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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段婷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进一步强化先导后办服务、
健全审前服务标准体系，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在办
事过程中为查清“谁能办、在哪办、怎么办”
而面临的多头问、多头跑等难题，济南高新区大
力推广“零基础”办事指南。
  该指南以“情形化问题”为单位，对事项办
理的适用条件、所需材料、业务规则、审查要点
等内容进行全量精细化梳理，通过随手可及、口
语化的办事攻略，实现全景式办事问题解答。
  济南高新区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进行结构精
简化梳理，开展情形化拆分、场景化分类、图谱
化展示等“三维解构”工作，推出情形导图、必
备材料清单、关键审查清单及高频问题解答清单
等“一图三单”标准化工具。首批推出企业设
立、食品药品、医疗卫生、医疗器械、城市管理
等领域60余项“一事一攻略”。
  办理业务的企业群众无须掌握专业知识，只
需对照自身实际情形，即可精准匹配所需材料清
单，大幅提升办事材料准备的准确性与效率，推
动事项办理一次通过率显著提升。

济南高新区推广

“零基础”办事指南

  □记者 孙业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为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
领域营商环境，济南市槐荫区通过实施“六大举
措”，让广大老年人和养老服务机构切实享有更
加优质、务实、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简”，落实养老机构登记后即可开展服务
活动，设立民办养老机构在区行政审批局办理登
记；“放”，支持公建养老机构委托具备一定资
质和专业养老服务能力的社会力量运营管理，目
前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和敬老院均实现委托运
营，公建民营率100%；“建”，通过配置护理床
或按规定比例配备养老护理员、无障碍建设、配
备辅助器具的方式，加强护理型养老床位建设，
目前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90%。
  “延”，推进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建设农村互助照料设施农村幸福院，提升养老服
务设施覆盖率；“助”，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开展
老年助餐服务，完善城区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布
局，以步行15分钟为半径，改造提升社区老年助
餐站点40处；“扶”，落实建设补助和运营补
助，推进养老机构和设施享受水电气居民价格和
税费优惠。

槐荫区“六大举措”优化

养老服务领域营商环境

  □记者 孙业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为促进中医养生技术
“进万家”，济南市天桥区在药山公园举办中
医药文化市集活动，为辖区居民带来中医特色
诊疗服务、适宜技术体验、药事服务、中医药
文化传播、中医生活化体验等服务。
  来自省立三院康复中心的专家团队开展了儿
童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检查、中医药干预指导
和体态矫正服务，同时向家长普及中医药健康知
识。区级中医养生技术推广基地药山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将“中医养生技术进万家”活动融入市
集，向现场群众教授中药足浴、穴位按揉等简便
易学的中医养生技术。
  此外，中医生活化馆、社区机构、中医医院
创新传统中医服务方式，围绕现代人群健康需
求，研发推出了清源药膳减脂餐、药膳馒头、玫
瑰桃胶轻乳、健脾祛湿茶、参苓薏仁膏等药食同
源产品，现场大受追捧。
  下一步，天桥区卫生健康局将进一步活化运
用药山中医药资源，构建更加丰富多元的中医药
健康服务场景，不断提升群众中医药获得感、满
意度，持续擦亮“扁鹊故里”中医药文化名片。

天桥区构建多元

中医药健康服务场景

聚焦乡村振兴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姜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6日，2025济南·莱芜桑蚕
产业生态体验季活动在济南市莱芜区寨里镇桑园
公社启动，进一步打响当地桑蚕文化与特色产品
的知名度。
  “眼下正是早熟品种‘红果’‘大十’的采
摘旺季，周末能接待游客近500人次。”桑园公
社总经理安丰刚介绍，这片占地200多亩的桑蚕
产业园，通过“研学观光+深加工”的模式，去
年蚕丝被、桑叶茶、桑葚酒、桑芽礼盒、桑葚干
红等系列产品销售额突破890万元。
  近年来，寨里镇构建“立体种养—加工—文
旅”全产业链。该镇党委书记秦胜玉介绍，他们以

“宜居宜业、农桑寨里”为定位，引进高产桑树品
种、蚕种，年养蚕8000张、产鲜茧480吨；年销售
蚕丝被超5000床，并开发桑葚酒、霜桑茶等衍生
产品；打造青禾民宿、桑蚕丝绸文化科教体验馆
等场景，年接待研学游客1.5万人次。去年桑蚕
产业产值1400多万元，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寨里镇深耕“一株桑”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 本报记者 段婷婷

