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郜玉华

菏泽市牡丹区，牡丹特色产业令人刮目
相看。

虽是秋季，曹州牡丹园里的反季节牡丹
依然盛开，姹紫嫣红，让人流连忘返。河南
睢县的考察团前来考察后，决定引种牡丹，发
展牡丹产业。

牡丹区坚持“抓两头、带中间、促融合、强
支撑”的牡丹产业工作思路，综合施策，持续
发力，推动牡丹产业向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发
展，目前年产值达到60亿元以上。

“县域经济本质上就是特色经济。牡丹产
业是牡丹区着力培育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
已形成一二三产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激发
了‘三农’工作内生动力。”牡丹区委副书记、
区长张泽中介绍。

发展特色产业，既靠市场，也靠市长。牡
丹区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在市级补贴的基础
上，对300亩以上的牡丹种植示范基地按照每
亩300元的标准连补三年，对专业镇、专业村
分别奖励5万元、1万元。此举吸引了众多工商
资本进入，发展种苗培育基地2个、面积800多
亩；油用牡丹种植面积15万亩。规划建设三条
产业带，截至目前已发展培育1000亩以上的
牡丹种植基地达到14个、种植专业镇1个、专
业村26个，获批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区。每年都有近万名花农南下闽粤、北上京
津，利用反季节催花技术培植销售牡丹，菏泽

“中国牡丹之都”的品牌享誉海内外。
特色产业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牡丹区组建了牡丹专家顾问委员会，先后成
立科研机构16个，发展高中级职称花农350多
名，累计取得科研成果80余项，研发出系列产
品265个；《牡丹籽油企业标准》成为国家行业
标准。牡丹籽油年加工能力2万吨，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4 . 8亿元。

把产业链拉长、拓宽、延厚，丰富业态、提
升价值、创建品牌，是牡丹区的得意之笔。牡
丹花瓣经特殊工艺处理，与馅料巧妙融合，再
经过高温烘焙，牡丹类食品新鲜出炉。牡丹花
茶、牡丹籽油、牡丹化妆品、牡丹工艺品等牡

丹深加工产品层出不穷，备受市场青睐。
牡丹区菏泽瑞璞牡丹产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是专业从事牡丹系列产品的生产研发、
经营销售的科技型企业，目前已研发生产牡
丹籽油、牡丹茶、牡丹花洗化、牡丹工艺品、牡
丹保健食品、牡丹鲜花酒等6大系列30多个品
种。“我们在湖北、四川、山西、安徽都发展了
自己的种植基地，牡丹种植面积60多万亩。”
瑞璞牡丹公司营销中心经理江建林表示，他
们还在北京、安徽铜陵等地成立13个分公司，
形成了牡丹产业化拓展、集群化发展之路。

牡丹擦亮了城市名片，也驶进市场蓝海。
目前，牡丹区企业已在国内建设终端产品销
售门店650余家，200多种产品进驻全国50多家
大型商超系统700多个大型知名超市。龙池、
唐尧、天华、尧舜等5家电商平台线上运行，京
东、天猫、淘宝等10多个电商平台同步开售，
注册的中国农林网已涵盖国内400多家企业。

错位竞争，突出发展特色产业，走差异化
发展的路子，是牡丹区推动产业振兴的有力
举措之一。该区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除
牡丹产业外，还大力培植芦笋、大蒜、山药、胡
萝卜、辣椒等为主的特色产业，高效经济作物
面积达到46万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186家、
家庭农场48个、“一村一品”推进村42个，规模
以上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达到127家，国家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通过验收。

“一般的无花果品种都是分夏秋两季结
果，果实在6月份至11月份陆续成熟，而我们
采摘园内的无花果是新品种，一年四季都结
果。”在李村镇百果香果蔬采摘园，负责人赵
俊伟细数着变化。李村镇依托得天独厚的黄
河旅游资源，重点打造黄河文化游览区和农
业观光采摘区，百亩垂钓园、千亩芦苇荡、万
亩丰产林、果蔬采摘园等农业景点美不胜收。

牡丹区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业高
质量发展，现代农副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壮大。
天荣家居、牡丹家纺、尧舜牡丹、佳美食品、沙
土瓜子、亚冠面粉等骨干企业不断膨胀，吴店
创意家居、沙土食品、胡集木材加工、大黄集
面粉加工等产业初具规模，形成了“牡丹、
家居、食品、家纺”四大产业集群，农业特
色产业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力支撑。

拉长拓宽产业链 实施差异化错位发展

看牡丹区“特”字兴农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0月22日，青岛市市南区举行党性体悟

实训基地暨凝聚e家党群服务中心启用仪式。
市南区党性体悟实训基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整合党

