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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徐超超

  “9月1日，产自‘国信1号’的首批
大黄鱼已经起鱼上市！”正在北京展览馆
展出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的山东
单元，讲解员赵倩儒向参观者介绍全球首
艘10万吨级渔业大型游弋养殖工船“国信
1号”：“养殖舱内提供类野生环境，每
天与外部自然海水进行强制性水体交换约
20次，饲料选取和投喂实现了智能化和自
动化，所以‘国信1号’养殖的大黄鱼肉
质、营养等可以媲美同类野生鱼。”
  陆海资源可以统筹开发，是山东发展
的独特优势。为生动展现山东努力在发展
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的生动实践，山东单
元展出了不少代表山东制造实力的海洋工
程装备模型，“蓝鲸一号”、“国信1
号”、自航式发射船等模型令参观者
赞叹。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山东更加注重经略
海洋，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山东牢记嘱托，坚持陆海统筹、向海图强，
持续做好“港口、产业、生态”三篇文章。海
洋生产总值十年增长 66 . 1% ，达到 1 . 49 万
亿元；海洋生物医药等 6 个产业增加值全
国第一；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占全国近
40%；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 92 . 3% ，海洋资
源优势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长3 . 5 米、宽2 . 8 米的青岛港全自动化
集装箱码头动态模型，是山东单元最大的
实物模型，吸引了不少参观者拍照留念。
“这个码头动态模型不仅整体按照青岛港
的真实场景制作，还能从大屏幕上实时看
到码头装卸作业的全过程，展现了北方大
港的恢弘气势。”参观者王明军说。
  港口是陆海联动、走向世界的重要支
点。山东作为全国唯一拥有3个过4亿吨大
港的省份，持续加大港口整合力度，组建

山东省港口集团，推进沿海港口一体化运
营、智慧化发展，山东半岛世界级港口群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山东最大的潜力在海洋，最大的空间
在海洋，最大的动能也在海洋。坚持以项
目建设为抓手，聚焦海洋高端装备、海洋
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进行布
局，山东着力形成以大项目、好项目推动
海洋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近两年，省级
层面集中推进现代海洋产业重大支撑性项
目19个，总投资897 . 7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163 . 9亿元。
  绵延的海岸线、湛蓝的海水、葱郁的
滨海湿地，展览上的一幅长岛海洋生态文
明综合试验区航拍图，让不少参观者直言
“有时间一定要去长岛看看”。长岛把生
态保护作为第一要务，把绿色发展作为根
本前提，旅游和自然岸线占比提升至
85%，2019年入选全国第三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的建
设，是山东打造水清、滩净、岸绿、湾
美、岛丽的和谐海洋的缩影，也为我国海
岛开发与保护摸索出一条具有样本意义的
新路径。山东重视人海和谐相处，强化陆
海污染联防联治，实施海洋蓝色碳汇行
动，统筹实施岸滩、海湾、湿地、海岛等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整治修复岸线200多公
里、滨海湿地5000多公顷，近岸海域优良
水质达92 .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
范区加快建设，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形成189项制度创新成果……山东充分发挥
沿海区位优势，主动融入国家开放大局，扩
大高质量招商引资，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对外开放塑成新优势，进出口总额十年
增长89 . 1%，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倍，选择山
东、创业齐鲁越来越成为海内外共识。