  作为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济南市历城区
港沟街道近年来紧扣“农文商旅”融合发展主
线，以“全域皆景区”为破题思路，依托港九
路、经十路交通主轴，统筹生态禀赋与产业规
划，有效整合港九美丽乡村先行区、宏济堂中
医药文化景区、济南融创文旅城等核心节点，
串点成线、织线成网，多维度链接各类资源，
打造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
的文旅产业矩阵，全力构建全域全景旅游新
格局。

四方通道链接城乡资源

  立足北城南乡的区位，港沟街道打造交
通筑基、资源整合、品牌塑造、宣传创新四
方面城乡融合通道，助力“农文商旅”深度
融合。
  4月30日，改造后的港九路全线通车，沿
线种植5000余平方米的福禄考、格桑花，往昔
“搓板路”变身亮丽风景线。港九路串起9个
行政村超10万居民，成为带动产业升级、促进
农民增收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沿线9村

集体收入已超2400万元。
  畅通交通“硬链接”的同时，港沟街道构
筑产业“软链接”，依托港沟商会，搭建“港
链惠”产业赋能平台，整合33家文旅产业链企
业，构建多元业态的产业生态圈，目前已促成
50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拉动文旅消费300
万元。
  另外，港沟街道深挖香椿、石榴、小米、
金蝉、山楂等农产品优势，打造“港港好”公
共品牌。截至目前，销售额已近300万元，成
为特色“金名片”。同时，推出视频号“港港
好”，开设“风物”“人物”“向荣”“纪
年”四个板块，通过创新宣传实现引流破圈。

三条线路链接文旅“明珠”

  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全国森林康养
基地试点2个，省级美丽乡村5个，国家4A级旅
游景区2家……港沟街道将文旅资源穿珠成
链，设计港九乡村游、力诺—宏济堂工业游和
融创商圈都市游3条特色路线，打造集田园风
光、工业体验、都市潮流于一体的近郊休闲游
目的地。
  激发乡村游活力。打造“港九路”济南乡

村旅游金街，开发“静心宿集”民宿项目及
“呼啸谷”户外探险运动主题公园项目，开展
韩仓河综合整治。构建“一村一品”特色乡村
游，布局石庙石榴休闲采摘园、燕棚梨园、桃
科桃园等现代种植园，与山水自然景观串联成
四季游线路。其中，芦南村“五一”假期，接
待游客1.2万人次，总营收超60万元，同比增长
超100%。
  点燃“工业游”热度。推动宏济堂中医药
国家4A级旅游景区，推出深度游和个性游。其
中，药膳制作、中药香囊手工等深度游项目深
受游客喜爱，定制化服务收入占比35%。
  丰富“都市游”内涵。依托融创文旅城，
联合融创乐园、海世界、水世界、酒吧街等业
态，打造“全时体验+全域联动”都市游体
系。推出冰雪主题乐园、非遗市集等多种项
目。“五一”假期，融创文旅城接待近40万人
次，其中融创乐园接待人数近17万人次，同比
增长22%。

三项“文旅+”链接超级生态

  港沟街道以融合创新为驱动，通过“文旅
+赛事”引流消费、“文旅+研学”延伸链条、

“文旅+科技”升级体验，形成“流量聚客—
业态增值—产业升级”的生态，推动文旅产业
向多元化、智慧化跃升。
  今年4月19日，2025穿越火线职业联赛春
季总决赛在济南融创国际体育中心开幕。比
赛期间融创商圈单日最高接待1.2万人次，带
动关联消费72万元，同比增长132%。这是港
沟街道以赛引流，激发消费新动能的一个缩
影。依托辖区载体，街道年内已举办省级以
上赛事4项。
  同时，港沟街道将“研学游”融入乡村游
和工业游。在芦南村诗酒田园省级研学基地，
开发林场植树、非遗手作等特色课程，年内承
接460次研学活动。依托宏济堂中医药研学基
地，推出“模拟看病—中药认知—五步拳教
学—阿胶熬制—君子礼习学”阶梯式课程，接
待研学团队量同比增长45%。
  另外，港沟街道用科技赋能文旅。融创
文旅城《梦回西楼》实景演出，集成了水幕
光影、激光特效等数字技术，构建沉浸式体
验场景。宏济堂景区建成5G智慧旅游指挥平
台，引入低空飞行器等新型设施，形成集文
化体验、健康养生、科技互动于一体的新型
文旅业态。