性教育、党群服务等各类资源，设置了党性锤炼营、千里马
创业成长营、大咖沙龙、红色书房等多个功能区。在大力推
进基地实体建设的基础上，市南区充分发挥新媒体、新技术
优势，研发了“智慧党建”APP、“红色寻访”党性教育智慧平
台及多媒体党史知识VR展示系统，采取“实体+虚拟”的方
式，开展体验式、沉浸式体悟实训，让党性教育“活起来”，不
断提高党性教育科学化、信息化水平。这种采取“线上+线
下”方式的党性体悟实训基地在全省尚属首家。

近年来，市南区委始终把党性教育作为党员教育的核
心内容，大力推进党建活动阵地建设，整合李慰农红色党建
主题公园、老兵之家、青锋汇、华润“红色驿家”、新100创意
文化产业园、初心广场等16处红色阵地资源，以及50个面积
1000平方米以上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编制“红色地图”。

党性体悟实训基地的启用，为“红色地图”又增添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将形成以党性体悟实训基地为主体的
“初心”“使命”“追梦”三条体悟实训路线，方便基层
党组织、党员开展党性教育，增强感染力和吸引力。

青岛市南区

党性体悟实训基地启用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贾海宁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0月22日，2019·扶贫看沾化暨脱贫攻坚

专题送戏下乡活动启动。近30名记者将走进滨州市沾化区
乡镇，走进扶贫企业，走访困难家庭、脱贫致富领头人，聚焦
沾化在扶贫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感人故事。

2018年底，沾化区顺利实现了贫困户脱贫、贫困村摘
帽。全区集中资金力量建设了一批大项目，产业扶贫项目
成扶贫重头，年度总收益2300余万元，占全市总收益的四分
之一以上。近三年来，沾化全区已累计资助、免除贫困学生
各类教育费用288万余元，为贫困群众减免医药费273万余
元，累计投入资金2808万余元，完成贫困户危房改造2641
户，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基本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

“2019·扶贫看沾化”
活动启动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张小寒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廉政教育不一定要板着脸讲，把纪法知

识、廉政文化的‘课堂’搬进公园、广场，更容易让干部群众
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教育。”在威海市文登区峰山公园，一条
3 . 6公里长的“清峰”步道是市民热衷的“打卡地”。

文登区有着深厚的清廉文化底蕴和悠久的革命文化传
统。着眼于传承红色基因，汲取清廉源泉，文登区纪委区监
委探索廉政文化阵地建设的新路径，以“文廉融合”打造廉
政课堂，建设了勤廉、红廉和家风三大基地，涵盖17处重点
廉政教育点，形成大家便学、易学、爱学的身边廉政课堂。

从地域文化中汲取养分，文登还结合威海市委“清廉
之路”干部教育基地建设规划，对本地丰富的红色文化中
的廉政元素进行整合，升级打造了天福山起义纪念馆、红
色胶东馆、昆嵛山红军纪念馆等红廉教育点。同时，深入
挖掘文登清廉家风文化，让丛氏宗祠、徐士林纪念堂等成
为群众身边廉政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登：“文廉融合”
打造廉政课堂

□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贾传龙 报道
本报兰陵讯 10月10日，来自兰陵县各乡镇村庄的700

多名宣传干部、党员、村干部、群众走进兰陵文化活动中心，
他们将由此开始以新闻志愿者的身份，为自己的村庄代言。

为扎实走好党的群众路线，讲好兰陵故事，传播兰陵
好声音，9月初，兰陵县委宣传部启动了公开选拔“新闻
志愿者”活动，在全县每个行政村都选出了本村的“新闻
志愿者”，成为村庄“新闻代言人”。10月10日，该县对
新闻志愿者重点进行了三方面的培训，新闻写作、手机摄
影以及电子商务等知识的培训。将来，这些经过培训的新
闻志愿者将会在村里承担起宣传政策、报送新闻以及为自
己村庄代言的职能。下村乡西苇湖村党支部书记吕作银表
示，以后将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村里的正能量以新闻形式传
播出去，同时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宣传出去。

兰陵：村村
都有“新闻代言人”

□本报记者 肖芳 本报通讯员 张岩

“万阿姨摸着有点发烧，喘粗气，请大夫
赶紧过来看看！”9月17日早上，在青岛市城阳
区社会福利中心7楼的失智护理区，护理员王
玉华打通了内线电话。就在9楼，有一个失智
院护医疗团队，4名医生、3名护士常驻，随时
为包括万阿姨在内的150位重度失智老人提
供专业医疗服务。

两分钟后，主治医师王全利带着护士，来
到了92岁的失智老人万阿姨的病床前。经过
一番用药，老人身体的异常状况很快缓解。

在该福利中心，所有入住老人不仅可以
得到专业的生活照料，还可以享受近在咫尺
的专业医疗服务。“每个入住老人的基本信
息、个人病史，我们都有详细记录，并及时更
新。”王全利说，医护人员除时刻在岗待命外，
还会定期对失智、半失能区进行查房、巡诊，
确保老人病情稳定甚至改善。

