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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华超

8月8日，记者来到五莲县户部乡黄巷子村
山上的板栗园。经历了几场雨水，在青翠的板栗
树下，一棵棵嫩绿的茶苗破土而出，长势喜人。
数千亩山场之中，勃勃生机在孕育。

黄巷子村党支部书记王亮明介绍，这些已
经冒头的茶苗叫野山茶。村里有5000亩山场，板
栗、柞树等树木众多。这样的生态环境下，种植
野山茶不仅可以绿化山岭、防火隔离，还能带来
不错的经济收益。

作为贫困村，黄巷子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曾
占全村一半以上。野山茶适合山地树下生长，种
植不占耕地，茶叶品质还好，是个致富的好路
子。未来3年，他们计划把村里的数千亩山场都

种上野山茶，打造五莲县首个野山茶基地。成立
茶叶合作社，让村民入股，村民在合作社打工挣
钱，还能股权分红。

谈及种植野山茶的主意，王亮明告诉记者，
自己是在日照市林业局组织的野山茶观摩会
上，跟野山茶乡土专家赵炳冯学的。

在五莲县户部乡黄巷子村以南60多公里
处，岚山区巨峰镇甲子山上，野山茶的种植历史
已有16余年。日照市甲子山茶叶有限公司董事
长赵炳冯经过多年来的尝试，总结出适宜野山
茶的土壤和种植方法，让野山茶成功在甲子山
开枝散叶，成为了当地有名的野山茶专家。

“野山茶主要是指在25度山坡以上山林中
种植的茶树，生长在山野间，该苦就苦、该香就
香，比普通茶叶更野，更天然。”赵炳冯表示，甲

子山上的松林成了野山茶的保护伞，遮阴、防冻
害，给茶树创造了一种小气候，揉进了一份天然
松香，降低了茶叶的涩味。

8月8日，记者跟随赵炳冯登上了甲子山双
狮峰。在山顶的苍翠松林下，扒开草丛，几株油
亮可人的野山茶茶苗映入眼帘。

“野山茶讲究的就是绿色生态，不施肥不打
药，几场大雨下来，茶苗长得很快，这株是去年5
月种下的，现在也有了40多公分高。”在赵炳冯
看来，这些茶苗就像胖小子，怎么也看不够，顾
不得上山的疲惫和满脸的汗水，弯下腰就开始
用手去拔除茶苗周围的杂草。

从去年开始，以甲子山野山茶种植模式为
样板，日照市林业局与岚山区政府一起在巨峰
镇甲子山举行冬季直播造林暨5000亩野山茶种

植启动仪式，推动野山茶发展。巨峰镇在“百里
绿茶长廊”的基础上，推出“万亩野茶金山”发展
规划，将特色小镇建设与野山茶发展融为一体。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日照市林业局出台
了《2018年全市发展林下野山茶种植工作实施
意见》，规划2018年—2020年发展10万亩。制订野
山茶种植技术标准，落实规划区域和任务，计划
发展野山茶500亩以上的大户，纳入林水会战、
退耕还林和荒山绿化奖补范围，委托第三方验
收合格后，以奖代补。

日照市林业局负责人介绍，日照市林业局
将推动“大户+大户”的新型合作社模式，实行

“统一种管、统一炒制、统一营销”，共享商标，抱
团发展，联手打造日照野山茶品牌，抢占高端市
场，把日照野山茶产业做精、做优、最强。

日照瞄准高端市场做强野山茶产业

树下野茶格外香

□ 本 报 记 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陈光娟 戚业菲

盛夏时节记者来到莒县丹凤山，沿着小路
拾阶而上，但见山峰连绵起伏，湖面碧波潋
滟，饱满的桑葚俏立枝头，清甜的果香在鼻间
萦绕……徜徉在湖光山色里，给燥热的盛夏带
来缕缕清凉。

虽然不是周末，但仍有众多游客提着小果
篮，穿梭在果香弥漫的桑林中。“这里的桑葚
籽粒饱满，口感甘甜。”一名游客边摘桑葚边
说，“丹凤山景区有山有水，交通也方便，是
放松心情的好去处。”

