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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莱西讯 （通讯员
冯连营 李飞）菜农在家中轻按遥
控器，就能给蔬菜浇水、让大棚卷
帘；敲击键盘，可以实现自家蔬菜
销售配送……莱西市传统蔬菜大镇
店埠镇将现代互联网技术与传统蔬
菜产业融合，改变着蔬菜产业传统
的种植、销售模式。

菜农“宅”在家里管理大棚。
日前，在店埠镇耿家庄村，菜农耿
文德向笔者演示了“智慧农业”的
操作过程。“你看，按下遥控器黄
健，就进入‘智慧店埠’页面，再
按一下就进入‘智慧农业’了。”
耿文德边说边按着手里遥控器上的
键，刚才的电视节目画面瞬间转成
“智慧店埠”页面，随后进入了

“智慧农业”。
“‘智慧农业’是‘智慧店埠’工

程的一个版块。”山东有线网络集团
店埠服务站站长张明斗说，“该板块
让菜农在家里管理大棚成为现实。”
在该镇已经完成智能管理的蔬菜大
棚里，笔者看到这里蔬菜的浇水、控
温等，全部由智能电脑系统通过物
联网控制，管理员根据每个馆种植
植物的不同要求，在系统中设置温
度、湿度、营养液比例等，通过传感
器、智能终端设备为植物提供合适
的生长环境。

目前，“智慧店埠”一期工程
已于 2 0 1 5年底结束，完成了6 6个
村、11000户有线电视光缆的更换和
机顶盒、交换机等设施配套，实现

镇域互联网的贯通，成为我省第一
个通过有线电视网络系统实施智慧
化建设的乡镇。下一步，该镇将在
200多个蔬菜大棚安装智能设备，实
现智能化管理。

电商，让蔬菜从田间到餐桌。
2015年，店埠镇创建了莱西市首个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莱西市
农副产品电子交易平台，鲜多多电
子商务是入驻该平台的第一家企
业。“咱青岛的市民早上通过电商
页面或者手机APP下单后，下午下
班前，我们就会把下单的蔬菜配送
到我们的社区生鲜超市，市民就能
吃到新鲜的蔬菜了。”鲜多多电子
商务平台负责人徐长华介绍。目
前，该平台已在青岛市内开设40余

家鲜多多社区生鲜超市，日交易额
达50多万元，两年内计划发展到300

余家。
据店埠镇镇长李春雷介绍，菜

农只需将自己的蔬菜样品带来，电
商工作人员就会对蔬菜样品进行拍
照、设计、包装后，上传到农副产
品交易平台，再链接到第三方交易
平台，实现购销对接。

店埠镇胡萝卜种植面积约5万
亩，是“青岛市（店埠）出口胡萝
卜质量安全示范区”，产品通过农
业部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并被
评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该镇以
胡萝卜为载体，连续3年举办了文
化旅游活动，做活了乡村旅游。

店埠镇镇长李春雷说：“利用

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进
行胡萝卜文化节的营销，成本低、
传播快。”据统计，本次活动在
“掌上莱西”、“美丽店埠”两个
微信公众平台的关注人数达到1 2

万，文化节总人数达4万人次。
借力“互联网+”，店埠镇正

在探索“线上+线下+融合”模式，
加快农业与旅游业协同推进。李春
雷说：“下一步，店埠镇将在线下
做足旅游内涵，在线上积极营销造
势，继续有效解决游客查询景点、
预订门票、选择农家乐等问题，让
游客只需指尖一点，看什么、吃什
么、住哪里、怎么走……都能随时
随地查询，尽情享受‘智慧乡村旅
游’。”

按遥控器能给蔬菜浇水大棚卷帘，敲击键盘实现蔬菜销售配送

店埠菜农，宅在家里管理大棚

7月6日，在博兴县一家西餐
厅，一台“机器人服务员”正在
为客人送菜（右图）。

当日，一台“机器人服务
员”现身博兴县一家西餐厅，开
始在店内工作，吸引了众多顾客

的目光。这台“机器人服务员”
在工作中手捧托盘，头上的显示
屏不时播放着欢迎字幕，它不但
可以代替服务员为顾客传菜送
菜，同时还能播放简单的欢迎用
语和各种音乐。 （陈彬 摄）

