
殖笼用抗氧化材料制成，加之在4公里以外
深海区养殖，可以有效降低微生物附着养殖
笼造成牡蛎缺氧引发死亡的风险。”1月13
日，大连獐子岛集团驻乳山时代海洋牧场项
目建设指挥部的薛东宁说。

不光养殖网笼升级换代，在乳山时代海
洋牧场一期5000亩示范区上，以往打入海底
的木制台筏也被单体重达7吨、可抗九级以
上大风的水泥坨代替，新定制的玻璃钢工船
可实现自动化采收、海上清洗。

新技术、新设施的运用是乳山以海洋牧
场项目建设加速牡蛎产业动能转换的一个切
片。乳山是中国牡蛎之乡，牡蛎养殖面积8
万亩，年产值超过30万吨。但多是传统小、
散养殖，海洋养殖业难以做大做强。为此，
乳山启动了海洋牧场项目建设，通过与大企
强企联合开发，引进先进的养殖设施和配套
设施，打造示范养殖区，推动海洋产业转型
升级。

为推进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乳山聘请
专业机构对海区的水文、水质、洋流、潮汐
等基础条件进行系统摸底，根据海区适养品
种、养殖方式、海区承载力等，编制了现代
海洋牧场规划，将海上区域划分为贝类养殖
区、人工鱼礁区、底播增殖区等，并在陆上
配套建设净化物流中心、技术服务中心、营

销中心、研发与良种扩繁中心等设施。乳山
还出台海洋牧场发展奖励办法，鼓励建设水
产良种基地、引进优良苗种，大力发展装备
型、田园型、游钓型、底播型等新型海洋牧
场，延伸牡蛎特色产业链条，融合发展休闲
渔业等。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8万亩海洋牧
场项目建设规划，将通过统一布局、统一技
术规范、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地理标识，打
造集育苗、养殖、研发、集散和交易等多功
能为一体的新型海洋牧场综合体。”乳山市
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马祝说。

变吃法

亮出“牡蛎+干白”新名片

1月14日，在乳山绿城台依湖酒庄酒产
业小镇举行的“牡蛎+干白”品鉴会，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数百名“吃货”。生牡蛎、
清蒸牡蛎、炸蛎黄、蒜蓉牡蛎等不同花样的
菜肴，搭配乳山产干白，成为第三届牡蛎文
化节特色旅游项目。

“针对不同酿造工艺的葡萄酒，我们研
发了一系列牡蛎菜品，作为冬季吸引游客的
拳头产品，游客较往年增长超过三成。”乳
山台依湖景区负责人介绍。

乳山海域90%以上养殖区达到国家一类
养殖水质标准，海洋基础生物繁殖旺盛，
非常适合牡蛎等贝类的生长。因此，乳山
牡蛎个体大、肥度高、肉质好、味鲜美，
获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无公害水
产品。为了让乳山牡蛎走出深巷，近年
来，乳山通过“牡蛎+”，融合文化、旅
游，借助旅游美食项目开发、牡蛎文化节
等活动举办，增强乳山牡蛎文化底蕴，打
好牡蛎特色牌。

“牡蛎+旅游”，乳山依托丰富的旅游
资源，开发以牡蛎为特色的美食旅游项目，
推出牡蛎宴，发布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美食
名片和旅游目的地，推动牡蛎产业与休闲旅
游融合发展。单体重达1 . 71斤的牡蛎王、外
壳金黄的牡蛎、三倍体牡蛎，牡蛎文化节
上，各式各样的牡蛎吸引游客驻足拍照，一
些牡蛎养殖户还收到了客商和游客的现场订
单。

乳山深挖牡蛎文化内涵，将牡蛎与母爱
城市文化名片融合，在每年牡蛎大批量上市
时，借助牡蛎文化节、牡蛎争霸赛等一系列
文化活动赛事，提升乳山牡蛎品牌知名度。
“我们还启动了牡蛎小镇规划，通过深入融
合牡蛎产业、特色旅游、城市文化、休闲养
生等元素，真正让牡蛎成为乳山一张响亮的
名片。”马祝说。