  □ 本 报 记 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李绪业 范为永

  9月29日早上5点，党的二十大代
表，五莲县洪凝街道红泥崖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张守英像往常一样，先
把早饭做好，再照顾年过九旬的婆婆穿
衣起床，然后喂饭。收拾停当后，她自
己简单吃上几口，便在村里开始了一天
的工作。
  “老人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
天。”这是张守英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每天早上工作的第一站，便是去村
里幸福院的食堂“打卡”。这里的幸福
食堂每天中午为全村80多名75周岁以上
老人提供一份“一元午餐”。老人每天
的就餐标准是5元，其中3元由县镇财政
出，剩下2元由村集体和老人的子女平
分。既解决了老人就餐的难题，又营造
了孝老爱亲的氛围。
  在街面上，凡是遇到出门的老人，
张守英总是笑着前去攀谈几句，老人们
也都会亲切地叫她“闺女”。“叫咱一
声‘闺女’，说明拿咱当自己人，我最
大的愿望就是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张守英说。
  1991年，张守英从20公里外的李家
沟村嫁到这里。而正是这位外来媳妇成
了村里的“女当家”，带领红泥崖旧貌
换新颜。
  2000年，张守英担任了村里的妇女
主任。她发现村里闲散妇女较多，便萌生
了带领贫困妇女创业致富的念头。2005
年，她筹资15万元，租下3间民房创办家
纺加工车间，招收12名家庭贫困的妇女，
生产加工床上用品。凭着诚实守信的好
口碑，张守英的生意越做越大，带动300
多名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此时的红泥崖村，仍是这样一番景
象：长期以来，村“两委”班子不团结，干群关系紧张，集体经
济收入几乎为零，村民渴望能有一个好当家人带领全村过上好
日子。
  2011年，张守英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
营，通过盘活资源抓发展、乡村治理换新貌、互助养老促脱贫，
红泥崖村彻底摘掉了“穷帽子”，村集体收入连年增加，老人养
老也有了依靠。张守英先后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山东省
担当作为好书记、山东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9月29日这天，离开幸福院，张守英又来到村里的食用菌产
业园二期项目现场，查看大棚建设进度和一期项目的香菇生长情
况。“这是通过支部领办合作社建设的香菇种植基地，项目由村
集体出资建设，村民自愿承包经营，合作社为村民提供菌棒采
购、技术支持、兜底收购等服务。”张守英边说边带领记者来到
已经投入使用的大棚，清一色的钢架制成的菌床上，密密麻麻地
铺着长满香菇的菌棒。在此打工的村民小心翼翼地割下朵大肉厚
的香菇放入筐中，不一会儿就收获了满满一筐。
  “我们的香菇大棚建好以后，优先租给村民，只有没人愿意
租的时候，才允许村干部接手。”张守英说，红泥崖村地处山
区，地薄、水少，并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林果业和现代农业。去
年正月初三，她了解到香菇种植项目投资少、见效快，第二天便
去考察。当她满怀信心地向老百姓介绍时，从未接触过香菇种植
的村民和村干部并不认同。在质疑声中，她率先在丈夫经营的苗
圃中腾出一个大棚搞起了香菇种植试验，其间她还组织大家到外
地考察香菇种植产业。
  今年春节，全村都吃到了她亲手种出来的香菇，香菇种植产
业也获得了全村的认可。今年5月，14个香菇专业种植大棚在村
里拔地而起，村民争相承包。
  张守英介绍，村里还打算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国企+公
司”的方式，建设一处菌棒厂生产香菇菌棒，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3600万元，带动300户村民致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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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山东造海工装备引关注

向海图强，大踏步迈向深蓝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创新形式内容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乐享文旅大餐 厚植家国情怀

  □ 本报记者 刘英 张依盟

  树树皆秋色，山山红叶飞。国庆假
期，我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假日文化旅
游工作，着力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创
新形式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水平，广大群
众在乐享假期生活的同时，表达对祖国的
热爱与祝福。
  这个假期，红色旅游无疑是最亮丽的
风景。在全省3 0 0 多个红色旅游景区
（点）和文博场馆，人们通过参加各类红
色主题活动庆祝共和国华诞。微山县红色
旅游持续升温，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微山
湖国家湿地公园红色驿站等地，成为中小
学生研学游的热门之选。日照市万平口海
滨风景区举办的庆国庆“今天是你的生
日”快闪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
参与。
  围绕“喜迎二十大”主题，全省文化
和旅游系统策划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文旅活动。山东省图书馆开展“喜迎二十
大”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山东省文化馆推
出济南蛋雕刻瓷艺术作品专题展，山东博
物馆推出新时代山东省省直机关党的建设
成果展，青岛市文旅局举办2022青岛市戏
曲票友优秀节目文艺展演等。
  在山东美术馆，65件美术作品、100
件书法作品和130余件摄影作品亮相山东
省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展览吸引了不少
群众驻足欣赏、拍照“打卡”。前来观展
的济南市民林先生说：“这次展览非常开
阔视野，让我们对山东十年来的发展有了
更直观的了解。”
  烟台剪纸、莱州毛笔制作技艺、栖霞
泥塑、长岛砣矶砚、龙口烤画……国庆假
期，烟台市举办2022首届烟台非遗文化
周，设置了非遗民俗文化展演、非遗文创
集市展销、非遗文创手工体验、非遗文创
数字展馆、非遗文创网红直播展示等板
块，让市民及游客在欢度国庆的氛围中，
亲身体悟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平均出游半径100公里的区域里，
微度假、近郊游成为提振假日旅游市场的
生力军。济南九如山景区、红叶谷景区举
办红叶赏秋活动，让游客用一场诗意漫步
感受层林尽染的金秋。烟台策划推出城市
微度假·醉美金秋亲子自驾游产品，组织
亲子自驾家庭参与帆船研学、海边露营等
活动，感受“大海在左、城市在右”的滨
海浪漫情怀。据统计，“十一”期间，全
省重点监测的127家乡村旅游景区共接待
游客350 . 0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6482 . 57
万元。

