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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秦玉川 侯成宇 李磊 报道
 　本报日照讯 7 月17 日，在日照海关监管下，
162 辆国产牵引车、自卸车等工程车被有序吊装到
“萨姆松”轮上，准备发往东非。这是山东岚山港
区首次出口的大批量工程车。
 　为助力国产汽车加速出口海外市场，日照海关
以调查研究为抓手，将完善监管与优化服务相结
合，不断推动提升口岸通关时效，聚力打造更加安
全、顺畅、便利的口岸营商环境。日照海关创新推
出了预约查验、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一系列便利
化措施，确保汽车出口零延时验放。同时，积极支
持港口新航线开通，引导企业充分运用岚山港区的
泊位资源，助力国产汽车“扬帆出海”。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安钊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您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
收！”日前，日照市岚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政务云外卖”管理平台收到了一份订单。
　　这是日照通用焊接技术有限公司提交的关
于施工许可办理的订单。后台工作人员迅速将
办理单转交给了业务办理人员，随后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与办事企业电话沟通，引导企业观看
施工许可办理秒懂视频，指导企业填报申请材
料，该施工许可办理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见
面”审批。
　　“以往企业需要提交资料、审核、修改，

再审核、再修改，反反复复往返政务服务大
厅。现在我们在办公室里动动手指就能办事，
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对企业来说很方便、很贴
心！”日照通用焊接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对此
次业务办理很是满意。
　　何谓“政务云外卖”？岚山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就是面向高度关联企业、
群众日常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事项办件量约
占70% 以上的政务服务事项，模拟外卖平台界
面风格，对政务服务平台进行“人性化设计”，设
置《我要点单》《招牌热销》《我的订单》《我要反
馈》4个栏目，合计9大功能，实现418 项依申
请政务服务事项在线申办。

　　为了让群众和企业办事像点外卖一样方便
快捷，平台集预约办事、预审踏勘、网上办事、政
务办事导航等功能为一体，还推出VR 全景办
事、网上操作“秒懂视频”等“招牌热销”菜系。只
要企业、群众在平台下单，就会有政府接单、专
员派单，项目服务专员提供上门精准服务。
　　“政务云外卖”平台的上线，让审批效率
大大提高。以预审踏勘为例，按照“勘前准备、现
场核查、证据留存、双向反馈”的原则，“预审踏
勘”服务首批推出食品经营许可、拖拉机和联合
收割机登记等10 余个高频踏勘事项，在线指导
企业按流程及要求做好现场踏勘准备和前期整
改工作，整个过程提升踏勘工作效率 50% 以

上，预审踏勘模式平均减少跑腿3次。
　　岚山“政务云外卖”平台于今年5月26日
上线启动，岚山区中楼镇月庄村朱清华是第一
个“尝鲜”并享受预审踏勘服务的人。“我5
月 30 日晚提交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
的订单，第二天一早9：40，岚山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农水事务科工作人员就驱车60 多公里
上门了，现场查验、核对后，10 ： 10 我就拿
到了牌照，享受的真是到家的服务！”
　　岚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介绍，岚
山区后续还将不断优化“政务云外卖”申办功
能及审批流程，升级打造“政务云外卖”2 . 0
版，让群众和企业办事更舒心。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借灯光我赶忙飞针走线，纳一双新鞋儿
好给他穿……他的为人实在好，又进步，又能
干。二人互相来帮助，生产支前当模范。日子
越过越带劲，欢欢喜喜往前赶……” 7 月 26
日，在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向阳村，“向阳李
二嫂庄户剧团”正在排练吕剧《李二嫂改嫁》
经典唱段《借灯光》。 7 月中旬拉开帷幕的日
照文化旅游生活季戏曲展演周期间，他们的演
出大获好评，引得观众如潮。
　　70 多年前的1950 年，新中国的第一部法
规——— 《婚姻法》正式实施。它明确宣布实行
婚姻自由、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禁止童养媳、
实行一夫一妻制。就在当年，高兴镇向阳村人
王安友，出版发行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亦即
成名作《李二嫂改嫁》。不久，小说被改编成
吕剧并搬上银幕。勇敢迈出封建门槛，与心上
人结为终身伴侣的农村年轻寡妇“李二嫂”的
故事就这样被广为传唱。
　　《李二嫂改嫁》的作者是向阳村人，“李
二嫂”的原型也是向阳村人。如果李二嫂
生活在 7 0 多年后的高兴镇，敢爱敢恨、

