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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贺莹莹

本报通讯员 杨珊珊 孙玮

“本来以为要花一个上午，结果
10分钟就搞定了，秒批秒办真是方
便！”平原县的董波想开个小店，原
打算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营业执
照，但邻居说从家门口的社区服务中
心就能办理。近日，在基层帮办代办
员的辅导下，通过智能服务一体机，
董波刷身份证后简单几步操作，就拿
到了代理服务营业部的营业执照。

2 0 2 0年，德州借力乡镇（街
道）、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建
设，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个
体工商户登记注册、食品经营许可等
28个基础民生事项，下沉至乡镇（街
道）、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受理，实现
“一窗多事”和“一窗通办”；在基
层网点、商业银行、邮政网点开展
“政银合作”，建立企业开办点，实
现群众在家门口开办企业；投放自助
服务一体机，30余项业务实现机器申
报，秒批秒办，形成“15分钟办事
圈”。

注册登记的便利化效果直接体现
在市场主体数量的增长上。近日，记
者从德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了解到，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德州市2020年登
记各类市场主体数量88145户，同比
增长31 . 99%，排名全省第一。其中，
登记各类企业30312户，同比增长率
为19 . 81%，全省排名第二；登记私营
企 业 3 0 1 3 1 户 ， 同 比 增 长 率 为
19 . 86%，全省排名第二；登记个体工
商 户 5 4 0 7 7 户 ， 同 比 增 长 率 为
32 . 61%，全省排名第一；登记农民专
业合作社 3 7 5 6户，同比增长率为
433 . 52%，全省排名第四。

“德州市新开办企业种类中，批发
零售业从7200余家增长至8400余家，
增长率约为16%。取得这样的成绩，除
了政策红利刺激因素外，还与越来越多的商家尝试网络销售
有关，该类企业数量有较为明显的增长。在动能转换加速背景
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更加精细化管理，催生了专业企业咨询
管理服务类公司开办热潮，该类企业增长率达到26%。”德州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一科四级主任科员刘敏说。

开办企业便利度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2020年德
州市以“一次办好”“一证准营”为目标，攻坚流程再造，
优化营商环境，将改革红利惠及最基层，催生市场主体大发
展。实施开办企业“一件事”全程网办，将开办企业涉及事
项合并为“一件事”，市、县政务中心设置企业开办专区、
专窗，实现一窗受理、全程网办、一窗出件，开办企业实现
2小时至半个工作日办结。“一链办理”事项4622件，事项
办理时间压减82%，申请材料压减63%。“全省通办”升级
为“跨省通办”，省内与济南、淄博、临沂、济宁等8市签
订协议，构建跨域办理机制，进而主动对接河北沧州、天津
静海，实现三地33县（市、区）34个商事登记事项跨省通
办。实施“一业一证”改革，先后涵盖药店、食品便利店、
餐饮等45个行业，行业综合许可证已出证7428张，其中网办
6122张，出证总量居全省第三，网办率居全省第一。

“去年通过一套政策组合拳，精准激发了企业群众干事
创业的热情。围绕打造投资‘洼地’、服务‘高地’、创业
乐土的目标，我们将强化数据信息共享共用，建设惠企惠民
政策平台，落实告知承诺、容缺受理审批，推出企业全生命
周期化服务，继续擦亮‘在德州，办德好’的金字招牌。”
德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隋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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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优势，农业产业链探新路

■编者按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

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

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山东多地结合各

自实际，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探索。

在乳山市，牡蛎产业园不仅可集中安

置牡蛎养殖户，还可提供牡蛎产销一

站式服务；在日照市岚山区，从单纯

养牛到打造全产业链条，一头奶牛所

带来的红利，正从村蔓延到镇，又辐

射至区；在临朐县，樱桃销售改变过

去单一方式，逐步搭建实体市场配

货、农村合作社订货及电子商务淘货

的销售平台。

从单纯养牛到打造全产业链条，日照市岚山区的奶牛红利正从小乡村辐射至区———

发展“牛产业”，过上“牛日子”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3月1日，天还没亮，刚下过雨的路面
有些湿滑，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马家岭村
村民韩翠菊已经起床奔着村子南岭去了。

