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嘉 报道
本报乳山讯 “海洋环境直接影响着

牡蛎品质，乳山海洋生态环境优良，海域潮
流通畅，所产牡蛎在个头、肥满度和微量元
素含量上都有较好表现。”在4月22日召开的
首届中国（乳山）牡蛎产业国际高峰论坛上，
来自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的Pierre Boudry教
授对乳山牡蛎品质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法国生蚝”闻名世界，能得到法国专家
的青睐，足以证明乳山牡蛎的品质之高，而
乳山也把“法国生蚝”作为标杆，在提升牡蛎
品质和国际影响力上不断发力。

乳山拥有199公里海岸线，是“中国牡蛎
之乡”、中国北方牡蛎第一市，现有牡蛎养
殖面积8万亩，年产量达30万吨。为实现牡
蛎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乳山制定了“乳
山牡蛎”保护十条意见，构建了全国首个
牡蛎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虽然“乳山牡
蛎”品牌日益打响，国内市场日益扩大，
但在国际上知名度还不够。为此，乳山确
定了加大科研力度、增加资金投入强度、
提升国际知名度的牡蛎产业发展方向。

举办“中国牡蛎产业国际高峰论坛”就
是乳山搭建牡蛎产业国际技术交流平台，不
断提升牡蛎研发水平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
重要举措。本次论坛组委会把乳山确定为

“中国牡蛎产业国际高峰论坛”永久会址，中
国(乳山)牡蛎产业研究院也举行揭牌仪式。

“只有依靠科技支撑，搭建从育种到
养殖、加工的全产业链科研平台，才能在

未来的海洋经济发展中抢占先机，挤进竞
争激烈的牡蛎高端市场。”乳山市市长宫
本杲说，中国牡蛎产业国际高峰论坛永久
会址的设立以及牡蛎研究院的建立，为乳

山牡蛎产业发展乃至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
智力支持，将推动中国牡蛎产业向更广维
度、更深层次、更高目标发展。据了解，
研究院依托乳山牡蛎产业资源和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的技术资源，以产业需求为
导向，整合项目、政策、金融等各类创新
要素，将产业与人才、技术紧密结合起
来，将综合开展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人
才引进、品牌培育、产业孵化等工作，目
标是打造成国家级海洋科技研发机构。

撬动牡蛎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急需
资本的注入。乳山发挥资本驱动杠杆，设立
总规模50亿元的海洋牧场发展基金，吸引社
会资本参与海洋牧场开发建设。乳山按照

“统一布局规划、统一技术规范、统一质量标
准、统一地理标识”四统一原则，围绕“一基
地五中心”，打造48万亩新型海洋牧场示范
区。海洋牧场项目建成后，38万亩浮筏养殖
开发海域的产出可达40万吨，年产值增加到
30亿元以上。据了解，一处乳山牡蛎小镇正
在加紧论证规划中，乳山依托中国牡蛎之
乡、滨海旅游生态资源，构建以牡蛎特色产
业为核心，健康颐养、乐居乐业为特色，文化
体验、休闲旅游为主体的牡蛎产业中心集散
地和极具山东特色的产业小镇，加快追赶
“法国生蚝”品牌的步伐。

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引领乡村振兴

乳山牡蛎向“法国生蚝”看齐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麻杰 尹君 报道
本报沂南讯 4月12日，沂南县铜井镇两

泉坡村，该县首个以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旨的讲习所——— 两泉
坡村新时代讲习所揭牌成立并开讲第一课。

“新时代讲习所”不光结合乡村振兴战
略、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内容，更结合身边人身
边事，结合农业产业发展、“美在农家”活动，
有针对性开展“讲习”，用干部群众乐意听、记

得牢、有共鸣的宣讲方式，将农业技术和家政
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和村民家中。

这两天村民贺可云种植的大棚葡萄正处
于管理关键期，听说讲习所来了位农业专
家，贺可云赶紧把他请到自己的大棚里拜师
学艺。“李老师，你看一下这个葡萄，坐果
率比较低。”贺可云急着问。

“葡萄坐果率底主要有两大原因，一个
是前期的储藏营养不足，另一个原因是花期
的温度偏高。花期的时候要注意控制温度，

修剪上要增加叶面积的量，这样来年坐果率
才高。”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李玉涛说。

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为更好
推动“美在农家”活动开展，县妇联还利用“讲
习所”这个阵地，组织家政专业人员到村民家
中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引导形成文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幸福指数。

“‘新时代讲习所’为两泉坡村村民打
造了一个好平台。我们要利用好这一平台，
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美在农

