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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兆霞

116座冬暖式塑料大棚的意义何在？七个
乡镇的6783户、11835位贫困户可从中受益。

占地面积670亩、总投资5385万元的陈疃
镇“莓香河畔”扶贫基地项目，是东港区最大
的产业扶贫项目，共分两期建设。项目建成
后，按照市场化方式对外承包经营，采取“保
底收益”的方式，每年租金收益229万元。按
照差异化帮扶的原则，主要用于7个镇继续享
受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目前，项目一期工
程已建成，已收取项目收益98万元。

116座冬暖式塑料大棚的意义，又不仅仅
在于扶贫。

“大田里的蓝莓，一般六月上市，冷棚里
的‘五一’左右上市。冬暖式大棚里的蓝莓，
三四月份就可以上市，正好可以填补全国春季
鲜果的‘空窗期’！”1月3日，在冷冽的寒风
中，陈疃镇党委副书记王高峰说起冬暖式大棚
对蓝莓产业的好处。据悉，大田里每亩蓝莓每
年收益在3万元到5万元之间，而冬暖式大棚提

早和拉长了蓝莓鲜果上市时间，提高了单产附
加值，盛果期每亩收益预计能达到8万元左
右。

116座冬暖式大棚带来的利好，对陈疃而
言，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3 . 3万亩土地被淹、总计20个村庄3054户
13471人被迁移。”位于陈疃镇的日照水库精
神记忆馆，记述了60年前为除水患兴水利建设
日照水库，数万百姓顾全大局所作出的无私牺
牲。这其中，陈疃镇把最好的一万余亩良田修
建了水库，14个村的群众离开了家园。

搬出了灌区，却仍在库区。水对生产生活
所带来的牵绊，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了下来。为
保护日照水源地生态安全，陈疃镇近年来陆续
关停了石材园区、关停并转畜禽养殖，村民的
收入渠道大幅缩窄。与此同时，虽享有“中国
蓝莓之乡”盛誉，却也因生态保护，不能在域
内开展蓝莓加工产业，产业发展遇到了天花
板。

库区山乡，路在何方？乡村振兴的路上，
如何能让库区群众不掉队？“莓香小镇”成了

破题之笔。2018年，时隔60年后，陈疃镇依托
土地增减挂钩，主动启动了第二次大规模搬
迁，实施库区周边19个村异地搬迁。计划用三
到五年时间，逐步将库区3780户、10230人搬迁
至镇驻地集中居住。2018年4月14日，莓香小
镇陈疃社区一区正式开工建设。

挪穷窝仅是第一步，关键要让搬迁群众稳
得住、能致富。陈疃镇的发展支柱在哪里？

一方面，蓝莓本身抗病性强，遭遇病虫害
可能性小，易于有机无公害种植。在流转的土
地上种植蓝莓，其绿色生态优势既可减轻水源
地的环保压力，又能增加森林覆盖率。而且，
建设“莓香河畔”蓝莓产业片区，既能为莓香
小镇建设提供产业支持，扩大蓝莓种植面积，
又能为周边群众特别是贫困人口，提供更多更
优的基业平台和增收渠道。

1月3日，在“莓香河畔”扶贫基地一期项
目现场，不少工人正在为大棚上卷帘杆。“一
天能挣多少？”记者问。“一般130到150，高
的一天能挣180元。”有领工回答。“现在每
天能有多少人在这打工？”“少不了100口

人。”记者了解到，其中的不少打工者正是周
边村的村民，从镇驻地骑电动车到这里，只需
5—10分钟。

除此之外，“莓香河畔”扶贫基地一期位
于陈疃镇山海路北侧、陈疃河西侧，二期位于
陈疃石寨河东侧，交通便捷、景色优美，可形
成产业观光大道。搬迁后流转的2万亩土地，
实施水库扩容和涵养林带建设，打造华夏瑞草
园、百果园、榛子园等特色园区，发展环库观
光旅游，更为蓝莓产业一产和三产的融合提供
了助力。

移民安置区、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三区
同建”，万余名陈疃镇库区群众过上崭新的生
活变得指日可待：库区村农民可以每亩每年
800—1000斤小麦的市场价格领取土地流转
费。流转土地的库区村农民纳入失地养老保险
范畴，参保人员到龄后每年可领取养老金
12000余元，每年有1800元的取暖补贴。集中搬
迁到镇驻地后，还将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享受
到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而万余人口的进入，也
将给陈疃镇驻地聚来更多的人气和商机。

