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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 文

□记者 李文明 通讯员 王周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4日，省政府印发的

《关于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初步形成覆盖
经济社会各领域，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以
国际标准为引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基
础、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为主体、地方标准
为补充的新型山东标准体系，全面发挥标准
化在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经略海洋战略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和
引领性作用。

力争在小麦、玉米、葱、姜、蒜、果
品、水产、畜牧等优势领域和终端型、体验
型、智慧型、循环型等农业“新六产”领域
制订国家标准80项，培育技术指标先进的团
体标准90项；在优势农产品、美丽乡村、田
园综合体、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基层党建、乡
村文明等领域率先制订地方标准120项。

力争在海洋装备、海洋生物、海洋新能
源、“智慧海洋”“海洋牧场”等领域制订
国际标准20项、国家标准30项；在海洋生态
保护、海洋综合管理、海洋港口建设等领域
率先制订地方标准80项。

力争在新兴产业领域制订国际标准30
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300项；在传统产
业领域培育先进适用的团体标准110项；在
能耗限额、污染物排放等领域制修订严于国
家标准的强制性地方标准30项；在安全生产
领域制订通用地方标准100项。

力争在政务公开、社会治理、公共服
务、特色小镇等领域制订国家标准30项；在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制订地方标准100项。

省财政将对每个区域型国家技术标准创

新基地、领域型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分别
给予一次性扶持资金200万元、100万元；对
每个国家级标准化推广应用平台（示范推广
平台）给予一次性扶持资金100万元；对承
担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秘

书处工作的单位分别给予一次性扶持资金
100万元、50万元；对承担全国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单位分别
给予一次性扶持资金50万元、30万元；对主
导制订的国际标准和小麦、玉米、蔬菜等优

势农业领域的重点国家标准，以及乡村振兴、
海洋强省、新旧动能转换领域具有重大创新
引领作用的国家标准，每项给予一次性资助
资金50万元，对主导制订的其他领域的重点
国家标准每项给予一次性资助资金20万元。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颜成霞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青岛通过设立食品生产小

作坊集中产业园和特色食品加工基地，有效
破解了小作坊食品安全监管难题。

“这里的茶叶上市要经过农户自检、茶
叶检测实验室检测及食药监部门的抽检。”
日前，在青岛西海岸琅琊海青茶加工基地，
青岛市食药监局食品生产处调研员陈利敏告
诉记者，在建设特色加工基地之前，茶叶小
作坊生产规范不一， 2 0 1 4年时合格率仅
70%。进行园区化建设后，生产工艺及质量
检测都进行了统一规范，2017年合格率达到
100%。

该特色加工基地包括海青镇茶叶专业村
43个，加工企业11家，茶叶加工备案作坊27
家，国家级无公害茶园基地6处，有机茶园
基地5处，茶叶行业协会及专业合作社15
家。加工基地建立特色园区办公室，将管理
制度公示牌、食品小作坊分布图挂图上墙，
建立小作坊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建立了茶叶
检测实验室，对特色加工园区的茶叶实行批

批检测；邀请农业技术专家现场指导，并以
加工基地办公室名义统一购买和发放农药，
引导茶农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
保障了茶叶的食品安全。

该市自2016年11月全面开展食品生产小
作坊集中加工园区和特色食品加工基地建
设，通过淘汰落后工艺、改变脏乱环境、加
强品类构建、转变发展方式，在保留传统特

色的基础上提升行业技术和设备设施水平，
实现了食品小作坊规范化、园区化、工业
化、集约化发展，推动了产业升级。同时，
园区（基地）采用信息化系统，建立统一的
生产原料食品添加剂采购、生产工艺过程、
食品出厂检验台账、产品销售和关键控制点
的“四环一链”信息化记录台账，实现产品
可追溯。