敢 作 敢 为 的 她 ， 身 上 又 会 发 生 哪 些 新
故事？
　　“大妈呀，你怎么还在家耍手机？你不快
拾掇拾掇，参加‘美丽庭院’评选？”70 多
年后的今天，李二嫂有可能是向阳村的妇联
主席。
　　参加了高兴镇“美丽庭院”创建培训会的
李二嫂，动员村里的妇女投入“美丽庭院”创
建。“王大妈”积极报名，“董大姨”不屑一
顾，结果央求李二嫂给儿子说媒时，两家结果
大相径庭：王家因家里整洁给女孩留下了好印
象，董家因家里脏乱差被女孩担心家风不正。
李二嫂趁机一番推动，“董大姨”终于意识到
了不能“只抓经济，不抓美丽”，最终也成功
入选第二批“美丽庭院”。
　　这是高兴镇新编剧《李二嫂说媒》。同系
列的，还有《李二嫂改厕》《李二嫂调解》，
说的都是时下高兴镇新农村真实发生的新变化
和妇女们的新鲜事。比如《李二嫂说媒》和
《李二嫂改厕》的故事背景，就是高兴镇在农
村改厕和“美丽庭院”评选中发生的事。
　　“山山水水飘茶香，家家户户采茶忙，一
派繁荣好景象，热火朝天喜洋洋，谁敢想小山

村致富上省榜，茶园招来金凤凰，谁敢想女同
志也能当厂长，绿茶声名四海扬……妇女能顶
半边天，白云山前采茶忙……”在《李二嫂新
传——— 白云山前采茶忙》小戏里，70 多年后
的今天，李二嫂可能是白云山下白云村的致富
带头人。
　　白云村，占地3000 亩，其中茶园面积850
亩。近年来，村庄招募的“乡村合伙人”鑫泉
集团，以白云村为中心托管片区茶园 2300
亩，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方
式，公司免费提供有机肥和无残留农药，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进行管理，农户将采摘的茶叶以
高于市场10%～15%的价格卖给公司，合作社
当年增收 20 万元，茶叶种植户每户年增收
3000 元。今年，白云村集体收入预计可达到85
万元。
　　村风村貌也不含糊。白云村街巷硬化、夜
间亮化、村庄绿化、自来水入户、三线入地、
雨污分流、污水处理等基础工作全部完成，党
群服务中心、文旅服务中心、医疗卫生中心、
养老服务中心等服务功能齐全，乡村大舞台、
党建文化广场、小草学堂、篮球场、健身广场
一应俱全。通俗易懂的《白云公约》引领乡村

善治，“美丽庭院”建设超过80%。
　　“我心中的李二嫂，是一个敢作敢当，追
求真善美的人，在70 多年后的今天，她在产
业发展、人居环境、‘美丽庭院’建设中也一
定敢于较真、善于作为。”说起《李二嫂说
媒》《李二嫂调解》《李二嫂新传——— 白云山
前采茶忙》的创作构想，高兴镇妇联主席、白
云社区党总支书记丁颖这样认为。
　　“《李二嫂改嫁》越咂摸越有味，《李二
嫂新传》这出戏我们越唱越带劲。”组建于
2018 年的“向阳村李二嫂庄户剧团”是参与高
兴镇“一年一村一场戏”文化惠民演出的主力
剧团之一，一年大大小小的演出一百余场。是
团长，也是向阳村村民的张念海告诉记者，他
们演出的剧目，除了经典的吕剧《李二嫂改
嫁》，也有《清歌行》《富村里的穷书记》
《李二嫂新传——— 白云山前采茶忙》等新剧。
　　“乡村要振兴，乡村文化就要传承与创
新。这几年，眼看着我们的乡村一年一个样，
眼看着各级对文化越来越重视。所以只要我们
能唱，就会把李二嫂这出戏一直唱下去，把当
下乡村振兴的好故事、把乡村新风正气唱出
去。”张念海表示。