乡村振兴路上，不让库区群众掉队
东港区陈疃镇“三区同建”突破发展瓶颈

□ 徐腾

2018年岁末，麦盖提县的招商项目纷至沓
来，江苏金昇、河北满疆宏、山东龙腾三个
“大块头”企业让在这个濒临叶尔羌河的“刀
郎之乡”掀起一片波澜。日照市援疆指挥部在
当地招商优势欠缺的情况下，着力创新招商服
务模式，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去年以来，日照市援疆指挥部招引了50多
个项目，计划投资近30亿元。目前已签约项目
25个，计划投资18 . 55亿元。

探寻“三企业”落户麦盖提背后故事，可
以感受日照市援疆指挥部“盯、超、跟”招商
模式的创新魅力。

10亿元项目落地

麦盖提县是一个三面临沙的农业大县，棉
花种植面积80万亩左右。如何实现棉花的产业
化升级换代，提升产品附加值，真正实现棉花
产业壮大，实现当地农民脱贫致富，解决农村
劳动力向产业工人转移？日照市援疆指挥部从
创新招商引资入手破解难题。

金昇集团创建于2000年，是一家以高端智
能制造为主，致力于循环、绿色经济的全球化
产业集团，目前在全球35个国家及地区拥有近
14000名员工。

2017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江苏金昇

集团来麦盖提捐款1000万元扶贫，日照市援疆
指挥部主要负责人接待该集团董事长。双方在
交谈中说到麦盖提的棉花优势和企业纺织优
势，能否实现优势互补。援疆指挥部及时推介
麦盖提县的棉花资源优势和相关招商优惠政策
等，促使该项目方在一个月内来麦盖提实地考
察2次。日照市援疆指挥部不仅在对企业服务
软环境服务上全方位跟进，而且提出出资1500
万元为金昇集团新建变电站和实现“六通”一
平。金昇集团总裁张月平说：“日照援疆人盯
准服务和‘誓不罢休’的气度，终于赢得我们
投资麦盖提的决心。”

去年11月14日，投资10亿元的金昇集团纺
纱生产项目与麦盖提县正式签约。该项目共占
地450亩，新建年产24万锭纺纱生产线。同时
他们还将在当地建设30万亩优质棉花基地。项
目建成后计划用工可达800余人，年产值可过
亿元。

针对麦盖提县及周边80万吨棉花秸秆得不
到合理利用的实际，日照市援疆指挥部引进喀
什圣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项目预算总
投资3250万元，年产生物质燃料50000吨；招引
中石化新疆分公司在麦盖提设立6个服务站项
目，前期手续已全部办完，明年开工建设。

企业纷纷预订厂房

麦盖提县红枣种植面积达到56万亩，日照

市援疆指挥部瞄准产业化、市场化，招引大型
红枣加工企业。2018年日照市援疆指挥部争取
日照港务集团投资1000万元，积极打造红枣加
工园区。

日照市援疆指挥部连续两次在河北沧州召
开红枣产业发展合作推荐会，公布一系列优惠
政策。泊头市华阳枣业有限公司决定在日照港
红枣加工园区预定2500平方米厂房。日照佳辰
集团在日照市援疆指挥部“超前服务”的招引
下，也提前预定红枣加工园区的“厂房”，生
产与红枣加工配套的包装箱。

去年11月4日，日照港新疆物流园红枣加
工区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有4家企业已进驻。
其中招商入园的麦盖提县满疆宏果业有限公
司、喀什佳晨纸制品有限公司已投产运营。

在满疆宏的带动下，新疆利森缘江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等外省6家企业也提前到红枣加
工园区预定厂房。

由于日照市援疆指挥部靠超前服务，不仅
吸引大型红枣加工企业入园，而且还吸引中小
红枣加工企业进驻园区、村级“卫星工厂”。
日照援疆资金还帮扶10个贫困村和民营枣加工
企业。

