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慕晓彤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为提升老干部志愿者参与社会服务的积

极性，形成志愿服务的良性循环，7月1日，青岛市李沧区
老干部志愿服务续航中心启动，在全省率先打造“精神能
量转换、物质能量补给、爱心能量展示”平台。

据悉，该中心依托山东“老干部APP”志愿者板块记
录爱心小时数，服务每满10小时、30小时、50小时，老干
部志愿服务组织每满300小时、500小时，可根据服务小时
数在该中心兑换志愿服务用品。老年体协志愿者服务队秘
书长韩连德告诉记者，有了积分兑换后，志愿者们参与社
会服务的热情更加高涨。7月10日，经过10天的活动开
展，韩连德已积累30个爱心小时，还发起了4次志愿活
动，他到老干部志愿服务续航中心兑换了遮阳伞，还登上
了志愿服务光荣台合影留念。

李沧区有离退休干部2792人，如何将老干部拧成一股
绳，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成为李沧区老干部局工作转
型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李沧区倡导“国际化”志愿服
务理念，搭建平台激发老干部发光发热的热情，并在11个
街道设立“老干部志愿服务驿站”，培养一支传递正能量
的基层离退休干部队伍。

李沧：老干部志愿服务

可赚积分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王艳芬 报道
本报鱼台讯 7月11日，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

节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上传来喜讯，“鱼台大米”荣获
“2019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金奖”。

鱼台县素有“鱼米之乡、孝贤故里、滨湖水城”之美
誉，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常年种植优质水稻35万
亩，生产的“鱼台大米”系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年
来，该县秉承“绿色、生态、营养、健康”的发展理念，
采用统一供种、统一育插秧、统一管理、统一订单收购、
统一品牌销售的绿色稻米发展战略，在选种、育苗、灌
溉、施肥、病虫害防治及收割等环节，全程实施标准化操
作，确保水稻品质和健康安全，“鱼台大米”得到广大消
费者喜爱，畅销大江南北。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是我国商标界规格最高、规模最
大、影响最广的品牌盛会，也是全球最大的商标品牌国际
盛会之一，是国务院确定的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活动。
“鱼台大米”“鱼台龙虾”等地标产品亮相第十一届中国
国际商标品牌节，受到众多国内外参会嘉宾、客商和消费
者的一致好评。特别是“鱼台大米”产品品质和品牌实力
得到业界一致认可，从全国各地地理标志产品中脱颖而
出，荣获金奖。

“鱼台大米”荣获2019中华

品牌商标博览会金奖

□本报记者 吴宝书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卢立平

签约运行刚一年，位于日照市东港区的
日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发展速度令人咂
舌：截至今年6月，已进驻企业51家，共实
现营业收入18 . 72亿元，缴纳税收1 . 01亿元。
而刚刚过去的6月份，营业收入当月就完成
了6亿元！

“不管是税收，还是影响力、辐射力、
人才虹吸力，我们产业园在全省都算是响当
当的。”日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运营公司
总经理张磊自豪地表示。

不是最大的，更不是全省最早的——— 在
此之前，山东省内已有多个市建设了自己的
人力资源产业园，有的还是国家级——— 为
何，这个似乎“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人力资
源产业园却成了其中的“佼佼者”？

“留学帮”，是全球第一家为留学生提
供专业服务的信息平台。相较于普通留学中
介“无后续”的“一锤子买卖”，“留学
帮”提供包含留学服务、境外安排、安全保
障、心理咨询、健康保险、法律支援等“一
揽子”全方位专业服务，目前与全球3000多
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已经为8000多名学
生提供服务。

山东学帮信息科技集团董事长张伟从事
这个行业已经八年多，今年春节刚过，他毅
然选择将总部从上海迁回，放在了日照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的11楼。

对家乡的眷恋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在产
业园内找到了创业的坚实“跑场”。产业园
内规划的公共服务、创业孵化、人才人力服
务、配套服务4大功能区，可以让企业获得
齐全、便捷的各类服务。

园区提供的房屋补贴、财政奖励也让张
伟少了一层顾虑。“留学帮的收益并非来自
留学中介服务费，而是源于各大留学服务商
的广告费、学校佣金、客户会员费以及部分
单项服务费，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市场拓
展的阶段，不会很快赢利。”