变卖法

“乳山牡蛎”品牌价值超3亿

开壳、分拣、清洗、冷冻，在乳山华信
食品牡蛎生产加工车间内，数十名工人们正
忙着加工半壳牡蛎。

“我们是全球首家获得BAP标准的贝类
加工企业，生产的芝士焗牡蛎、蒜蓉蚝、蒜
蓉粉丝蚝等系列牡蛎加工产品可以直接进入
北美市场进行销售。”乳山华信食品相关负
责人周伟说，他们正在申请牡蛎养殖和育苗
BAP认证，认证通过后，乳山牡蛎可直接端
上外国人的餐桌。

华信食品是乳山一家老牌水产加工企
业。为解决单一加工销售利润空间急速下滑
造成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华信从加工产品
源头做起，通过与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进行
产学研合作、自建生物研究院等方式，引进
了长牡蛎、金牡蛎等牡蛎良种，并探索了筏
式夹绳、贝藻混养等绿色养殖模式，建立起
集牡蛎良种选育、科学育苗、合理养殖为一
体的上游产业链。“产、供、销一体化经
营，确保了牡蛎安全可追溯。”周伟说，他
们的牡蛎价格是普通的大路货的一倍以上。

近年来，乳山高度重视牡蛎产业发展，
出台了一揽子政策，扶持牡蛎企业向精细化
加工、精深加工转变，引导小散养殖户抱团
成立合作社规模化发展，乳山牡蛎产业规模
在全国县级市居首。乳山从养殖、包装、流
通、销售、食用等环节入手，出台了“乳山
牡蛎”保护十条意见，并构建了全国首个牡
蛎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通过品牌建设提
升了乳山牡蛎的价值，也让乳山牡蛎从论筐
卖到论个卖。

据了解，“乳山牡蛎”的品牌价值超过
3亿元，乳山牡蛎鲜品及系列产品，不仅进
入了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国内大中城
市的销售市场，而且畅销美国、日本、韩国
等15个国家和地区。

养殖工厂化 产业链条化 品牌高端化

乳山牡蛎“变法”记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李媛

1月13日，台儿庄古城迎来一位特殊的游客——— 河北邯
郸市民沈玉纯。75岁的沈玉纯是位退伍军人，这是老人第三
次来台儿庄古城了。

一个庄严肃穆的军礼，开启了沈玉纯的古城之旅。走到
城门下，他停了下来，眼含泪花，再一次敬了一个军礼。他
说：“我向这座英雄的城致敬，向台儿庄大战中牺牲的三万
多中国军人致敬！”接着老人家打开了话匣子，退休后他喜
欢上了旅游，这些年到过许多古城、古镇，台儿庄，是他来过
次数最多的地方。

第一次来古城是在2013年，第二次是2016年，遗憾的是
停留时间都很短，走马观花地游览一圈便匆匆离开。因此，
能够在古城住下来，看一看向往已久的古城夜景，在运河边
发发呆，成了他的梦想。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董事长曹恒超
接见了老人，并安排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老人游览。

沈玉纯打算用两天的时间，把古城的景点和建筑都看
一遍。古城内正在举办春节大庙会，节庆氛围浓厚，年味儿
十足。每到一个景点、遇到一场演出，他都会拿出随身携带
的平板电脑，为没能一起前来的老伴儿拍摄视频。社火巡
游、威风锣鼓、舞龙舞狮这些精彩的演出让老人赞叹不已。
各种风格的建筑、主题展馆、庙宇、桥梁引起了他浓厚的兴
趣。他说，台儿庄古城特殊的地理位置衍生出的南北交融、
东西合璧的文化，是别的地方不具备的。每一栋建筑，都是
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每一座桥梁，都有其特立独行的一
面；每一座展馆，都是一种文化与一段历史的凝聚……

驻足古运河边，沈玉纯望着宽阔的河面和那些遗留几
百年的水工设施，沉默了许久。他说，他看到了明清时期台
儿庄的繁荣，也看到了台儿庄大战时中国军队“炸掉浮桥、
背水一战”的壮烈。

沈玉纯老人对台儿庄古城的情感，不仅源于这里的美
景和文化，还源于台儿庄人的好客与热情。他告诉记者，将
来还会带老伴一起再来台儿庄古城。

一位河北老人的
台儿庄古城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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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辉 报道
在牡蛎文化节上，商家在展示巴掌大的牡蛎。