不光这天，从春节一直到现在，韩翠
菊一天也没闲下来。

韩翠菊忙啥呢？牛年里，韩翠菊忙的
也是“牛事”——— 在位于村南岭的牧场里
当挤奶工。工作三班倒，每月工资近四
千，年底有“十三薪”，交保险，逢年过
节还发福利。

牧场和奶牛，不仅让韩翠菊一家告别
了捉襟见肘的日子，也改变了马家岭村
201户村民的生活。

2013年，马家岭村党支部捕捉到一条
信息：有企业正在找土地，打算发展奶牛
产业。村党支部书记朱孔明说，得知这一
消息后，村里当机立断，决定把这个项目
争取过来。于是，村里流转了土地，“东

篱牧业”落户马家岭村。2017年，南京卫
岗乳业有限公司收购东篱牧业，成立了日
照鲜纯生态牧业有限公司，马家岭村的牛
产业迅速壮大起来。而今，日照鲜纯生态
牧业有限公司在岚山区共有两个牧场，奶
牛存栏总量为1 . 4万头。在建的三期项目，
已在收尾阶段，预计今年5月全面投产。

企业发展势头迅猛，但这个牧场，真
能带富马家岭村吗？给村民信心的，是拿
到手里实实在在的回报。朱孔明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

第一，是土地流转费。每年每亩1500元
土地流转费，其中村民获得1200元，村集体
获得300元公益事业金。另外，土地流转费
五年递增200元，归村民。比起种地，这相当
于村民每亩地一年能多挣1000多元。对村
集体来说，一年则能增收近30万元，修路、
改水、改电、安路灯，这些事都不愁了。

第二，是村民的务工收入。从自家的
一亩三分地上解放出来，马家岭村近100

人成了牧场的“产业农民”；还有村民成
立施工队，承包牧场里的工程建设。据统
计，牧场目前共用工140人，其中本地用
工就有100人左右。牧场三期完成后，预
计共需用工240人左右。

牧场的存在，远不止带富了马家岭一
村的乡亲。

日照鲜纯生态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
波告诉记者，牧场三期投产后，存栏奶牛
将突破1 . 8万头。届时，每年光青贮饲
料，就需要近4万亩地的种植量。

捕捉到商机的碑廓镇已经开始行动。
在牧场周边，该镇正配套建设旅游观光、
循环农业、有机蔬菜、青贮饲料等设施农
业，打造多种体验的高效循环示范农业片
区，并同步推进青贮饲料项目，流转土地
2万亩，规划实施万亩青纱帐现代农业综
合体。

产业链在两头同时拉长。按照南京卫
岗乳业有限公司“先建牧场，再做市场”

的理念，3月1日，日照卫岗乳品工业园项
目正式开工。这一由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
司、日照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岚山区园区发展公司投资建设的项目，占
地170亩，总投资4 . 8亿元，以打造高端液
态乳制品为主，并建设智能化冷库等配套
服务设施。待建成达产，可年加工鲜奶16
万吨以上，年产值14亿元以上。

这也将意味着，从最初单纯养牛向企
业供应原奶，到如今打造种植、养殖、加
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一头奶牛所带来
的红利，从村蔓延到镇，又辐射至区。

春节前，马家岭村忙着铺设一条连通
场区的管道。去年，村党支部又领办成立
了置业合作社，承揽了牧场内生活用水、
绿化养护、卫生清洁等后勤服务。“除能
让村集体每年再增收30余万元外，达不到
企业招工要求的村民，今年起也可以在合
作社里找到工作了。大家的日子会越过越
红火的。”朱孔明说。

临朐破解樱桃销售模式落后等发展瓶颈，加强农商互联对接

小樱桃对接大市场，老品牌走出新路子
□ 本 报 记 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明志 刘瑞华

2月 2 7日上午，记者来到“樱桃小
镇”——— 临朐县山旺镇，一路上，数米高的
樱桃大棚一个接一个，不时见到有种植户
摘果弄枝，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樱桃坠满
了枝头，密密麻麻结成了一片，煞是喜人。