  各地纷纷出台文旅惠民措施，繁荣
假期市场。济南市发放500万元文旅惠
民消费券，激发消费活力。淄博市三水
源景区推出每日特色优惠票，举办晒秋
大会、打栗子、红歌表演、汉服大秀等
国庆特色活动。枣庄市台儿庄古城景区
持续执行半价旅游惠民政策，助力国庆
旅游市场恢复和发展。济宁市发放第三
批文旅惠民消费券100万元，并利用
2022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第八届尼山
世界文明论坛留存成果，推出夜游尼山
3 . 0活动，对16周岁以下儿童免入园
门票。
  受疫情影响，全省多地发出“就地
过节”倡导。为方便“宅”在家里的市
民也能乐享“文旅大餐”，各地推出了
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山东省图书馆推
出“影像里的中国——— 喜迎国庆影视作
品线上展览”、“码”上阅读等活动；
济南市博物馆推出“云上博物馆”活
动，观众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全方位观
赏3D文物。

（上接第一版）

产业兴旺，农民腰包越来越鼓

　　正是秋高气爽、瓜果飘香的季节，肥城市潮
泉镇柳沟村格外热闹，游客在翦云山旅游度假区
尽赏大自然美景，在肥桃等采摘园里体验采摘。
　　“我们大力发展樱桃、核桃、葡萄等特色林
果，延伸‘泰山柳沟茶’‘柳沟牌板栗’产业链
条，全村林果面积发展到5000多亩，年收入达
3000多万元，人均突破2万元。”柳沟村党支部
书记刘兴泉说，现在村里正在建设果品集散销售
市场，建成后货物年销售量可达2000万元。
　　牢记总书记嘱托，山东突出产业支撑，乡村
振兴基础越来越好。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烟台苹果、寿光蔬菜等产业集群迈向千亿
级。一大批龙头企业创新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数
量居全国前列。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竞
相涌现。2021年，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94元，比上年增长10 . 9%。

　　在莘县古城镇舍利寺南街村，济南大学省派
第一书记赵萍驻村以来，助力当地升级发展坑塘
经济，为全村100多亩坑塘办理滩涂养殖证，成
立起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尝试渔藕综合种养和休
闲渔业等模式，每亩可实现年收益7万余元。
“目前正积极对接食品营养专家，开发鱼皮、鱼
片、荷叶茶等农产品深加工项目，进一步提高效
益，带动农民增收。”赵萍说。
　　山东着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资
源力量向乡村倾斜、汇聚。从今年起，省委组织
部在全省村党组织中开展分类推进整体提升三年
行动，扩大先进支部、提升中间支部、整顿后进
支部，为乡村振兴、农民增收撑起“主心骨”。

人才支撑，乡村迸发新活力

　　火龙果、芒果、山竹……位于菏泽市牡丹区
李村镇的百果香热带果蔬采摘基地里，满是北方
少见的热带水果。这个基地是李村镇朱庄村村民
赵俊伟和高志飞返乡创业建设的。如今，基地已

