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纪伟

“等通了自来水，俺家这个存水的大
桶就要‘下岗’了。”4月15日，在临沂市郯城
县泉源乡房庄村，村民孙计国看着院子里
铺好的自来水管道，满眼笑意。

在房庄村，吃水难就像一根弦，紧绷
在村民心头。房庄村的水源地是一眼大口
井，设在距离村子几里地的一座矿场里，
通过一根管道，将井水接到村里。由于这眼
大口井是两个村子共用，井水只能在两村
之间错峰供应。上午邻村供水，房庄村就得
停水；等下午房庄村供水，邻村的水管就空
了。时间长了，村里家家都买上了大水桶，
只等来水时蓄满。

“老孙家的情况还要更糟一些，大口
井没有直接进院，他们家还要自己挑着扁
担去邻居家打水，再蓄满自家水桶。”省
信访局第一书记工作组领队张领军告诉记
者，自从工作组进驻泉源乡后，解决房庄
村的吃水问题一直是重点工作，“尤其老
孙还是村里的贫困户，我们先期已经通过
相关政策帮他们家建了新房，今年就要让
贫困户吃上自来水。”

目前，郯城县已经开展了农村饮水安
全两年攻坚，房庄村被列入了今年的计划
名单。郯城县水利局投入了160万元，为
580户村民都免费接入自来水，彻底结束房
庄村定时供水的历史。“现在工程已经开始
施工了，今年雨季之前，清冽的自来水将流
进房庄村村民的家中。”张领军说。

人要吃水，田要灌溉。省信访局第
一书记工作组负责的三个帮包村都是典
型的农业村，三个村共有5000亩农田连
成片，但靠天吃饭的农民一直因为水源
问题无法大幅增产增收。为此，工作组
计划按照每亩1500元的标准，引入750万
元资金，为三个帮包村建设高标准农田
项目，配套生产路、大口井、提灌站等
设施，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

4月15日，张领军站在房庄村村口的
一处厂房地基上告诉记者：“今年我们还
计划投入150万元建设一栋2000平方米的
扶贫车间，引进一个生产汽车用品的企业，为村里提供几十
个工作岗位，同时为村集体增收12万元以上。”

机关单位停车场与市民共享
济南市槐荫区26家文明单位提供1024个车位，周末节假日免费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韩 宁

4月15日，走进位于宁阳县乡饮乡的
绿色循环生物产业示范园，传统农业在这
里悄然“变身”，一个个生态农业大棚相
继崛起，俨如步入了“绿色梦工场”。一
个集“种植-养殖-生态-环保-能源利
用”为一体的生态循环全产业链农业模
式，正在这里深耕细作……

“‘五位一体’种养结合，实现生态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站在宽敞明亮的温
室大棚里，技术人员胡玉金指着眼前的一
片绿色蔬菜说，示范园由泰安巴夫巴夫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建设，目前已投入
700万元建设了10座组合式生态温室大

棚。从外观看上去，这种组合式绿色大棚
与普通大棚并无两样，殊不知，里面却有
大文章。

记者发现，这种模式集前暖棚、后冷
棚、畜舍、沼气池、蓄水池于一体，巧妙
地将种植业、养殖业、能源综合利用融为
一体，沼气可用于沼气灯、厨房做饭、沼
气发电，沼液、沼渣可用作蔬菜肥料，生
产的农产品符合无公害、绿色食品标准。

传统温室大棚会建造厚土墙用于保
温，还会遮蔽后方大片土地。而在示范园
里，这部分土地被充分利用，每年能为企
业带来几万元收益。园区种养工作负责人
许海港介绍，“阳棚里种植西红柿、豆角
等常规喜光作物，阴棚则用来培育喜阴作
物，不但能节约生产成本，还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增加了种植效益。”
温室大棚内，绿油油、齐刷刷的西红