我省出台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区域型创新基地可获200万扶持资金

青岛治理小作坊食品安全有“利器”
建产业园和特色食品加工基地推动产业升级

□记者 李文明 通讯员 高广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地矿局物化探勘查院承担的

“济南市黄河小清河地质环境承载力调查评价”项目日前
启动。

据介绍，该项目针对工业、生活污物造成的河道生态
系统破坏、地质环境承载力下降，将重点调查区内地质环
境条件、地下水资源条件和矿产资源条件；将查明黄河小
清河自然生态地质环境条件，为合理利用黄河小清河地质
环境资源提供基础数据；通过对黄河小清河地质环境承载
力评价，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为
美丽泉城济南的永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王慧慧 吕永国 报道
本报临沭讯 6月7日，临沭县青云镇农产品加工培训

班在白云工艺品公司举办。这是该镇人大发挥职能作用，
积极参与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缩影。

为让更多农民工从劳力型向技能型转变，青云镇人大
从技术人才入手，抓住麦收返乡农民工增多的机会，开设
计算机、电工电焊、电器维修、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技
能等多个专业培训班，采取“企业点菜、政府买单”免费
培训农民的方式，让更多的农民成为“两栖农民”。同
时，为解决一些年龄偏大、技能和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劳
动力在当地企业就业的问题，该镇联合成人教育开展以上
岗为目的的岗位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素质并实行跟踪服
务，使企业满意、农民增收。

目前，该镇已培训农民工2000多人次。他们掌握了至
少一门实用技能，顺利完成从劳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

□江玉宝 报道
本报沂水讯 近日，沂水县尹家峪田园综合体入选省

级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
该项目功能定位为有机、融合、康养、共享，总体布

局为“一核二区三组团”，即尹家峪田园综合体中心核，
有机黄桃生产区、有机葡萄生产区，崮原溪谷有机农业休
闲度假组团、天上王城沟谷乐组团、栖云崮中医药康养及
乡村教育组团。以有机农业为支撑，以融合发展为抓手，
着力培育创意体验、民宿度假、文创交流、崮顶观光、运
动休闲、康养度假、商贸物流、民俗体验等新业态，推进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区域有机农产品生产、加
工、配送基地，青年返乡创业和农民职业素养教育基地，
探索实践乡村振兴战略的沂蒙样板工程。

□江玉宝 徐少敏 报道
本报高青讯 “高青小龙虾是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今年价格走高，达到30元一斤。
这64亩池塘仅小龙虾一项就可获利50多万
元。”高青县唐坊镇李孟德村党支部书记何传
明望着村里翠绿的莲藕池塘，信心满满地说。

李孟德村由孟君寺村、李凤鸣村、德胜
村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何传明被选举为李
孟德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村两委成员，借
助高青县打造“清水龙虾”品牌的契机，开
挖出64亩池塘，里面种植莲藕，放养小龙
虾。这一立体种养模式既带动了村民致富、
村集体增收，又改善了乡村生态环境。

同样养殖小龙虾的芦湖街道新安村自
2015年起，为村里有务工能力的扶贫对象提
供了投虾苗、泡发玉米、投食、过秤等工作
岗位，2017年彻底摘下省级贫困村的“帽子”。

据了解，在高青县，小龙虾养殖基地多
达30余处，分布在黄河沿岸及大芦湖周边地
带，除池塘养殖小龙虾外，还有鱼光一体、
稻田养殖等模式。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
富的黄河水源，高青县养殖的小龙虾干净、
肥美、质量高，打响了“清水龙虾”品牌。

高青立体种养模式

带动村民致富

□杨润勤 赵洪涛 报道
日前，省食药监局、省食药检院联合举办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邀请济南奥体中路学校60

余名师生现场参观食品检验实验室。工作人员通过食品检验小实验、闯关答题和现场互动问
答等授课形式，激发起学生对检验检测科学的兴趣。同时，通过图片展示、案例分析、视频
讲解等形式，提高学生的食品安全意识，树立科学合理的饮食观念。

济南启动黄河小清河

地质环境承载力调查评价

沂水县尹家峪

入选省级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

青云镇培训农民工

向技能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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