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专题 2023年11月6日 星期一

见习编辑：胡锦雯 战春阳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街15号 邮政编码：100029 电话：（010）84395001 传真：（010）85832154 新闻热线：（010）84395139 每份：1.35元 月价：35.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登字20170186号 广告部电话：（010）84395213或84395219 广告总代理：农民日报（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小营支行 账号：11-042601040011350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土地不会辜负全力破土的种子，光阴记得住砥

砺前行的脚步。黄海明珠青岛，当党的十九大播下
乡村振兴的火种，这片土地便全力开启了乡村大地
逐梦、地头陇上挥汗的“加速跑”。几度春去秋来、
几番扬帆搏浪，振兴的火种已然在春风秋晖中结出
累累果实：这里粮仓盈实蔬果琳琅——绿色增粮先
行示范区探索成效初显，稳稳守住百姓粮仓；这里
乡村蝶变换新颜——产芝古村落、达尼画家村，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成为人人向往的桃源居；这里产业
兴旺引擎轰鸣——2 条千亿元级集群产业链、8 条百
亿元级优势产业链、15 条十亿元级特色产业链正
引领三农高质量发展向未来；这里百姓幸福日子
甜——集体资产与百姓收入齐增长，物质与精神双
富足成为新农民标配……

如果说“一山高下尽红楼”是工业强、旅游旺的
青岛，那么“稻菽卷起千重浪”便是农业强、农村美的
青岛。作为“大都市带大农村”典型代表，近年来青
岛坚持“三三六三”的工作思路，锚定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先行区目标阔步前行。2022 年，全市第一
产业增加值 478.05 亿元，占全市 GDP 的 3.2%。全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493 万人，占户籍人口的
59.3%。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760.2万千瓦，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1.02%。春发其华，秋收其
实，多年的播种耕耘、蹈厉奋发，青岛陆续获评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主要
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市等荣誉，承担着国家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等重点任务，
争创了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国家农业国际
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等国家级发展平台，一条产业
兴、乡村美、百姓和乐的乡村振兴青岛路径正逐渐
明晰。

物阜民丰好图景——
稳产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今年实施了宽窄行种植新技术，充分利用绿色
高产高效项目多次喷施叶面肥，无人机干预授粉等
措施，估计要比去年增产20%以上。”眼下青岛地区玉
米进入收获季，西海岸新区大场镇广袤的大地处处
是苞米金黄、机械轰鸣，青岛同富勤耕农业机械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姜永战在地头看着丰收的田地笑得开
怀，他介绍，今年又流转了 5000 亩地、更新了 7 台设
备，明年让粮仓再“鼓一鼓”。

从夏粮入仓到眼下秋粮丰收，青岛的“粮袋子”
今年鼓胀得格外喜人。为了扛牢“国之大者”粮食这
块压舱石，青岛坚决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深入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442.6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67%，并在全国率先
提出并启动建设 7 个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打造良
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的绿色增粮

“青岛场景”，带动今年全市夏粮生产面积 342.8 万
亩、比上年略增，亩均单产 420.9公斤、同比增长 2%，
小麦总产 144.3万吨、同比增长 2%，良种覆盖率达到
99%，呈现面积增、单产增、总产增、品种优“三增一
优”的特点。今年平度市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核心
基地小麦亩产达到 837.2公斤，再次刷新青岛市小麦
单产最高纪录。据了解，青岛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
是集高产创建、快速烘干、仓储物流、加工销售、数字
应用、成果展示于一体的高标准现代化粮食生产综
合示范样板，辐射 305 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目标到
2025 年先行示范区内主粮作物达到“吨半粮”水平，
带动全市粮食均衡增产。