柿秧苗攀援而上，红彤彤的西红柿缀满枝
蔓，长势喜人。不远处，还有几名工人正
在小心翼翼地采摘。

“我们采用微生态产品对土壤进行修
复和调理，栽培出来的西红柿个大、颜色
亮、品质高，一斤能卖到25块钱。”许海港
说，企业引进微生物专家团队对土壤化验
研究，给土壤“把脉”开药方，定制的土壤改
良剂能够对土壤中氮、磷等营养元素吸收
和转化，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对防治病虫害
起到良好效果，单产能提高20%-25%。

在大棚的西端，有一个养着50多头
“泰山黑”黑猪的畜舍。“畜舍下面是一
个沼气池，猪的粪便可以直接在沼气池发

酵，发酵出来的沼液沼渣可以直接用到蔬
菜棚里。”胡玉金说，把畜舍建在大棚里，既
节本增效又环保，还能改善土壤结构。

乡村产业振兴，老百姓致富才是硬道
理。“我家3亩多地去年流转给园区，一
亩地每年1000元租金，现在我又在园区打
零工，每天80元务工费，外加给分的‘红
利’，一份土地‘三份’收入，比过去种
地强多了。”说起如今的变化，马庙村村
民王大叔难掩喜悦。

像王大叔这样在示范园务工、将土地
流转给企业的村民，已经辐射了宁阳县4
个乡镇。说起今年的效益，示范园的总经
理胡著然脸上乐开了花：“今年西红柿长
势都特别好，一亩地一季的产量能达到6
千斤，全部直供大城市的超市。”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8日讯 “以前停车，在

附近转好几圈也找不到车位。”今天上午，
济南市槐荫区首批免费共享车位刚对外开
放，市民穆一就享受到了这一实实在在的便
利，把车停进了位于经六路的槐荫区招生考
试中心院内。

这处共享停车点的大门口新挂上了“文
明单位 共享车位”的绿色标示牌，院内墙
上“共享车位 让城市更文明”的字眼更加
醒目。

“我们这里施划了40个共享车位，7座
及以下车辆均可停放。车上乘客在入口下
车，驾驶员扫码登记、测温后签订共享车位
使用承诺书并有序停车。停车时间为8：00-
17：00。”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了共享车位的
使用办法。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
量越来越高，停车难俨然成为了城市通
病。截至2019年底，济南市私家车保有量
达 2 1 9 . 3 7万辆。近年来，随着方特、宜
家、迪卡侬、奥特莱斯等旅游消费业态进
驻，省城消费西移，槐荫区停车难的问题
也进一步加剧。

针对群众的诉求，槐荫财税大厦进行了
共享车位试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在

此基础上，槐荫区文明委发出倡议，将共享
车位作为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在
全区推广，26家文明单位作出表率，在双休
日和节假日向市民免费提供1024个共享车
位。

济南华联商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
裁陈锡忠对槐荫区的共享车位之措竖起了大
拇指：“作为一种把资源整合优化再配置的
惠民措施，共享车位不仅可以合理利用资
源，缓解停车难题，还能够带动人流、物
流，继而促进消费，畅通经济循环，进一步
为企业复工复产创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
境。”

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改善营商环境、拉
动消费……这也是槐荫区委书记国承彦推动

共享车位快速落地的初衷。刚开始，还曾有
人提议对车位收费，被国承彦一口回绝：
“政府不能钻到钱眼里！”

“停车难已经成为影响人民群众幸福
感和满意度的焦点问题。”济南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支队长曹凤阳说，槐荫区首批免
费共享车位“上线”，意味着济南市单位
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工作迈出了开创性的
一步。

对于槐荫区来说，这仅仅是开始。“槐
荫区将发动更多文明单位拿出更多共享车位
供市民使用。”国承彦说，槐荫区还将推广
错峰停车，党政机关下班之后，周边居民可
以把车停到机关大院。目前 ,预约平台已在
测试。