作为一家养老机构，城阳区社会福利中
心能够为入住老人提供近零距离医疗服务，
源于其与青岛圣德医养集团的深度合作，并
配套有二级专科医院。中心提供完善的硬件
设施，圣德提供成熟的医疗技术和运营管理
服务，共同面向失智、失能、半失能、可自理老
人提供专业的医疗和养老服务。

近年来，城阳区整合养老和医疗两方面
资源，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推动养老机构和
医疗机构以协作或并建的方式合作，大胆探
索革新“医养结合”养老模式。

“对于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来说，医疗服
务是刚需。”城阳区卫生健康局医改健康产业

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苗欣介绍说，在促进养老
机构实现“医养结合”方面，除了城阳区社会
福利中心这种“公办养老机构+民办二级医
院”的深度合作模式之外，城阳区还探索了以
下几种路径：

一是支持建设医疗养老联合体，即二级
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与就近养老机构建立可持
续医疗服务协作机制，开辟协议框架内养老
机构入住老年人预约就诊和急救绿色通道。

二是鼓励各级医疗机构开展医养服务，
二级以上综合医疗机构和中医医院开设老年
病科，设置老年病床；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向
康养服务延伸，共计增加康复、社区巡护床位
31张；民营医疗机构加速转型。

截至目前，城阳区已建成运营医养结合
机构17家、占比达到养老机构总数的85%，开
放养老床位4073张，构建起设施完备、功能健
全、服务多样的医养网络。此外，城阳区还推
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简化医养结合机
构的设立流程，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
构类型、性质、规模，实行备案、设置审批与执
业登记“两证合一”管理，推行政务服务机构

“一个窗口”办理。
医养结合满足了老年人的迫切需求，也

切实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记者了解到，青岛
市在全国率先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为失智
失能老人提供了可持续的养老资金来源：青
岛市医保参保人因疾病、伤残等原因常年卧
床已达或预期达6个月以上，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病情基本稳定，按照《日常生活能力评定
量表》评定低于60分，可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待
遇。长期护理保险不设起付线，参保人接受医

疗专护、护理院医疗护理、居家医疗护理、社
区巡护服务期间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护理
费，报销比例为80%至90%。

92岁的任阿姨，因失智住进了城阳区社
会福利中心。据其女儿于女士介绍，母亲现在

每月花销主要包括生活护理费、医疗护理费
和医疗治理费，后两者分别可以通过长期护
理保险和医疗保险报销，报销比例达到90%。
这样算下来，每月自付费用在3000元左右，极
大减轻了家属的照料负担和经济压力。

整合医养资源，推进放管服改革，简化医养结合机构设立流程———

城阳区85%养老机构实现“医养结合”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赵 帅 范宝菲 报道
本报禹城讯 10月11日，禹城市康复养

老中心已完成项目主体结构施工，正在进行附
属设备安装。该项目总投资2 . 3亿元，设计床位
800张，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后将交付该市人民
医院管理，成为一处集养护、康复护理、养生保
健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养结合机构。

禹城通过养老院和医院紧密型的“两院
一体”，探索医疗康护、疾病预防与养老深
度融合的一体化服务新模式。该市现有“两
院一体”机构2家，针对高龄、失能、半失
能、部分失能老人开展医养服务。其中，十
里望卫生院与颐养楼为紧密型公立“两院一
体”医养结合机构，同德医院与快乐玖好颐
养院是床位达200张的民营型“两院一体”机
构，去年被评为山东省医养结合示范单位。
此外，投资2 . 5亿元，总建筑面积5 . 2万平方
米的中医院新院区及医养中心项目也正在建

设中；房寺镇“怡福居”颐养中心项目已进
入建设招标程序。

禹城将医养结合示范创建作为推动大健
康产业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建立14
部门参与的联席制度多方面给予优惠。将符
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城乡基
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落实相应的补贴；引
导医疗机构开展安宁疗护、中医养老等服
务，乡镇卫生院在敬老院设置标准化医务
室。目前，全市已建成养老机构及服务设施
33处，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占比在40%以下，
护理型养老床位占比达到了30%以上。全市60
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率为73%，65岁以
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为71 . 02%。去年全市有6
家企业8个项目上报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项
目，未来将借助保龄宝、福田、禹王、绿健
等国内知名的生物医药企业以及该市大健康
产品服务与产业化平台，带动医养+大健康
产业的再次融合，良性发展。

禹城：“两院一体”
促医养健康产业再融合

牡丹产业是牡丹区着力培育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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