□蒋惠庆 巴秀剑 报道
1月12日，无棣县委宣传部派驻信阳镇城后吴村第一

书记杨景成(右一)来到村民胡兴云(左二)家中，为他送来
了御寒的棉被和羽绒服。为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该县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送温暖活动。

牡丹区开展健康扶贫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郜玉华 高婷婷 报道
本报菏泽讯 牡丹区沙土镇芦村行政村今年50多岁的

贫困户孙富强，患有心脏二尖瓣关闭不全症，需更换二尖
瓣。去年他在北京一医院做了手术，前后花费了15 . 35万元，
居民医疗保险和贫困人口大病补充保险先后为他报销了
14 . 74万元，最后他个人负担仅为6051 . 01元。

据牡丹区扶贫办主任张合生介绍，2017年，牡丹区已完成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医疗商业补充保险赔付788户、505 . 92万元，
正在赔付23户、15 . 81万元，已收集材料811户、521 . 73万元，累计
赔付金将达1042 . 46万元。牡丹区创新实施的农村贫困人口大
病医疗商业补充保险让“病倒一个人，垮掉一个家”成为历史。
牡丹区按照人均110元的标准，为全区农村建档立卡的贫困人
口购买了大病医疗商业补充保险，经居民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大病二次补偿、民政医疗救助等补偿后，再对剩余部分进
行补偿，患者个人最后负担费用降到了10%以下。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是牡丹区实施的
“健康扶贫”内容之一。牡丹区所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均设立
惠民门诊，还对持有健康服务卡的贫困患者“先治疗、后结
算”，免收门诊诊疗费、急诊观察床位费，检查费用减免20%，住
院床位费减免30%，有效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
发生。“2017年，全区累计救治贫困病患14106人，为其减免医疗
费用总计267多万元。”牡丹区卫计局局长刘铮说。

输送养老护理人员327人，让更多老年人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泰山区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全覆盖
□记者 姜言明 郑莉
通讯员 黄丽娟 黄凤霞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每天清晨6点半，在泰安市

泰山慈恩老年颐养中心的走廊上，都能看到
一个忙碌的身影，她就是中心中级养老护理
员李玉明，直到每位老人都吃完早饭，她一
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家里都有老人，看见这些老人就和看
见自己的父母一样，咱这是干的良心活。”
今年49岁的李玉明，去年接受了养老护理员
培训并取得证书，为老人换尿垫、翻身擦
洗、喂饭、处理大小便、陪老人说话散
步……这些日常护理成了她每天工作的全
部。

在泰山区，像李玉明这样通过政府组织
培训走上护理岗位的养老护理员还有很多。
记者了解到，泰山区将养老护理人才培养纳
入了当地卫生人才发展规划，引导和支持职
业培训机构、中高等院校加快对养老从业人
员的培养，同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
式，定期组织初级养老护理员培训。截至目
前，当地已累计为养老机构输送养老护理人
员327人，实现了全区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
全覆盖。

2016年，泰山区被省民政厅确定为“全
省社区治理暨养老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城市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全覆盖的基础上，
当地有效整合社区、社会组织、专业养老服务

队伍资源，升级改造了后七里社区、花园社
区、丽景社区等6家综合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并由泰山康乐年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承接运营，提供日间照料、健身器材体验、
特色课堂、棋牌等居家养老服务。此外，当
地还积极引导支持泰山老年公寓、东关云海
老年公寓等条件较好的养老机构成立社区服
务部，为周边社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在位于泰山区上高街道黄家庄村的长寿
养老院里，居住着近40位老人，平均每两位
老人就在附近的颐康医院有一位“随叫随
到”的医护人员。老人们感到身体不舒服，
只需告诉身边的护工，马上就有医院门诊大
夫“上门服务”，这不仅给老人省了“腿

脚”，更为一些老年人急性病赢得了宝贵的
治疗时间。

在加快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同步推进的
探索中，泰山区通过推行养老机构“以医代
养”的服务模式，打造了一批涵盖养老服
务、医疗服务、综合性康复保健服务等服务
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养服务机构。据介绍，目
前，泰安泰山慈恩老年颐养中心与泰安慈恩
老年病医院整合，成功转型为能医能养、医
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同时，当地还努力推动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合作，推行“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机制和
签约服务机制，完善社区老年人健康档案，
让更多老年人不出门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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