　　□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郑丽娜 史发启

 　走进日照华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日照华泰”）高端纸数字化车间的特种浆纸
生产线，卷纸机密切配合自动造纸机的生产节
奏，将源源不断产出的纸带卷成齐整厚实的
纸卷。
 　“我们先后投资约2 . 15 亿元进行数字化
改造，仅生产设备数字化便投资 1 . 2 9 亿
元。”日照华泰董事长孙曰平介绍。近几年，
该公司不断加快生产车间的数字化改造升级进
程，通过智能装备联网、设备数据直采，自动
生成大数据管理报表，制造过程数据实时监
控，日均产量从原先的每人 35 . 55 吨增长到
53 . 33 吨，生产效率提升50% ，运营成本降低

60％，产品不良率降低20％，总体库存减少
10%。去年9月，日照华泰牛皮纸数字化车间
获评省级数字化车间。
　　近年来，莒县坚持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为主线，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
快融合，加大智慧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力度，为
产业发展点燃“数字引擎”。
 　7月28日，山东省数字经济“百城牵手万
项”活动首站在莒县举行。活动现场，浩宇集
团有限公司、海汇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数字
化生产场景惊艳亮相，日照华泰与浪潮通用软
件有限公司工业数智化转型、浩宇集团有限公
司与山东宜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物流一卡
通等8个数字化项目集中签约。
 　据介绍，该活动旨在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应
用前景和增长潜力，以数字经济项目招引、建

设为重点，计划集中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面
向全省、全国征集遴选数字经济优秀数字产
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定期发布导向目录，通
过供需对接、滚动入库、打造标杆等形式推介
重点项目，推动万余个数字经济项目在全省
136 个县（市、区）落地，增强数字经济项目
招引意识，提升数字经济项目实施达产的能
力，促进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次与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合作实施
生产车间的数智化转型，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深
入打造自动化、集成度更高的数字工厂。”孙
曰平介绍。
　　为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在全县多点开花，
莒县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
化三个方面梳理出36 个数字化场景清单，加
力提速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深度融

合；出台《莒县振兴工业扶持办法》《莒县招
商引资项目扶持暂行政策》专项奖补政策，以
“真金白银”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先后建
设华泰工业互联网平台等3个市级工业互联网
平台，培育金禾博源数字化分装仓储应用场景
等2个市级典型应用场景。今年，莒县成功入
选全省数字经济“晨星工厂”试点县（市、
区）。
 　与此同时，莒县在民生项目上也加快实施
数字化转型升级，让群众感受数字生活的便
利。莒县交通运输局联合该县公交集团探索搭
建“城乡公交+AI 路巡智检”农村公路智慧养
护系统；建成投用城乡供水一体化智慧水务管
理平台、城乡智慧公交惠民平台等一系列数字
化民生服务平台，让市民畅享更多数字化智慧
生活。

乘风数字经济 赋能高质量发展

莒县为产业发展点燃数字引擎

李二嫂新传

  □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任佳佳

 　近日，在日照经开区的日照奎山体育中心
体育场内人头攒动，2023 年“天天有岗位，
月月有招聘”第 10 场专场招聘会在这里举
行，来自日照经开区的用人企业和来自日照各
地的求职者齐聚一堂。
 　“今天共有28 家企业参加招聘会，提供
就业岗位 54 6 个，报名参加招聘的 20 0 多
人。”日照经开区党群工作部人才开发与公共
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李强介绍。
 　不同于以往“用人单位摆摊，求职者投简
历”的招聘形式，本次招聘会采取企业与求职者