小西瓜，长出大梦想
“西瓜之乡”谋新路，全新种植模式不再靠天吃饭

□ 本 报 记 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张丹

4月16日，在滨州市滨城区秦皇台乡
瓦屋张村，一个个刚建起来的西瓜大棚很
是抢眼，棚内西瓜苗刚刚浇过一遍水。连
日来，标准化种植大棚内一派繁忙景象。

大棚旁边是大田西瓜种植区。“别看
就一道沟壑之隔，苗的品质可不一样，种
出来的瓜也从8毛一斤升到5元一斤，甚至
更贵。”村党支部书记张立滨一边望着绿
油油的小苗，一边流露出丰收在望的神
色。这几个大棚，是村里的新尝试、新希
望，是村民们致富的“金疙瘩”。

秦皇台乡位处黄河下游，沙壤土质，
灌溉便利，该乡因地制宜，发展西瓜种
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100多年的种
植历史，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西瓜之
乡”，种出的西瓜不愁卖。以瓦屋张村为

例，228户、585人、6000亩地，一半以上
的村民从事西瓜种植。

但是，传统的大田种植模式，却并不
能实现旱涝保收，而是靠天吃饭。“干旱
西瓜不长，涝了又全烂在地里。”张立滨
无奈地告诉记者，就因为这，他的80亩大
田西瓜有一年就赔了五六万元。产量、品
质不统一，使得“秦台”牌西瓜市场竞争
力一直面临“瓶颈”。

去年7月份，来自滨州市委政法委的
市派第一书记龙德波来到村里，为这里的
西瓜种植产业谋起了“新路”。10月份，
他和张立滨一起组织村里40多户村民到北
京大兴西瓜种植基地考察，找到了一种新
瓜苗，长出的瓜个头小、比普通大田西瓜
含糖量高出三分之一，价格比大田西瓜高
出好几倍。遇到这等好事，村民们个个摩
拳擦掌。回来后细细斟酌，瓜苗、大棚、
土地都是大投入，风险问题他们也不得不

考虑。起初300人报名，最后真正“第一
个吃螃蟹”的只剩6户。

“大田西瓜一亩地出5000斤，纯收益
不到2000元，这种大棚西瓜的收益能达到
过去的五六倍。瓜苗用南瓜根与西瓜苗嫁
接而成，结合了两种植物的特性，不但抗
旱、抗涝、抗寒，还能解决重茬问题。”
为了更新换代西瓜品种、给村民们作示范
引领，张立滨率先建起5个大棚。

“像这种瓜苗，栽的时候要定点定
距，每窝栽一株，株距37厘米……”在大
棚里，秦皇台乡专门从寿光聘请的农业技
术专家王佃军正忙着给村民们现场指导。
种植高品质西瓜，标准化管理是“量
尺”。以往大田种植西瓜，家家户户实行
粗放管理，现在从大棚温度、选苗种植、
吊秧授粉采取全程标准化管理。

目前，秦皇台乡成立了“秦台”牌
大棚富硒小西瓜种植项目。在这里，不

但西瓜生长全程由专家“呵护”，村民
们还能享受到由政府统一办理的贴息贷
款。

湾赵村村民尹新荣受项目前景的吸
引，在瓦屋张村承包了6亩地，投入12万
元建起3个大棚。“玉米小麦种植，一亩地
一年纯收入不到1000元，传统的西瓜种植
最好的也不到3000元，如果不突破，种地就
失去了意义。”尹新荣过去从没种过大棚，
面对新挑战，她信心满满。

“一个半月后，西瓜可以成熟采摘。
每年种植两季，可观光采摘，可电商直
销。”龙德波介绍道。瓦屋张村共建15个
示范种植大棚，占地25亩的大棚已全部定
植完成。

在政府推动下，随着各项要素的集
合，在这里，一个个小西瓜正逐步实现
“变脸”，一幅农业创新转型升级的画卷
正徐徐展开。

大棚里，做起大文章
“绿色梦工场”打造生态循环全产业链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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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脉 报道
近日，胶州市洋河镇神山后村大棚