这个诞生不久的产业园，最大“虹吸

力”还在于运行模式的创新。
“政府主导、行业引导、市场化运

营”，是该产业园的运行模式。“政府主
导”就是政府主导硬件设施建设、扶持政策
落地、发展目标制定和协调服务；“行业引
导”，就是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由行业协会引导对接行业前沿专家，与全国
人力资源产业知名机构、研究组织及协会建
立合作关系，确保园区在发展方向、产业业
态、管理理念等方面始终保持行业前列；
“市场化运营”，即引入拥有108 . 89亿元品
牌价值和运营全国260多个产业园区先进经
验和资源优势的浙江颐高集团，与市内日照
杰出人力资源集团成立合资运营公司，负责

产业园内的产业规划、形象提升、招商运
营、品牌推广、企业服务、融资对接、对外
交流等工作。

“这种运营模式，类似于‘招女婿带儿
子’，既能引进外地成熟的运营经验及创新
模式，又能克服只用外脑带来的水土不服的
问题；既发挥了本地企业地缘优势、行业资
源，又适应了本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的实际
需求。”日照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会
长、日照杰出人力资源集团董事长肖增杰
说。

以行业协会为桥梁纽带，一个新奇而广
阔的发展空间展开在这个产业园的眼前。大
型人力资源高峰论坛1场、全国人力资源行

业交流会1场、高层次人才交流会1场，企业
对接交流会两场……短短数月，有多国院
士、专家等高端人才参加的高峰论坛和博览
会陆续选择了在日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召
开，累计有26个省市的3000余人参会，与日
照企业人才面对面交流洽谈。

产业园“摇身一变”，开始作为高层次
人才的链接载体，为日照的经济转型升级和
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保障。目前，该园
已与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等80多所高等院校，以及欧美精英创业家
协会、德中工程交流协会等20多家海外人才
引进机构签约。

“这些高峰论坛也为我们这些孤军奋战
的企业搭建了平台，插上了翅膀，大大缩短
了企业走向创业成功的时间。”张伟说，很
快园区还将召集企业参加中韩对接洽谈会，
这对“留学帮”拓展市场极为有利，他一早
就报上了名。

符合日照的人才、日照所需的人才，才
是日照的人才。颐高集团副总裁、楼友会创
始人兼CEO李艳萍说，产业园将围绕日照的
产业精准引进匹配的人才，针对不同层次的
人才，产业园也将匹配不同的产品、不同的
物理空间以及对应的服务体系。如引进的高
层次人才有专门的博士创业园，大学生创业
有大学生创业园。

数据显示，产业园进驻企业通过劳务派
遣、招聘、服务外包等各类渠道，目前已累
计为日照港、兴业集团等上千家本土企业开
展了人力资源服务，提供就业岗位1 . 2万
个。

未来，张伟也有自己的“招才引智”计
划，他打算利用自己公司所掌握的丰富的人
才资源，成立高端人才协会，也为家乡的人
才招引助一臂之力。

而日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未来的发展
前景更让人期待：着眼打造“人才高地、市
场福地、创业基地、孵化园地”，按照产业
集聚发展目标，到2020年，产业园将力争进
驻园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达到100家，年产
值达到30亿元以上，实现税收2亿元。

东港区在产业园区管理中引入市场化运营团队

“税收亿元楼”长成记

□本报记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明志 王建

仲夏时节，万物并秀。临朐县东城街道
元宝山上，一粒粒果实饱满、紫黑油亮的桑
葚挂满枝头，令人馋涎欲滴，来自县内外的
游客正在高兴地采摘尝鲜。

“桑葚采摘，不仅给我们城里人提供了
感受泥土芬芳、收获果实的快乐，原生态的
乡村、纯净的空气更让我们身心放松，乐享
生活。”市民赵红萍笑着说。

成为时尚新宠的桑葚采摘游在嵩山脚下
磨砚池村也天天“现场直播”。“今年桑葚
长势喜人，自五月中旬开摘以来，前来观
光、采摘的市民和游客就络绎不绝。到了周
末，一天好几百号人。”桑葚园主人夏传禄
说。从2014年，夏传禄就开始种桑树，随着
面积扩大，慢慢地发展成了采摘园，现在他
有100多棵桑树，仅桑葚采摘一项，就能增