由丹凤山旅游度假区举办的桑葚采摘节刚
刚落下帷幕，漫步在山间平整的小路上，绵延
400亩的优质桑葚园尽收眼底。

谁曾想到这派明媚山色的“前身”是一个
个废弃矿坑？裸露的山岩像一道道伤疤，横亘
在丹凤山绵延的山体上，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
风貌，更对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
威胁。

面对满目疮痍的丹凤山，莒县将景区列为
旅游发展重点工程，开展矿坑治理修复工作。
“本着边建设边修复的原则，山东鼎昌能源集
团先后投入资金3000多万元，对6处废弃矿坑
进行了重点生态修复，建成水库、塘坝、水塘
等水利设施，水域面积达200多亩。”望着山
间碧波荡漾的水面，莒县国土资源局矿产整治
工作线主任王龙增介绍。

据了解，丹凤山景区已经被列为莒县“三
山两河一城”旅游发展格局中的重点工程，项
目区总面积1200公顷，计划总投资22亿元，其

中景区景点工程建设投资12亿元，居生养老地
产项目投资10亿元。

“景区按照‘文旅融合、生态低碳’的原
则和‘山海联动、城乡适宜、特色主导’的理
念进行建设，着力打造‘勿忘在莒，梦栖丹
凤’的品牌形象。”丹凤山旅游度假区负责人
郑伟介绍。

为了尽快修复矿区生态，丹凤山景区边
建设边进行修复，先后投资1200余万元，动用
挖掘机、翻斗车等机械6500余台。一期工程完
成建设投资3 . 6亿元，整修道路23 . 6公里，建
成或改造小水库、塘坝、谷坊17处，营造水保
林、经济林200多公顷，栽植各类苗木430余万
株。

先对矿坑周边进行钢筋混凝土加固，后修
建“鱼鳞坑”进行梯次植树绿化；对历史形成

的裸岩、荒沟，先进行客土回填覆盖，再修建
石坎进行梯田绿化。截至目前，丹凤山共修建
鱼鳞坑2000多个，栽植了景观松、竹子、花卉
等观赏苗木；已修建石坎梯田760亩，栽植各
类苗木30多万株。

如今的丹凤山，修复后的矿坑与整个景区
融为一体，这个正处在不断地自我美颜中的景
区，已然成为莒县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下一步，我们计划投资1500万元，修建
环湖垂钓平台，周边建设环湖公园、游客自主
采摘项目和生态美食苑，打造省级渔业公园。
同时，推进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全
面进行水土保持，力争建成省级乃至国家级水
土保持示范项目。”说到未来发展规划，郑伟
满怀憧憬。

过去满目疮痍 如今山色明媚

矿坑治理为丹凤山披上绿色新装

□ 本 报 记 者 纪 伟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李宜轩

寂夜繁星点点，海上明灯闪烁。夜幕下，
日照港矿石码头，几艘大型货轮停泊岸边，工
人挑灯夜战，忙着卸船作业。作为一带一路重
要枢纽，全国一类对外开放港口，日照港是日
照蓝色梦想崛起的起点。

日照因港而设、依海而兴，海域面积等同
于陆地面积，这是大自然赐予的宝贵财富，也
为发展海洋经济、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日照立足资源禀赋，放大比较优
势，加快发展向海经济大有可为。但过去，这
种优势资源并没有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
效益。

日照有6000平方公里海域、168 . 5公里海岸
线、33座岛礁，还有13万平方公里的黄海冷水
团发展空间。但是海洋产业层次偏低，传统产
业占比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等新兴

产业规模偏小，远洋捕捞业刚起步，推动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任务艰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小、集聚度不高。海洋资源
开发粗放、用海效益低，港区填海占用的近岸
海域，87 . 8%是货场，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岸线
资源，沿海养殖占用优质岸线近3万亩，散乱
分布着3100多家养殖户，海洋装备，生物医药
等产业链条不完整，大多只有点，没有线，更
没有面。

“我们在‘港产城’融合发展上做得不
够，特别是海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这既是我
们的短板，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和潜力所
在。”日照市委书记齐家滨指出。