左手粮袋鼓鼓沉沉，右手菜篮肉盘盈盈满满，
粮丰菜足、肉蛋丰饶，稳稳托起百姓的好日子。青
岛践行“大食物观”，构建起“36111”多元化稳产保
供体系，坚持“稳猪、扩牛、增羊、壮禽、强奶、培新”，
全市共有规模养殖场 2700 余家，成功创建国家级畜
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8 家，数量居全省首位。创建
生猪产能调控基地 18家，“菜果茶”标准化生产示范
基地 263 个，持续抓好蔬菜、果品等生产调度和指
导，上半年肉蛋奶总产量 49.52 万吨，蔬菜总产量
195.1 万吨、同比增长 2.9%。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中，
青岛是唯一一个实现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全面保供、
自给自足的大中城市，这是青岛端牢中国饭碗的最
大信心和底气。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蔬肉奶事关百姓生
活日常，除了数量上稳产保供，青岛在质量方面同
样争优夺先。近年来，青岛持续加强农产品质量
全过程监管，每年完成定性定量检测 1.5 万批次以

上，快速检测 38 万批次以上，全市地产农产品抽检
合 格 率 稳 定 在 99.2% 以 上 ，畜 产 品 检 测 合 格 率
100%。青岛市农业农村局牵头成功创建非洲猪
瘟、布病国家级无疫小区各 1 个，全市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形势持续稳定……通过各相关部门齐抓共
管，有力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成果进一步得
到巩固。

“家底儿”丰厚、质量上乘的农产品也让青岛名
优农品品牌层出不穷，在全国消费市场获得认可。
崂山茶、胶州大白菜、大泽山葡萄……“青岛农品”区
域公用品牌影响力已连续4年入围全国“十强”，培育
农业领域中国驰名商标 20 个，绿色优质农产品总数
达到 230个，其中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54个，全国同
类城市最多……在农业强市这道考题上，高质量发
展的青岛正挥墨疾书、笔笔生花。

村强民富百业兴——
乡村产业发展持续提质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青岛坚持把“产
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聚焦第一产业扩规模提档次、第二产业强龙头延
链条、第三产业提品质增效益，统筹推进乡村一二三
产业的融合发展，蹚出一条沿海发达地区以产业促
振兴、建设农业强市的路子。

“项目为王”一直是青岛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鲜明导向。今年上半年，位于胶州市洋河镇的益
海嘉里（青岛）食品工业园一期项目正式开园，一辆
辆满载花生的货车有序穿流在园内，构成一道忙碌
的生产图景，而在另一边的油脂灌装车间，一桶桶胡
姬花花生油历经筛选、去石、去杂、色选、压榨、过滤
等数道工序，从自动灌装流水线上徐徐而来，不久的
将来它们将销往全国乃至海外各地，一场由龙头企
业带动的产业蝶变升级正在胶州洋河镇启动引擎。
作为益海嘉里金龙鱼集团在国内建设的极具规模的
全产业链食品园区之一，全部三期项目建成后年产
值预计将达 450 亿元，解决就业约 1500 人。作为粮
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益海嘉里金龙鱼集团将充分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产业蝶变升级，助推青岛市建
设成为粮食产业经济强市。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益海嘉里让我们看到了
青岛在农业领域发力项目建设、推动产业持续提质

升级的努力和成效。“今明两年，全市共开工建设过
亿元农业大项目 80 个、计划总投资 688 亿元，年度
总投资 156 亿元。”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袁瑞先介
绍，青岛实施产业链和大项目建设行动，通过坚持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以大项目带动产业大升级。
除益海嘉里外，总投资 100 亿元、占地 1000 亩的上
合绿色农产品博览中心，将建成国家级绿色香辛
料交易市场；总投资 30 亿元、占地 1000 亩的利群
农产品精深加工类物流项目，将打造江北地区规
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仓配一体化智慧物流
基地……青岛正高效统筹各项资源，坚定发挥大项
目、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将其作为带动农民持续
增收的中坚力量和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超强引
擎。今年，青岛加快推动全市农业农村领域 58个过
亿元重点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 73.37 亿元、同比
增长 10.95%。优选 26 家农业“金花”和 18 家“链主”
企业重点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355家，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1026家，营
业收入年度突破 2200 亿元。1-9 月，全市农产品出
口 321.63 亿元，同比增长 4.33%。全市上半年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4.3% ，与全省平均增速
持平。