“现在棚里的樱桃已经大面积成熟
了，昨天刚刚采摘了第一批，再过几天就
陆续上市了。”在上林东村辛志平的樱桃

大棚里，他一边在处理花萼一边
跟记者介绍道，有几个

经纪人早就联系下了
今年的订单，最

早的那一批每
斤能卖到120

元 ， 大 面
积 上 市

后，平均也能卖到六七十元一斤。
坐拥3万亩大樱桃、年产量2万吨、产

值5个亿的山旺镇，是临朐县大棚樱桃生
产主产区。

在临朐生根展叶、开花结果已有30年
的大樱桃，至今种植总面积已达10万亩，
其中大棚樱桃4万亩，占全国的1/3，成为
了全国最大的设施樱桃栽培基地和当地农
民广泛受益的特色产业。

得益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临朐大樱桃感官品相和内在品质俱佳，具
有上市早、个大、色艳、味鲜等特点。好果子
也为临朐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临
朐大樱桃产业总产值超过25亿元，是农民
眼中切切实实的“黄金种植业”。

然而，受疫情影响，全国的樱桃种植
和销售模式发生了新变化，线上销售的兴
起、直播平台的流行，让很多果农不太适
应。对此，临朐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魏淑娟

有着冷静的判断：临朐大樱桃发展近30
年，尽管富民效应一直很明显，但也面临
着“果树品种老化、经营主体规模小、种植
习惯粗放、销售模式落后”等发展瓶颈。

让“产业振兴”唱主角。2021年临朐
县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做好提质
增效、科技兴农、新型经营主体培育、
“农业+”融合发展“四篇文章”，持续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两村两园两主体”
建设，放大节会效应，加强农商互联对
接，大力发展委托生产、订单农业，真正
让更多小农户对接上大市场。

对此，临朐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升行业
联合社，围绕樱桃、板栗、山楂等10个农产
品领域，组织各联合社统一提供种养技术、
市场开拓、资金互助等服务”，形成“一个主
导产业+一个联合社+一个主导品牌+一支
专家队伍”的抱团发展模式，打造新品种新
技术新模式的“标杆+灯塔”。

“受疫情影响，现在果农们也改变了
销售模式，学着从直播平台卖货，线下销
售占很小一部分。”魏淑娟说，等过段时
间露天樱桃下来，走交易市场和线上售
卖，市场就全打开了。

“今年我们立足市场、农村合作社和
电子商务三条销售渠道，提前布局了电商
平台，并探索‘合作社+电商大户带动’
模式，逐步搭建实体市场配货、农村合作
社订货及电子商务淘货的销售平台。”山
旺镇党委书记刘阳说。

“下步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同
时，将陆续开放山旺镇上林村等全县6处
线下樱桃大型交易市场，对接好青州、淄
博、章丘等周边区域大樱桃交易集散地，
并适时利用节会经济等关键节点叫响做大
‘临朐大樱桃’品牌，充分放大大樱桃这
一优势特色产业的富民效应。”魏淑娟
说。

□记 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李信君 报道

大图：乳山市牡蛎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园。

小图：乳山市养殖户收获满满一
船牡蛎。（资料图）

□ 本 报 记 者 陶相银
本报通讯员 王 嘉 姜俏俏

“这两天有雨雪，牡蛎分笼下海的进
度咋样？人手够吗？有啥困难随时说。”
3月1日，乳山滨海新区工作人员孙吉威和
同事再次来到海边的旧牡蛎安置区。眼
下，正是牡蛎分笼时节，恰逢雨雪天气，
为了不影响养殖户正常生产，不耽误搬迁
新牡蛎安置区的进度，孙吉威挨家挨户帮
着养殖户解难题、搬“新家”。

“前两天你们帮忙招工，已经来了20多
个人，人手暂时够用，每天牡蛎分笼下海大
概1000笼。现在大部分生产材料已搬到‘新
家’，等这批笼子下了海，安放物资的旧安
置房就可以腾出来了。”牡蛎养殖户林夕广
说。牡蛎养殖每半年换一次笼，随着牡蛎的
生长每笼装的数量减少，大量的养殖笼要