成为集有机热带果品种植、观光体验、旅游采摘
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区，可提供就业岗位
200余个。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活力之源。山东通过开展
“雁归兴乡”返乡创业推进行动，招募“乡村振
兴合伙人”，聘请乡村振兴“首席专家”，实施
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等，畅通各界人士回报
乡梓的渠道，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
　　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山东坚持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一起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扎实开展乡村文明行动，培育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县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
现全覆盖，广大农村“文化味”更浓，农民精神
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村也有了污水处理站，环境越来越好
了！”桓台县起凤镇起南村党支部书记魏锐祚
说，干净整洁的村居环境，让村民幸福感满满。
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山东
坚持把良好生态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2500个省级美丽乡村星
罗棋布、串珠成链，带动乡村全域向田园美、

生态美转变，一幅生动的齐鲁美丽乡村画卷愈
加绚丽。

  □记 者 付玉婷 张依盟
   通讯员 刘贵增 王 力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7日讯 国庆假期，山
东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截
至今天18时，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
平稳。
  强化假期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省应
急厅10个督导检查组对16市展开督导检
查，同时派出4个暗查暗访组采取“四不
两直”形式深入基层一线。截至目前，
共发现问题502个，反馈整改问题502
个。全省应急管理系统对非煤矿山、危
险化学品、工贸等重点企业进行安全生
产“诊断式”检查，10月1日至7日共派
出执法检查组11798个，检查企业26346
家，发现问题47505个。
  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国庆假期，

全省公安机关累计出动警力35 . 5万余人
次，组织动员社会力量49 . 3万余人次，
为人民群众欢度节日创造和谐安定的社
会治安环境。
  节日期间，我省多地普降大到暴
雨，各级公安机关广大民警辅警坚守岗
位，全力投入疏堵保畅等各项工作。积
极配合卫健、疾控部门认真抓好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落实，严厉打击各类涉疫情
违法犯罪活动。全省治安户籍、车管等
部门24小时服务“不打烊”。
  针对假期群众出行需求，公安交警
部门紧抓“两客一危一货”重点车辆，
全面加强交通违法整治。全省主要高速
公路、国省道、旅游景区等路段、区域
通行秩序良好，未发生较大以上交通事
故和长时间大面积交通拥堵。

假日山东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平稳、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张进刚 报道
  10月7日，游人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花语人间”农业观光园里游玩。青岛西海岸新区坚持科技引领，积极培育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大力发展花卉种植及相关文旅产业，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 王兴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积极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奋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阔步前行。
　　十年来，山东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农
业农村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粮食连年丰产丰
收，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作出了贡献。加快推
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注重用现代
化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

业。大力推动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021年
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11468亿元。持续
加快产业融合发展步伐，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蓬勃发展，对农民增收形成有效支撑。持续推
进乡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农村面
貌和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展望未来，要牢记总书记嘱托，顺应农业
发展趋势，加大对农业扶持力度，优化农业要
素配置结构，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
农业更繁荣、农村更美丽、农民更富裕。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专家谈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阔步前行

　　□记者 毛鑫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加快实施人才兴鲁战略，充分发挥农村实用
人才在引领和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
重要作用，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齐鲁乡村之星选拔管理办
法》。根据《办法》，齐鲁乡村之星每年选拔一次，每次人数不超过
800名，支持期限为4年。在支持期内，每人每月享受省政府津贴1000
元。《办法》自2022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0月31日。
　　齐鲁乡村之星选拔范围是，在农业农村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农
民，包括在种植、养殖和捕捞等农业领域从事农业企业、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农业生产、经营
和服务的人才；社会服务型人才，包括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从
事涉农电子商务、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旅游、文化体育、
法律服务等工作的各类人才以及民间艺人等；技能带动型人才，
包括生物育种、智能农业、农机装备、生态环保等领域科技带头
人以及各类能工巧匠等。
　　在待遇与政策支持方面，省农业农村厅每年直接向支持期内
的齐鲁乡村之星集中发放一次津贴，且在选拔当年或下一年度对
新选拔产生的齐鲁乡村之星实行轮训。同时，加大对齐鲁乡村之
星的项目支持和政策扶持力度，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
贴、畜牧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向由齐鲁乡村之星领办的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

山东将每年选拔不超过

800名齐鲁乡村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