日照市援疆指挥部共招引扶持红枣企业25
家，加工能力占麦盖提红枣产量的30%。

带动畜牧业跨越发展

去年12月14日，山东龙腾集团新疆麦腾牧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式与麦盖提畜牧兽医局
签订投资合同，计划投资1亿元，在叶尔羌河
边规划了300亩地，建设以养殖繁育、育肥、
饲料加工、屠宰加工为主的现代种羊、肉羊养
殖及加工项目，年产30万只肉羊。

2018年日照市援疆指挥部发现，麦盖提特
色养殖“刀郎”羊，全县养殖量58万多只，而
需求量68万只，其中10万只每年都需要到山
东、内蒙古、甘肃等省调运。于是他们在到内
蒙古力农集团调研的基础上，多次与龙腾集团
负责人沟通，让其投资畜牧业，解决麦盖提刀
郎羊需求缺口大的问题，并从日照抽来畜牧专
家跟踪服务龙腾集团，从施工审批手续办理到
技术指导全程服务。

为实现畜牧养殖的产业化，日照市援疆指
挥部跟踪服务人员先后多次到力农集团，以及
国内养殖加工企业考察。最终与内蒙古力农达
成协议，后者利用其管理、技术、市场优势，
着手经营新疆麦腾牧业科技发展公司。

据跟踪服务的日照畜牧专家范承祥介
绍，目前项目已进入土地手续办理阶段，预
计2019年6月底前全面投产运营。公司拟采用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贫困户+农户”的四
维发展模式，吸纳贫困户入股经营，项目建
成运营后，依托当地资源，以产业推动扶
贫，通过龙头企业的优势带动当地畜牧业跨
越发展。

项目“绣球”缘何抛向“刀郎之乡”

□ 本 报 记 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高华超

1月2日，正值隆冬季节，乡下的山野间寒
风呼啸。在莒县碁山镇中心小学的一间美术教
室内，却是春意盎然。一位老师拄着拐杖，正
在教学生们画国画。只见孩子们手拿毛笔，细
心地蘸取颜料在宣纸上作画，一划一勾，一颗
粉红色的樱桃跃然纸上。

在过去，受师资短缺等条件的限制，碁山
镇中心小学并没有开设国画这门课程。但很多
学生都对国画非常感兴趣，碁山镇当地的青年
画家刘加斌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决定来到这
里义务教学。

每次上课从家到学校至少5公里的路程，
对于身体先天残疾的刘加斌来说，是个不小的
考验。一节课45分钟，刘加斌借助拐杖，整两
节课都站着进行指导。课余时间，他还根据学
生的水平和兴趣进行备课。经过他的指导，更
多学生都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节课下
来已经能画得有模有样了。

“画画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看到孩子们
喜欢国画，我就想把自己所学教给他们，让孩
子们少走弯路。只要他们喜欢，下雨刮风我也
来，冬天再冷也来。”刘加斌说。

跟普通人相比，刘加斌学画之路更为艰
辛。1978年，他出生于碁山镇峰山村一个普通
的农村家庭，7岁的时候由于小儿麻痹症导致
身体残疾。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平日里喜欢
写写画画，受此影响，刘加斌从小就喜欢上了
书画，这也为他的童年增添了一抹亮色。

初中毕业后，刘加斌就回到了家里。那时
候，看到很多同龄人都外出到城市打工挣钱，他
也羡慕，但是身体不允许，他能做的就是在家里
画画。于是，他下定决心，要通过画画来挣饭吃。

经济上的拮据、身体上的困难和练习的枯
燥等都没有阻挡住刘加斌学习画画的决心。无
论严冬酷暑，他每天都坚持站在画桌前认真练
习，有时不知不觉画到深夜。“画画不能坐
着，累啊，别人都是两条腿，我是一条腿站
着。”刘加斌说。

没有名气，没有学历，又没有钱找名师指
导，靠写字画画挣饭吃，对于普通人来说，是

非常难的一件事。刘加斌说，刚开始学画那几
年，只能靠自己摸索，根本就挣不出饭钱，没
钱买墨汁买宣纸的时候，他就用毛笔沾着水在
水泥地上画。

2005年，在家苦练4年后，刘加斌带着自
己精心画的四幅牡丹，坐着客车经过两个小
时，到县城去卖画。他拄着拐杖，沿着街边步
行，挨着装裱店推销自己的作品，却处处碰
壁。就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一家装裱店看上
了他的画，拿出60块钱买下了他的作品。