如果说产业是强村富民的最有力抓手，那么乡
村振兴示范片区便是产业集聚、提质升级的超强“聚
力器”。2022年初，青岛开拓思路，创新举措，提出建
设“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路数打法：以6个左右相连
相通、集中连片、人文相近、产业相融的村庄为单元，
科学规划、精心实施、系统推进，用3年时间高质量建
设10个市级、带动建设36个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
片区。一年多来，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如火如荼，
最引人注目和显现出高效成果的，便是片区内乡村
产业的蓬勃发展。“在一产环节，市级示范片区累计
新建高标准温室 157栋、标准化种植基地 4750亩，改
造提升种植基地 3500 亩，带动第一产业年产值增加
1.68 亿元。在二产环节，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
动，围绕小西红柿、葡萄、樱桃、茶叶等主导产业，新
引进精深加工生产线 34 条，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
25 家，年产值增加 11.3 亿元。在三产环节，以乡村
游、研学游为重点，大力发展乡村服务业，今年举办
沙滩啤酒节、樱桃采摘节、矿坑音乐节等节庆活动81
场，规划精品旅游线路28条，安装片区导视标识系统
373个（组），今年累计接待游客180万人次，带动农民
增收 3.4 亿元。”青岛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2022年，青岛在示范片区内注入了总投资 34亿
元的 148 个产业和民生项目，形成了梯次创建、统筹
推进的良好态势。今年，全年谋划的123个项目也已
开工81个，总投资14.9亿元。

安居乐业新画卷——
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升级

沟沟坎坎的乡间泥路、闭塞交通、破败的屋
舍……曾几何时，农村一度是“破败”“脏乱”“落后”
的代名词，一辈辈的农村娃生于斯却又努力飞离于
此，更莫敢奢想城市人愿意去农村旅游或投资。而
如今，崂山西麦窑成为外地游客到青岛“入住第一选
择”的有名民宿村；西海岸杨家山里一改穷乡沟面
貌，成为当地市民近郊游首选的网红地、达尼村成为

“中国江北第一画家村”……青岛大大小小的山村渔
乡已经成为连城市人都向往的桃源居：城市人来此
旅游休闲，在外打拼的游子一批批回乡创业，乡村，
已然换了新面貌。

近年来，青岛推动城乡一体，久久为功整治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让农村成为环境优美、寄托乡愁
之地。“春日杏粉”“夏日榴红”“秋日柿暖”“冬日雪
白”……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黄泥巷村的口袋公园
里，景色因时节变换，再加上园内长长的木廊、象棋
石桌，小小一方公园成为装点村庄、百姓休闲的好
去处。可是时间倒回去到两年前，这里却还是一方
122 平方米的残垣断壁，村民们胡乱在此堆放草料、
扔倒垃圾，不仅影响村容，也存在安全隐患。为了
给村民提供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村干部主动与户
主进行沟通协商，劝说户主进行拆除，并与村委签
订租赁合同，将这一地块开发为“口袋公园”。如
今，一进黄泥巷村，远远便能看见口袋公园粉杏桃
红的美丽景色，门上一块“黄泥巷里觅春光”的牌子
更是增添了几分浪漫诗意。去年开始，青岛接续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整治提升五
年行动，在各村创新开展村容村貌“微整治·精提
升”，打造“微景观”2.3 万处。今年青岛市聚焦村
内、村庄周边、农村道路沿线等三个重点区域，对农
村改厕、生活和建筑垃圾、排水和污水、农户庭院、
村容村貌等 5 个重点领域存在的 31 个短板弱项进
行集中攻坚。全市累计发动群众 192 万人次，清理
残垣断壁 7194 处，电力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三
线”整治 4.5 万处，清理农业废弃物 104.8 万吨，村内

“脏乱差死角”变乡村“文化名角”。截至目前，青岛
市已打造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700 个、省级和美乡
村 174 个，两个区（市）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
县，去年青岛获评中国网“美丽乡村建设新典范地
区”。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当前正通过推进城乡环
卫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城乡环卫统筹抓。