随之更换，目前只待天气转暖，养殖户剩余
生产物资下海后，就可全部搬去“新家”了。

“新家”是指乳山市牡蛎产业融合发
展产业园。在这里，乳山沿海的牡蛎养殖
户正在大量搬入。

“原来旧安置区条件受限，上下水不
方便，操作空间也相对较小，已经不能满
足规模养殖的需求。产业园不仅硬件设施
齐全、厂房配套完善，还有塔吊、拖车等
资源，银行、物流、维修厂等配套资源也
会搬进来，出货发货不用到处跑了。”养
殖户吴爱民的一品蚝牡蛎养殖公司已经投
入生产，数千平方米的厂房干净明亮，牡
蛎自动分拣分类流水线快速运转。十几个
大养殖池里，一箱箱净化过后的牡蛎等待
装箱被发往全国各地。

经过多年培育，乳山牡蛎养殖面积发
展到30万亩，年产量38万吨，产值30亿元，

带动2万名农民年均增收近3亿元，养殖面
积和产量在全国县级单位均居首位。与快
速发展不相称的是，乳山牡蛎养殖以个体
户为主，管理分散、布局随意性大，养殖用
海使用不规范，部分近海养殖加工场所出
现“挤乱脏”现象。另外，传统养殖方式占主
导，机械化程度偏低，生产效率不高。

一方面要聚力打造牡蛎全产业链条，
另一方面也要打造水清、岸绿、滩净、湾
美的海岸带环境。去年12月份起，乳山启
动了海岸带整治攻坚行动，规划建设了两
处牡蛎产业融合发展产业园。两处园区如
同“牛角”一般，在乳山海岸线的东西两
端隔海相望。按照计划，市内牡蛎养殖户
从旧的安置区和分散养殖点，分别向银滩
两侧的产业园转移，原有的场地将逐步恢
复，有的计划打造成滨海公园，为市民提
供休闲娱乐环境；有的经过修复，将恢复

原有的沙滩生态。目前两处产业园的一期
工程均已于去年建设完成，二期工程将在
今年6月完工。产业园不仅可集中安置牡
蛎养殖户，还可进行牡蛎暂养、冲洗、加
工、出售一体化运营，极大节约了土地成
本，实现牡蛎产销一站式服务。

推进环保发展是产业园建设的重中之
重。清洗车间建有独立的污水管道，污水经
过滤、沉淀等多道工序后排放。产业园正式
投入使用后，还将成立专门的物业公司，统
一处理生活垃圾与码头平台的养殖垃圾，
对养殖垃圾中可再回收的部分重新利用。

“产业园的建设，也有利于进一步健全完善
可追溯质量体系，确保乳山牡蛎产业健康
持续发展。”乳山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姜长
安说。在产业园中，所有向外输送的牡蛎都
能达到统一标准，并且接受检查和监督，这
让乳山牡蛎的品质更有保障。

乳山推进养殖园区化，助力牡蛎产业告别“挤乱脏”

“游击队”进园，牡蛎搬“新家”

□通讯员 徐宁 张雪缘 段德咏
记 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22日，国网山东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
司员工张雪缘登录信息系统，查看了位于淄博、日照两市5
座5G基站的用电信息情况。这5座基站是山东省首批采用能
源托管模式进行管理的5G基站。

相比4G基站，5G基站信息传输效率大幅提升，但存在
选址布线难、基站管理运维成本高等问题。国网山东省电力
公司将服务5G基站作为助力新基建的重要实践，与中国铁
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合作，于2020年12月选取淄博、
日照两个试点城市，优化5G基站的供电模式，创新5G基站
运行费用的缴纳方式，为基站提供“供电+能效服务”。这
也是国内首个落地并实施的5G基站综合能源服务项目。

作为项目的具体实施单位，国网山东综合能源公司将采
用能源托管模式，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在全
省范围内提供“供电+运维”服务，对现有的5G基站进行供
电模式优化改造，并为基站提供用电量监测、用电安全检
查、用能数据分析等综合能源服务，预计单个基站每年可节
省费用36%，将有效助力我省新基建高质量发展。

山东以“供电+能效服务”

降低5G基站用能成本
单个基站每年可省费用36%

关爱听力健康 迎接爱耳日
3月2日，枣庄市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社区护师庞凤

美在为学生们讲解耳朵的生理结构。
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主题是“人人享有听力健康”。2

日，枣庄市台儿庄区运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来
到驻地学校，开展“全国爱耳日”宣传，向学生讲解耳朵的生理
结构，引导学生合理使用耳机，注意保护听力。

□通讯员 张严新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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