家活动，举办科学讲座，丰富老百姓文化生
活，为乡村振兴打好基础。”全国人大代表、
两泉坡村党总支部书记李树睦告诉记者。

目前，沂南县已制订下发了《在全县做
好“新时代讲习中心（所、站）”实施方
案》，实行三级联动，按照“六有标准”，
抓好新时代讲习中心（所、站）建设，建立
常态化讲习机制，实施“七进”活动，实现
群众在哪里，“新时代讲习中心（所、
站）”就办到哪里，讲习就讲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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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崔颖 魏欣茹 报道
本报东阿讯 4月21日，东阿第二届油用牡丹观光节

开幕，省内外游客在黄河岸边尽赏牡丹盛开的风光。“乡
村振兴离不开好产业，产业需要绿色和特色，绿色要求我
们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特色要求紧
密结合当地的特色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东阿的油用牡
丹产业就是这样的产业。”中国农科院创新工程团队首席
科学家朱立志说。

东阿县大力发展油用牡丹种植，逐步建立了规范的技
术生产体系、严格的经营管理体系和完善的综合服务体系，
开发生产的牡丹籽油、牡丹精油、牡丹花蕊茶等产品，受到
消费者的青睐。全县种植规模26000亩，实现了产业化发展，
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艾山万亩牡丹园是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牡丹立体种植
园区，以油用牡丹立体种植模式为基础，是集旅游观光、休
闲养生、文化展示为一体的休闲观光产业园区。该牡丹园荣
获“齐鲁美丽田园”、“乡村旅游综合体”荣誉称号。牡丹园的
管理者曹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现有育苗基地3000余亩，可
提供油用牡丹“黄河牡丹”系列品种种苗4000万余株，绿化
苗木基地4个，正在建设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示范区
模式，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三丰收。

东阿油用牡丹

成长为绿色特色产业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孙久生 报道
本报宁津讯 4月21日—22日，“中国作家看宁津”

采风行活动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约40名作家和文学报刊编
辑参加了这次采风活动，旨在进一步发掘宁津县独特的历
史文化和创业创新故事并进行文学创作。

活动中，作家们深入到宁津，详细了解该县产业发展
和风土人情，为创作积累素材。宁津县历史悠久，有列入
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杂技文化、剪纸文化，有
源远流长的蟋蟀文化，有享誉全国的美食文化等，诞生了描
绘鲁北平原抗日战争的长篇名著《大刀记》等优秀文学作
品，由此孕育形成了“崇德尚义、笃信图强”的大刀文化。近
年来，宁津健身器材、实木家具、电梯生产等特色产业蓬勃
发展，这些都为新时代文艺创作提供了源泉活水。

“中国作家看宁津”采风行

寻找创作源泉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高晓鸣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12日，山东镭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

车间内激光切割机正在进行板材切割。这家企业是淄博市
淄川经济开发区引进的一家激光智能企业，从事激光打印
机、激光切割机和激光焊接机的生产。近年来，激光产业作
为新兴产业发展迅猛，这源于科技创新产生的带动效应。激
光切割机的切割精度和使用寿命都远远高于传统切割机，
切割精度可以保持在三丝之内，目前的国际标准是五丝，使
用寿命为25年，是传统切割机寿命的5—8倍。

为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淄川经济开发区现已开工镭
泽激光共享产业园，这是该开发区以企兴产、以产兴园、以
园强区的发展构思。园区占地170 . 90亩、总投资10亿元，建成
投产后可形成年产5万台各类激光设备的能力，预计新增销
售收入30亿元、利润6亿元、利税2 . 1亿元，生产的激光切割
机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了解，该开发区一季度实现税收1 . 2235亿元，同比
上年增长20%；实现地方财政收入0 . 71亿元，同比上年增长
25%。淄川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褚国城认为：
“新旧动能转换作为重大历史机遇，为区域经济发展前行提
供了发展动力，将进一步加速新兴产业培育、传统产业改
造、落后产能化解，实现经济由高速向高质蜕变。”

搭建乡村振兴精神新阵地

沂南“新时代讲习所”开讲

□本报记者 白 晓
本报通讯员 招婷婷

温暖湿润的气候、优质的水源地以及匠
心品质的坚守成就了“江北名茶”——— 崂山
茶。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崂山茶的品牌价
值已不再单凭已有的名气来支撑，而是在传
承与创新中谋求品牌效应与产业链的再次
升级。

从古法到匠心的坚守

4月18日，记者驱车来到崂山茶的主产
区——— 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只见山上
一片片绿油油的茶园里，茶农们正忙着采摘
鲜叶，四处散发着茶叶独有的香气。这里的
茶叶种植面积达14480余亩，占崂山区的70%
以上。

鲜叶被送往炒茶车间里，经过几小时的
摊晾后，古老的手工炒茶技艺随之上演：200
多度高温的炒锅里，一双手熟练灵动地在锅
内划炒着鲜叶，不时撩起一捧，手掌一翻，鲜
叶如雨点般簌簌落回锅里。