里种植的蓝莓陆续成熟。4月16日，村民
在大棚里采摘成熟的蓝莓果实。

蓝莓熟了

“发现
身边之美”摄
影大赛参与方
式详见大众日
报客户端。

■编者按：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在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过程

中，乡村产业的作用不可替代。我省各地围绕乡村产业振兴，立足自身实际，加大科技投入，

突破发展瓶颈，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村集体增收、老百姓致富，迈出

了乡村振兴的坚实步伐。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任志伟 付向斌 报道
本报滨州4月18日讯 记者今天从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了解到，由该局自主研发的电子营业执照应用系统将于4
月20日上线，首批128项市级应用事项同时向社会发布。据
了解，该应用系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滨州市此次推广的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工作，区别于国内
其他地区电子营业执照“亮照”式应用，采取“终端扫码、
系统提取、自动归档”的方式，在满足企业应用电子营业执
照的同时，对于部分政务服务事项需留存档案备查的需求给
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

特别是对于部分需留存纸质案卷的业务，系统开发了提取
电子营业执照照面打印功能，将办事时间、办事人员、数字签
名、业务授权信息同时体现在电子营业执照打印结果上，完全
替代以往加盖公章、经办人签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实现了电
子营业执照系统内实时可见、实时存档，满足不同业务需求。企
业不需要携带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仅需通过手机进行扫码，
全过程由窗口工作人员操作，极大提高了企业办事效率。

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人介绍，该应用系统的正式上
线，真正实现了一网通办，推进了电子营业执照在政务服务系
统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应用。

滨州自主研发

电子营业执照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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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14日，青岛市民政局印发《青岛市养

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首先在西海岸新区、
城阳区两个区试点，2021年全面推广实行，实现全市通存通
兑。

据悉，养老服务时间银行是指年满18周岁志愿者为老年
人提供养老服务后，以青岛市社保卡为载体在开设专门的时
间银行账户上，以小时为单位进行服务时间存储，年老后需
要时可提取时间兑换服务。

服务对象为重点空巢独居老年人、存有时间的60周岁以
上老年人，服务项目包括“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
医”等五项。管理机制实行的是市、区（市）、街（镇）三
级时间银行管理体系，旨在通过发展互助养老方式，缓解养
老服务力量不足的矛盾，扩大社会参与。

青岛试点推行

养老服务“时间银行”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王莉莉 仇慧清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17日，“助力温暖淄博·媒体在行动”淄

博市“送温暖”大型公益活动———“温暖永驻”承诺仪式举
行。淄博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妇联、省市媒体记者、爱心
企业及来自一线的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社区工
作者等城市服务者代表1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启动发布了
本次“送温暖”大型公益活动主题ＭＶ《点亮微光》。

3月7日，《鲁中晨报》联合淄博商厦建立首个“爱心驿
站”，淄博市委宣传部、共青团淄博市委、淄博市妇联等部
门发出倡议后，全市新闻媒体共同发起了向城市服务者致敬
的“送温暖”大型公益活动。3月份以来，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关键时刻，淄博市先后设立了626家“爱心驿站”，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为推动这项工作长效开展，淄
博市开展“温暖永驻”承诺行动。

“我们承诺，会把‘爱心驿站’一直做下去！”新星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魏心东说，3月12日起，新星集团
已在23处分店设立了“爱心驿站”，为城市服务者提供休息
场所和爱心物资，目前已发放爱心礼包6万多份。

“疫情正在散去，爱心永不缺席。‘送温暖’将成为企
业运营的常态，‘爱心驿站’规模会不断壮大，服务也会更
加完善。”淄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毕荣青说。

淄博“送温暖”公益活动再升温

“爱心驿站”

承诺“温暖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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