“新人类”来了

农村大众报郯城讯（通讯员刘
国伟 梁绍元）“我们的学生以后
也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可以在标
准化的教学环境中上课了。”日
前，郯城县红花镇初级中学校长谢
守敏高兴地说。笔者看到，这里的
教室宽敞明亮，操场上各类设施齐
全，科技楼、少年宫等一应俱全。
这一变化得益于郯城教育的精准扶
贫，据了解，该学校还是郯城县乡
镇中学里唯一一个被评为省级规范
化学校的农村初级中学。

红花镇初级中学的旧教学楼是
1996年建的楼板楼，2012年曾对教
学楼进行改建，更换了铝合金窗，
并对楼体外围进行了加固。此外，

目前学校仅有一栋宿舍楼，这已不
能满足逐年增多的学生对于住宿的
需求。

教育扶贫是最根本的扶贫，这
是郯城全县上下的共识。该县投资
4000余万元为169所义务教育学校全
部按照标准化配备实验室、仪器
室；投资783万元，为农村中小学更
新课桌凳32680套。同时大力实施学
校标准化建设工程。仅2015年，该
县就投入4 . 3亿元用于学校标准化建
设项目。并先后投资4500多万元，
完成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项目
建设和教育城域网建设，共购置学
生电脑 4 3 0 0台，教师用电脑 3 6 0 0

台，多媒体设备1260套，建设微机

室174间，配备电子白板980余套。
为充分发挥城区县直学校优质

教育资源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
农村学校办学水平，郯城县将12所
城区县直学校与乡镇农村学校结成
对子，开展对口帮扶工作，建立了
12个学校联盟，通过对口帮扶，使
受帮扶的农村学校管理水平、教师
队伍素质、办学质量等进一步提
高，逐渐形成一定的办学特色。据
郯城县第二实验小学校长刘红介
绍，“我们和花园乡中心小学之间
每学期每学科要开展4次以上集体
备课、4次以上以课堂教学为专题
的研究活动、1次以上教学经验交
流会、2次以上说课教研活动；每

学年开展2次以上信息技术与课程
整合课，提高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
水平，开展1-2个新课改的课题研
究。”

县教体局教研室主任张可德介
绍：“除了按照县里的统一要求定
期开展帮扶，很多学校也因地制
宜，设计出了适合自己的帮扶策
略。”实验中学的“361”课堂教学
策略、郯城五中的“五步三层”教
学模式、实验三小的“生本课堂”
教学模式都通过结对帮扶渗透到了
农村学校。在各帮扶小组学校领导
班子之间互相交流管理经验的同
时，不少学校通过教师轮岗交流和
干部挂职锻炼来相互交流学习。

据统计，2015年至今，各帮扶
学校间共进行教师交流360余人次，
其中县直学校下乡支教193人，农村
教师到县城学校轮岗170人，促进受
帮扶学校教学管理水平提高的同
时，也提升了农村学校教师的整体
素质。

◎郯城精准扶贫系列报道之二

精准扶贫，郯城打响教育攻坚战

６日，山东大学的科学家研发
的一款名为“大智”的家庭智能陪护
机器人(左图）亮相，该机器人具有
视觉、听觉和嗅觉，可在家庭警卫、
保姆、伴侣等角色间自由切换。“大
智”还能定时、定点、定人，在家中自
动巡逻，发现水、电、气等情况异常
会主动报警。

山东大学云基智能机器人实验
室主任周风余说：“一旦老人出现
摔倒、晕厥等状况，机器人会立即
感应并向家人的手机发送照片或视
频，以便家人根据情况采取急救措
施。”

首批“大智”智能陪护机器人
即将投产，主要目标群体是空巢老

人。首批面向消费者的“大智”零
售价将控制在１万元以内。

周风余说，随着新型生物材料
的应用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的发
展，未来的家庭智能陪护机器人将
可以与人类进行更自然的情感交
流，并在视觉、导航上更加智能。

（新华社）

大雨坠碱，
小雨勾碱，
常锄地，
碱害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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