目前，日照市编制了《日照市加快发展
向海经济行动计划》，经日照市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印发，吹响
了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冲锋
号”。发展现代海洋渔业，推动渔业由浅海
向深远海迈进，改造提升海洋传统产业，做

大做强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海洋生物医药
与制品业等海洋新兴产业……着眼于最大程
度发挥海洋优势，加快发展向海经济，培育
壮大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日照也正在探索
建设适合本地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海
洋产业体系。

迎着温和海风，站在日照山海天黄金海岸
眺望，一座海洋牧场平台若隐若现，这是离日
照市区最近的海洋牧场平台——— 海上牧歌。这
个位于桃花岛风景区的全国最大休闲渔业海洋
装备旅游垂钓平台，长88米，宽38米，休闲使
用面积5800平方米，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海上庄
园。在这里，游客可以零距离亲海、看海、钓
海、玩海，一站式感受海上乐趣。

7月2日，中国首艘养殖工船鲁岚渔61699
号将首批12万尾三文鱼苗投入我国自主研发的
首座“深海渔场”——— “深蓝1号”，这是自
该网箱安装完成后，首次在黄海冷水团投入使
用，开创了在温带海域养殖冷水三文鱼的先

河。这个为黄海冷水团项目量身打造的周长
180米、高38米的网箱“深蓝1号”，整个养殖
水体约5万立方米，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
设计年养鱼产量1500吨。从明年开始，日照人
就能吃上本地产的三文鱼了。

从海洋资源大市走向海洋经济强市，从耕
海牧渔走向陆海统筹，日照经略海洋的新帷幕
开启。按照规划“蓝图”，日照将以建设国家
海洋经济示范区为契机，以打造“港产城海”
融合发展先行区、临港涉海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为目标，以港、海带动城市品位提升、促进
产业发展为路径，坚持以海为中心的陆海统
筹，大力实施海洋交通运输、海洋装备制造、
滨海文化旅游、现代海洋渔业、海洋生物医药
五大海洋产业发展行动和海洋新动能培育、海
洋创新发展、海洋开放合作、海洋生态文明四
大领域全面提升工程，力争到2022年，主要海
洋产业增加值达到1100亿元，占日照市GDP的
35%以上。

依托优势海洋资源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日照从耕海牧渔走向陆海统筹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李波 逄仁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照市教育局日前印发《关于全
面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从今年秋季
开学起，将全面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

据悉，中小学课后服务重点解决中小学生特别
是义务教育小学低年级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农村留守儿童等学生群体，学习日下午放学后接
送难、监管“空档期”、安全存在隐患等问题，利用学
校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优势，在学校规定课
程教学之外开展便民性服务措施。服务时间为每周
一至周五学习日（寒、暑假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下午
正常放学后，具体时间安排由各中小学结合家长需
求、学校实际和季节变化研究确定。

各学校课后服务工作坚持“立足需求、积极服
务、家长自愿、学校受托”的原则，建立家长申请、班
级审核、学校统一实施的课后服务工作机制。课后服
务内容一般是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
术、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
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提倡对个别
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免费辅导帮助。

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工作可根据
学校实际，按照课时数计入工作量，纳入绩效考核范
围。对借机进行集体教学、补课或乱收费的，将严肃
查处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日照今秋全面开展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

□丁兆霞 韩崇伟 赵琳 报道
8月2日，由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办、

日照市人民医院承办的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哨点
建设暨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CHPS)应用培训会
召开。同时，日照市人民医院成功加入国家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哨点联盟。

□高华超 张倩 报道
为培养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做好暑期消防安

全教育工作，7月30日，来自五莲县义工联合会的
学生及家长共150余人来到五莲县公安消防大队，
零距离体验消防生活，学习消防知识。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8月7日，日照市交通运输局召开“智

慧交通”建设项目启动会，将重点实施“两个中心、
四大支撑系统、三大领域、八项重点行为”共2438项重
点建设任务，加快推进“智慧交通”建设。

“两个中心”是指建设交通综合监控指挥中心、交通
行业大数据中心；“四个支撑系统”包括GIS信息服务、视
频整合服务、数据交换及管控治理、大数据基础系统等；

“三大领域”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交通运输服务领
域、行业管理领域；“八项重点行动”即开展“智慧公路、
智慧出行、智慧物流、智慧公交”等重点行动，实现交通
信息资源的“汇聚、整合、共享、开放”，全面促进“互联网
+交通”新业态的深度融合发展。