“面对面”的方式进行。求职人员按照报名编号，
依次上台介绍；用人企业的招聘负责人围坐在
台下，不时在报名表上圈圈点点。台上求职者侃
侃而谈，台下用人单位认真倾听，这是一场企业
与人才“双向奔赴”的盛会。
 　“用工企业列出岗位‘订单’、求职者根据意
愿现场‘选单’、管委举办招聘会‘买单’的方式，
让我们在短时间内更加全面地了解求职者的基
本情况和专业技能，不仅节省时间，还提升了招
聘成功率。”前来参加招聘的山东双港活塞股份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徐榕表示。
 　岗位天天有，招聘会月月开。今年以来，
日照经开区着力搭建人才和用工平台，通过精
准对接市内外和省内外大中专院校、人力资源
公司，开展线上信息共享，实现才岗一键匹
配、政策一网兑现，叫响“天天有岗位，月月
有招聘”招工引才特色品牌。
 　“我们在广泛了解企业引才和用工需求的
基础上，创新招聘方式，在企业门前开起‘不
落幕的招聘会’，更好地服务园区企业招才引
智。”日照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分管日常工作的
副部长张文军说。
 　春节过后，面对企业旺盛的用工需求，日
照经开区开展一系列调研活动，通过走企访
岗，摸底调查，完善企业用工需求、求职需
求、人社服务专员“三张清单”，建立企业用
工动态需求台账。向全区413 家重点企业选派
108 名服务专员，通过人才服务专员“一对
一”的联系，跟进重点企业用工常态化服务调

查，提供针对性服务。
 　根据企业用工动态需求清单，在学校、社
区、村居服务群进行定向推送。通过短信平
台、微信联系，向驻日照的大中专院校、高校
毕业生定向发布招聘会邀请，整理形成重点群
体求职登记表，完善区内求职人员数据库。
 　“我们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发布
招聘信息，提前把求职应聘的毕业生按照专业
以及求职方向进行汇总编排，并把带有学生简
历的求职表发给招聘企业，提高人岗匹配的精
准度。”李强介绍。
 　为实现“天天有岗位，月月有招聘”，日
照经开区还创新开展“就业援助月”“直播带

岗”“视频双选”“云宣讲”等线上招聘活
动；探索“厂中校、校中厂”联合培养模式，开展

“送岗入校”“学生进厂”等校企对接活动；针对
企业实际需求和特点，开展“定制”招聘，先后为
采埃孚汽车安全系统（日照）有限公司举办专场
招聘会；为海星针织组建急需用人招聘微信群；
为科睿特控股（山东）有限公司召开用工需求座
谈会，组织60 余名求职者赴企业实地参观、面
对面沟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20人。今年以来，
该区通过各种形式，为300 余家企业招聘员工
4600 人。其中，举办招聘会10场，为269 家企业
解决用工2709人。
 　招工引才的同时，日照经开区积极回应企

业需求，“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稳生产扩用工，为
经营主体减负纾困、稳岗扩岗。通过免报直发、
数据比对的方式，为中厦海运（山东）有限公司
等95家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17 . 4 万元，惠
及企业职工 116 人；发放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23 . 3 万元，惠及企业职工172人。
 　此外，日照经开区不断优化创业环境，促
进创业带动就业，重点解决创业者“缺资金、缺
场地、缺氛围”等问题，为42人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796 万元；落实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暨“日岗
贷”政策，助力实体经济和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
稳定和扩大岗位，通过大数据比对，向中国银行
等金融机构推荐初审企业70余家。

日照经开区打造“天天有岗位，月月有招聘”品牌

企业门前开起“不落幕的招聘会”

“政务云外卖”下单 足不出户“居家办”