加收入近两万元。
除了夏传禄的桑葚园，磨砚池村还有几

十个深受市民和游客喜爱的桑葚园。“园子
采用科学方式管理，人工除草，不打任何农
药，所以这儿的桑葚甘甜多汁、个大饱满，
多的时候一天能超千人。”磨砚池村第一书
记付海洋说。

临朐植桑养蚕历史悠久，桑树众多。但
那时种桑树主要是喂蚕、造桑皮纸等，桑葚
却“长在大山人未识”。近年来，随着乡村
游、自驾游的兴起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
施，以前少人问津的临朐桑葚走出了大山，
摇身一变成了“网红”，成为带动村民走向
致富路的“金果子”。

近年来，磨砚池村不断加大投入，引导
村民进行桑葚深加工，不仅增加了农户收
入，还推动了产业升级。如今，桑葚已经从
单一的鲜食果制成桑葚干、酿成桑葚酒，制
成桑葚茶。“截至目前，我们村桑树种植面

积已达30亩，今年准备再流转土地50亩发展
桑葚产业，预计能增加村集体收入 1 5万
元。”付海洋说。

无独有偶。瞄准桑葚产业，“吃干榨尽”桑
葚资源在柳山镇也同样精彩上演。因特殊地
理环境，柳山桑葚富含硒元素。为此，柳山镇
引进了山东华栗金良硒源食品有限公司项
目。计划建设一处十万级的高端空气净化车
间，安装富硒紫葚酒等六条农产品深加工流
水线。配套建设千吨冷库、速冻流水线以及院
士工作站、研发中心、成果孵化中心、富硒技
术培训中心。整个项目建成后，可以带动周边
三千户农民致富，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

“镇上建起了富硒酒厂，俺的葚子就不
愁销路了，可以直接送过去做深加工，保守
来说，一季下来能挣20多万，而且还省了
心。”去年又种上了50亩富硒桑葚的猴子山
家庭农场场主李超很是高兴。

作为研究富硒技术的企业，2019年，山

东华栗金良硒源食品有限公司新发展了千亩
富硒桑葚种植基地，种植公司选育的新品种
“椹莓098”。同时，积极开展生态富硒有
机技术培训，带动周边村民规模化种植。

“对种植基地，公司实行保底收购政
策，桑葚成熟之后，农民可以自行销售，也
可以送到公司来，我们进行收购，保证农民
亩产过万元，成熟基地亩产可达两万元以
上。”公司负责人王凤翥介绍。

依托桑葚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临朐谋定
而后动，积极推动农业向优质高端方向迈
进。规划建设了占地3000亩的“新六产”产
业园，开展农产品深加工、功能性产品、生
态农业循环等产业链条招商。实施“中国地
理标志”“三品一标”等农业品牌工程,走差
异化、品质化新路。瞄准电子商务、现代物
流、农村站点，大力开展网络营销，“互联
网+农产品”已成主流，第一产业也逐渐成
为有奔头的产业。

临朐“吃干榨尽”桑葚资源

小小桑葚果拉长致富“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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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田宝宗 王成伟 报道
本报沂水讯 为帮助用工企业搭建供需平台，助力企

业招贤纳士，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近日，沂水经济
开发区2019招才引智高校行——— 临沂机电工程学校专场招
聘会举办，吸引了近百名大学生前来应聘。

今年以来，沂水经济开发区坚持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为引领，大力实施人才强区工程，突出“三个结
合”，全力做好人才引进工作。

制度完善与经费保障相结合。设立人才工作专项资
金，用于人才引进、扶持和服务保障，计划将人才工作经
费比例再提高3个百分点，全力保障人才引进、研发平台
奖励、活动费用等。

政策宣传与摸清需求相结合。依托“人才政策集中宣
传月”活动，开展人才政策送园区、送企业、送人才“三
送”活动。

人才引进“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组织园区
企业到北京、青岛等地参加“双招双引”推介会。另一方
面，发挥干部职工主动性，通过亲属引荐、老乡搭桥、同
学牵线、登门拜访等方式帮助企业引人才，目前累计邀请
专家10余批次到园区企业开展技术交流活动。

沂水经济开发区人才招引

进学校

□吴宝书 丁兆霞 报道
日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定期举办企业交流对接活动，实地走访企业，为人力资源公司

与用工企业搭建沟通合作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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