在崂池云峰茶厂的车间里，炒茶工江红
正在手工杀青。别看这一划、一撩、一翻，只
是短短几秒钟的动作，却需要多年的历练。

作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女性炒茶工，江红
自1998年来到茶场里，一干就是20年。江红告
诉记者，炒茶需要体力、眼力、耐力，手工炒
茶一天也就出3—5斤，“每一道工序都没有
固定的时间，要靠自己的经验来把握。”

在崂池云峰茶厂董事长孙志修眼里，坚
守不仅是为了留住老手艺，传承茶工艺，也
是为了让年轻一代茶人记住做崂山茶的匠
心。“制作一杯上好的绿茶，需经历采摘、摊
晾、杀青、揉捻、烘炒等多道工序。炒茶工艺
决定着茶叶品相和口感，也代表着茶企的市
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孙志修说，今年老
客户提前预定了100斤春茶，每斤3800元，全
部采用手工炒制。”

从一绿独秀到“新茶齐放”

自上世纪50年代“南茶北引”以来，崂山
茶一直是靠绿茶独打天下。为改变崂山茶

“单兵作战”局面，近年来，崂山茶人为崂山
茶增加新品种不停琢磨。青岛晓阳工贸有限
公司董事长匡芯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善
于从传统手工制茶技艺中寻找茶文化特性
和创新灵感的老茶人，组织研发团队相继研
制出了崂山红茶、崂山白茶等新品种。

“坚持传统制作技艺，保持个性化发展，

可以为不同口味和喜好的消费者提供更多
选择，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匡芯说，“今年
又研制出了崂山黑茶以及茶精、茶含片等深
加工产品，预计5月上市。”

90后姑娘鲁琦是位“茶二代”，当有一天
母亲告诉她因身体原因不想再经营茶场时，
在茶园长大的鲁琦毅然决定返乡创业，继续
经营有着二十多年历史的茶厂。

年轻人给老茶厂带来了新希望，鲁琦请
来养生专家，以崂山红茶为基底，针对年轻
消费群体研发推出了桂花茶、花果茶等新品
种，一经推向市场便供不应求。

“崂山茶既是父辈的家业，也是我的最
爱，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喝崂山茶。”如今
已是青岛露涎春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鲁琦
告诉记者，“接下来还将推出四季果茶，用不
一样的茶和时令鲜果结合，使崂山茶成为年
轻人随时随地想喝就能喝的潮流饮品。”

经过几代崂山茶人的不断推陈出新，崂
山茶从一绿独秀迎来了“新茶齐放”，目前崂
山茶已有绿茶、红茶、乌龙、白茶、果茶等多
达几十个品种。

从卖茶到卖“风景”

戴着蓝底白花的围裙、包着花头巾、提

着小竹筐，客串一回茶农，欢快地穿行在茶
园里。在碧海蓝田生态农业园里，游客络绎
不绝，全新的体验让他们很是新奇。

青岛碧海蓝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理
林先勇介绍说，农业园创建于2013年，拥有
生态茶园130余亩，5年来先后投入2800多万
元。从去年开始推出茶文化体验游，集观茶、
采茶、制茶、品茶、售茶为一体。

“自己采自己炒自己喝，对游客来说是
一种全新的体验，大部分游客都会体验全
套流程，采好的茶叶自己动手炒制带回家
纪念。现在来看，茶文化体验游将成为一
个重要收入来源。”林先勇说。

越来越多的茶旅融合的内容正被崂山
茶企不断摸索出来。匡芯告诉记者，他酝酿
多时的茶乡一日游项目即将在今年6月份推
出，游客可以采茶、炒茶，还可以品茶膳。

以茶兴旅，以旅促茶。崂山茶正在脱
离简单加工模式，以精深加工、休闲观光
为代表的茶旅融合新业态正成为新的动能
和增长点。鲁琦告诉记者，她的茶空间项
目已完成了规划设计，不仅能够体验茶文
化，也能够实现文创艺术集聚，还可以是
茶学堂，来这里能实现喝茶、品茶、用
茶、玩茶，通过丰富茶旅融合的内涵让游
客有更丰富的体验。

在传承与创新中升级产业链

崂山茶的“古法”与“新技”

淄川经济开发区：

新旧动能转换

破颈区域经济发展

□彭辉 报道
外籍专家在首届乳山牡蛎国际高峰论坛上作报告。

◆关键词：乡村振兴 特色品牌引领

□于向阳 张聪聪 报道
4月5日，利津县凤凰城街道店子村“善行义举"四德榜

新鲜出炉，引得村民驻足观看。据悉，该街道在辖区内各行
政村建起四德榜，内容涉及个人品德优秀典型、家庭美德
(孝德)、职业道德(诚德)、社会公德(爱德)四个方面，用身边
的榜样带动村民崇德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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