岚山港区首次出口

大批量工程车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张守军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日照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获悉，莒县在青岛退役军人驿站揭牌，这是日照市
首家在异地设立的退役军人驿站。
　　据介绍，该驿站依托青岛莒县商会和流动党支
部打造，创新“党组织+退役军人驿站”服务新模
式，开展莒县籍在青岛工作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
作。本着“先近后远、先省内后省外、稳妥推进、
分批建设”的原则，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打
造更多异地驿站。年内，计划在省内建成退役军人
驿站3家，到2025年底建成11家。

日照市首家

在外退役军人驿站揭牌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陈一令 艾依飞兰·甫拉提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为深入贯彻《地名管理条例》，
提升道路命名体系科学化水平，推动全市新生道路
命名更好传承历史文化、体现时代特色，日照市全面
启动市、县、乡、村四级道路命名采词库建设工作。
　　日照市民政局印发《关于在全市分级建立道路
命名采词库的通知》，在全市各区县（功能区）、
乡（镇、街道）、村居进行全覆盖采词，年内完成
采词3万条目标任务。该项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共
聘请文史、教育界专家学者63 人，招募社会工作
者、文化志愿者150 余人，共有17个社会组织、 50
个社会工作站参与采词。
  目前，已经完成采词2万余条。采词工作完成
后，将为日照市未来10 年的道路命名提供足量的
采词储备。

市县乡村四级道路命名

采词库建设启动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龙锋 振霖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种子管理总
站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省人大代
表、日照市人大农委委员常彦磊，一
位是日照农业战线的老科研工作者李
玉华。他们此行专程送来了一封感谢
信和一面锦旗，对该站积极推动旱稻
新品种试验工作表示感谢。
　　感谢信背后的故事还得从常彦磊
的一条建议说起。
　　从 2002 年起，日照市农科院研
究员李玉华一直在旱稻新品种培育领
域深耕，先后培育出 17 个节水抗旱
的新品种，其中“鲁旱优9号”试验
亩产达548 公斤。但因为山东省内没
有旱稻区试，迟迟无法试验推行，年
近70岁的李玉华对此非常焦急。
　　去年12 月，当选省十四届人大代
表后，常彦磊在走访中了解到李玉华
的情况，便于今年省两会期间提交了
《关于在我省推广旱稻新品种，助力农
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对此，省人大农委、省农业农村
厅指定专人予以督办；省种子总站了
解到常彦磊的建议后，第一时间与其
取得联系，并对常彦磊提报的信息进
行了实地调研核对。同时，省农业农
村厅又积极组织水稻育种专家、科研
机构、育种企业等对我省水稻审定标
准进行全面修订，于2月16日向社会
公布公开征求意见，新修订的《山东
省水稻品种审定标准》已于3 月 1 日
正式实施。
　　“修订审定标准是前置条件，我
们将积极搞好后续服务，按照程序和
要求做好旱稻的区试工作，也期待李
玉华的新品种能顺利通过试验。”省农业农村厅种子
管理总站张承毅表示。
　　目前，在常彦磊的牵线搭桥下，李玉华正与上
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山东农科院湿地农业与生
态研究所、济南市农科院等有关单位合作，积极推
进日照旱稻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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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王洁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从日照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近日省乡村生态振兴工作专班印发《山东省乡村生
态振兴典型案例（第一批）》名单，日照市五莲县
窦家台子村、岚山区西赵家庄村名列其中。
　　近年来，日照市大力实施乡村生态振兴，在农
村生活污水、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和农村饮用水水源
保护、旱厕改造、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垃圾无害化
处置、秸秆综合利用、农业绿色发展等8个方面优
化乡村环境，基本解决了农业农村突出的生态环境
问题，农村环境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两村庄上榜

省乡村生态振兴典型案例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亚楠 飞达
  王子浩 报道
  7 月30 日清晨，有着
80 年历史的岚山渔文化
节在日照市岚山头街道各
村居如期举行。活动现
场，渔民们载歌载舞，给
古老的祭海活动平添了新
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