日照启动

“智慧交通”建设项目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丁建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为让农村公路“毛细血管”畅通，畅

通群众脱贫致富路，记者从东港区扶贫办获悉，截至目
前，东港区已新建贫困村农村公路32 . 837公里，完成投
资2000万元。

今年以来，抓住被列入全省“村级公路网化示范
县”的有利时机，东港区加快实施交通基础提升工程，
将省、市贫困村农村公路建设全部列入村级公路网化示
范县建设范畴，优先实施，进一步优化贫困地区农村公
路基础路网结构，提高农村公路的通达深度、覆盖区域
和整体效益，并同步实施通村道路危桥改造和道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同时，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助推美
丽文明乡村建设，投资350万元新建涛雒镇李家潭崖
村、南湖镇徐家坪村等6个村道路5 . 61公里，投资1000万
元新建龙门崮旅游路北延工程1 . 74公里。东港区还投资
60万元，在全区12个省定贫困村全部建设客运站点。

东港区：畅通“脱贫路”

□丁兆霞 陈娟 柳陆青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从受理问题线索，到立案审查调

查，再到办结处置，东港区涛雒镇东风村原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肖增绪违规办理危房改造补贴被查
处一案，仅用了15个工作日。这是东港区纪委监委片
区协作机制带来的加速度。

为破解纪检监察力量分散、联系不紧密、办案能
力不均衡等问题，东港区按照“区域统筹、力量整合、
优势互补”原则建立片区协作机制，将全区85个区直
部门、11个镇街道划分为5个片区，分别由5个纪检监
察室作为片区联系科室，对片区内的案件查办统筹
督导。各片区相互协作、资源共享、上下联动，在自主
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又协调推进重点工作。

“我们街道纪委只有3个人，监察体制改革后被
监督对象有4600个，经常碰到人手不足或疑难复杂
案件无法独立完成的情况。”日照街道纪工委书记王
超介绍，现在有了片区协作机制，重大案件由联系科
室提级办理，自己受理的线索也由联系科室对口指
导，上下联动，有效提高了战斗力。不久前，该街道一
村原党支部书记利用职务影响侵占国家赔偿款的线
索被举报后，借助片区协作组团发力，迅速查清了其
违纪事实，大幅提高了办案效率。

借由片区协作，监督执纪从“单枪匹马”变为“集
团作战”。今年1—7月份，东港区已立查违纪违法案
件81起，留置5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9人。

片区协作让监督执纪

成“集团作战”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8月10日，在日照市政务服务中心

交通运输局服务窗口，日照福顺物流有限公司业务
员高光杰从工作人员手中领到签完章的8辆货车营
运证后告诉记者：“原来审证需要带一大摞材料，一
趟办不完，现在可好了，一个小时就审完了。”

7月31日，日照市交通运输局公布了第一批“一
次办好”事项。内容涵盖道路客运经营（含班线）、出
租汽车客运经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机动车综
合性能检测经营等多项许可，在申请材料符合法定
受理条件的前提下，从提交申请到获取办理结果实
现应办即办、说办就办、一次办结。8月7日，该局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规定货运车辆

《道路运输证》年度审验不再要求提供驾驶员驾驶证
和从业资格证等证件复印材料，将原来所需的5类材
料一举简化为3类。

日照交通局

推进“放管服”改革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乔祥明 报道
8月8日，为迎接第10个“全民健身日”的到来，东港区第八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奥运十年、薪火相传”健步行庆祝活动

在南湖镇举行。2008年奥运火炬手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9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次活动。
近年来,东港区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积极打造品牌体育赛事，在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中，不断开发体育公共产

品，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在加强社会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参与健身活动的群群众越来
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田园风光定向挑战赛、花海湿地马拉松等一批精品赛事正在形成。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体育组织覆盖盖
面越来越广。更多的健身活动向社区延伸、向乡村拓展，拉近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丰富了“体育+”的内涵，让“动起来、更
精彩”的全民健身理念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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