改头换面的新乡村不仅大大提升了当地群众的
幸福感，绿水青山的美丽资源也成为百姓的致富新
路径。对于城阳区棘洪滩街道东毛家庄而言，绿水
青山的好生态就是村子的“致富密码”。“原本我们这
里受水源保护区限制，不能建厂不能做产品加工，很
难发展产业，但这两年我们挖掘生态资源优势，开展
乡村环境整治，同时盘活低效林业资源，与企业合作
打造集休闲娱乐、健身锻炼、特色美食一条龙的翠林
云庄项目，推动乡村文旅蓬勃发展，村子整个实现了
大翻身。”社区党支部书记李维佳介绍，近两年东毛
家庄先后投入3000余万元，完成了厕所改造、污水治
理、户户通等建设，社区居民家家户户用上了天然
气，实现弱电入地，构建乡村“美丽天际线”，村容村
貌有了很大提升，也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目前，东
毛社区仅翠林云庄项目就已接纳游客超过 30 万人
次，营业额突破千万元大关。

村子美了，环境靓了，百姓富了，随着青岛和美
乡村建设持续升级，一个个宜居宜业的新农村正以
崭新的姿态释放着全新的活力，不断提升着百姓的
幸福感。

乡村善治有新风——
基层治理更有效

郡县治，天下安。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近
年来，青岛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莱西经验”，积
极推广“德育乡村”“幸福龙泉”等信用体系建设，以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打造乡村善治样板的社会实践。

“我参加了半天的志愿服务活动，这次攒了 2
分。”“我家房前屋后打扫得最利索，再加上我帮邻居
修建屋前的花圃，村里给我也加了2分。”莱西市夏格
庄镇双山村村民口中议论的分数便是“道德积分”。
小小一积分，何以牵动着所有村民的心？莱西市夏
格庄镇双山村党总支书记张洪洲道出其中因由：“一
个是我们村里设立道德基金，村民通过志愿服务获
得道德积分，来兑换各类生活用品，获得实打实的好
处；二是我们的评分机制是月有月评分、季有季评
星、年有年评模，乡亲们都想着争当优先，脸上有
光。”莱西市自开展德治和信用一体化建设工作以
来，各个村庄积极实行积分制管理，持续开展美丽庭
院、整洁村庄创建活动，推动道德与物质联姻、文明
与积分挂钩。“往年光卫生这一项，村子每年需花费
约 6 万元雇佣保洁团队，现在通过道德积分福利发
放的方式，仅需支出费用 3 万元，不但节省了花费，
还凝聚起群众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进行自我管理和
自我服务的热情。”张洪洲感慨，如今村民对村容村
貌的维护意识明显提升，而且都是开开心心自愿去
做好事，村风也更加和谐，真正用“小积分”解决了

“大问题”。
一边是通过“德育乡村”等信用体系建设加速推

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另一边通过将数字
技术融入乡村治理，让乡村运转更便捷，让公共服务
更高效，成为青岛提升百姓幸福感、全面推动乡村振
兴的另一重要抓手。为加快数字乡村建设，青岛新
建数字化平台10个，通过开发“阳光村务”等功能，明
确村级事项清单，在平台中设置农村事务在线服务
模块，方便群众咨询了解、线上提交、一次办理，实现
小程序服务大民生。

今年 7 月，青岛市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正式启
动，依托青岛市“政务云”的基础设施和云计算能
力，可以对全市涉农数据进行采集、治理、管理、分
析、共享。通过青岛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青岛
6015 个自然村、7 万余个粮食功能区、4 万余个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区、270 万余个土地确权地块等涉农
数据通过多维度动态展示的形式一目了然。依托
大数据中心有效解决了数据家底不清、标准不一、
质量不齐等困局，为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的标准化
及共享服务、分析应用等提供了基础保障，推动实
现乡村治理高效化、智能服务百姓更便捷。“通过数
字赋能提升乡村服务水平，全面推进‘一网通办’，
97%以上的农业行政审批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不见
面’审批，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既提
高了审批效率，也减轻了群众负担。”青岛市农业农
村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青岛共网上审
批农业农村事项近 270多件。

平度七河生物香菇菌棒智慧化生产基地俯瞰图。资料图 青岛国际种都核心区的“订单式育苗”可以降低菜农试验风险。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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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位于崂山流清湾示范片区内的东麦窑接待中心。资料图

崔家集向阳红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产业大棚崔家集向阳红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产业大棚。。资料图资料图

图为胶州市铺集镇苹安果农场的200亩苹果喜获丰收。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