苦练书画多年，看到自己的作品终于得到
了认可，刘加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60元
钱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他在画画上的信
心。

刘加斌在孝顺老人上一点也不含糊。“加
斌人品好，孝敬父母，而且左邻右舍谁家电
视、手机有什么故障去找他，他都能给免费修
好。”刘加斌的邻居告诉记者。

刘加斌喜欢竹子，“竹子有气节，节节高
升，还虚心。”为了观察竹子的特点，他在家
门口栽了很多竹子。如今，以画竹子、牡丹见
长的刘加斌，其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省、市组
织的书画展，屡屡获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
认可。

“只要他们喜欢，下雨刮风我也来。”乡村国画老师刘加斌———

爱心演绎如竹人生

□丁兆霞 赵琳 单裕清 报道
2018年12月23日，“中国肺癌防治联盟百千万

工程：日照市肺结节诊疗中心”揭牌仪式及学术讲
座在日照市人民医院举行，标志着日照市人民医院
正式成为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诊治分中心。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沙连成 报道
岚山区警务助理在护送放学的学生。自警务助

理“护学岗”推行以来，岚山公安整合安保力量，采用
民警、辅警包片指导，警务助理轮岗值守的模式，进
一步加大对学校、幼儿园周边安全环境的治理。目
前，辖区90所中小学、幼儿园已全部设立“护学岗”。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018年12月28日记者从日照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获悉，随着青连铁路全线开通，支持
5G的高铁沿线通信设施同步投入使用。日照市高
铁通信基站建设项目总投资8700多万元，共规划高
铁通信站134处，敷设光缆545公里。其中新建基站
113处，改造存量基站21处。

日照市境内铁路通信设备站间距平均600米，
对全线轨道实现4G网络覆盖。目前，所有通信站
点均在火车开通前完成网络覆盖，并为5G网络储
备了硬件资源网。据测试，列车时速200公里，用
户感知下载速率达到30—50Mbps不等。

日照青连铁路

通信专网全线开通

□栗晟皓 杨宝红 许岩 报道
本报莒县讯 1月2日，记者从据县法院获悉，

去年，该院共对49案53件标的物采取网拍，成交额
2276万元,成交率达62%。

去年以来，莒县法院不断加大司法网拍工作力
度，着力解决资产变现难题，全力推进“基本解决
执行难”目标的实现。自2017年该院推行司法网拍
模式以来，安排专人负责平台运营，全面筛选拍卖
标的，对符合处置条件的房产、车辆、土地、林
木、基金等，第一时间移交评估拍卖，实时跟踪拍
卖流程进度，努力实现司法资产处置价值最大化。

莒县法院司法网拍

成交额2276万元

□栗晟皓 胡科刚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月4日，记者从日照市中级

人民法院获悉，去年，日照市两级法院构建综
合治理执行难的大格局，形成了共同解决执行
难的“大气候”。共受理执行案件12542件，执结
11167件，执行到位资金50 . 8亿元。

去年以来，日照市两级法院整合社会力
量，健全完善执行联动协作机制，通过开展
涉民生案件、涉村委会案件、涉党政机关案
件、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百日执行攻坚”
等专项活动，提高了社会各界对法院执行工

作的评价。日照市率先出台《关于支持人民
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明确了
全市30余家政府部门的职责，将支持法院解
决执行难纳入了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党风廉政建设考核。

法院依托执行联动机制，构建了“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格局，惩戒范
围涉及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以及出行、旅游、投资、消费等经济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组织部门在审查市、
区（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候选人时，对

多名失信被执行人一票否决。多名失信被执
行人被取消招投标、“重合同、守信用”单
位、金融机构高管等评选资格。在报纸、电
视、广播等媒体发布了30多期拒执罪典型案
例、失信惩戒典型案例，通过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向社会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两
万余人次，向市发改委、市银监会推送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信息20余次，并联合多家网络
媒体对涉民生案件强制执行现场进行直播，
取得良好舆论宣传效果，3000余人慑于信用惩
戒主动履行了义务。

日照市两级法院执行到位资金50 . 8亿元

刘加斌在进行美术创作。（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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