依托交通主轴，打造文旅产业矩阵，历城区港沟街道：

文旅“超链接”激活全域旅游新生态

  □ 本 报 记 者  赵国陆
    本报通讯员 刘召岳 孙中正

  “老话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我们
把全部身家放在了这21万羽鸡上。”在济南市
章丘区相公庄街道辛家庄村，创始人张亮和李
瑞鑫承包了一座山头，创业养鸡，每天19万枚
鸡蛋销往济南、青岛等各大城市。
  6月10日，记者走进鸡舍，灯火辉煌，26℃
恒温，一枚枚新鲜的鸡蛋通过130米长的传送
带，自动打包。可直接生吃的鸡蛋则还要泡
“热水澡”，烘干，封油涂蜡，过“X光机”
挑坏蛋，杀菌，喷码……全自动化生产线，21
万羽蛋鸡由李瑞鑫一个人养。
  9日上午，在绿创国家级科技小院的蔬菜
大棚，大批游客正在采摘西红柿。“这是我们
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搞的菌菜轮作科研项
目。”企业负责人宋晨晨介绍，每年种一茬灵
芝菇，元旦前采收后菌棒入土作肥料，再移栽
西红柿。一季菌一季菜，土壤“休耕”，种出
来的西红柿品质高、口感好，产量提高了10%

左右，每斤卖到10-15元。55岁的番茄“老把
式”肖端民和山东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张颜团
队一起试验，张颜的三名学生轮流驻扎在村
里，创新应用富氢滴灌、无垄栽培等一批新技
术，“论文写在田间地头”，给高效农业带来
了甜头。
  通过与高校、省市农科院的专家合作，宋
晨晨把358亩园区打造成“猪沼菜果”循环农
业模式，销售以采摘+配送为主，年营收1500
万元。
  在章丘区文祖街道西王黑村的山东三生万
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刘书程、聂阳、张金三
人从山东农业大学菌物资源与利用专业硕士毕
业后，把小蘑菇做成了大产业。无菌车间内，
工人正忙着接种赤松茸，将液体菌种注入菌袋
后，送入25℃恒温冷库，大约35天后就可以销
售给种植户，而传统的固体菌种需要2个月左
右。“我们是自己研发的液态菌种，在全国只
有少数几家企业能做到。”企业法人刘书程介
绍，目前年产300万袋赤松茸、羊肚菌等珍稀
食用菌，供应全国各地的蘑菇种植户。

  垛庄镇四角城村紧邻七星台风景区，仅有
300多人的偏僻小山村近年来发展出十几家民
宿。这源自一名80后“新农人”——— 若谷山居
创始人白文涛。十几年前，白文涛被大山、星
空吸引，从城市来到村里创业，为了做好民宿
先后15次到浙江莫干山学习，不断创新，丰富
业态，水泥管道艺术民宿、木屋民宿、海草房
童话民宿、房车民宿等配套森林餐厅、度假营
地、音乐酒吧，为城市人群提供不一样的乡村
生活。在他的带动下，七星台周边已经形成了
一个民宿集聚区。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如何突破乡村产
业基础薄弱、资源条件有限、高端人才“引不
进、留不住”的困境，形成“人才带技术、技
术促产业、产业育人才”的良性循环？章丘区
持续实施乡村人才“磁聚计划”，不断拓宽乡
村人才招引路径、夯实产业人才发展载体、营
造人才干事创业良好环境，鼓励涉农人才涌向
乡村产业一线，为乡村产业升级注入源头
活水。
  张亮回忆，2020年辞职后准备到农村养鸡

创业时，跑了很多地方选址，在章丘区相公庄
街道，他看好的一块地因为土地性质无法搞养
殖，干部主动帮他对接推荐了辛家庄村的一处
荒山，几天后就签约落地。当地派专人帮着跑
手续、找资金，修了环山路等基础设施，最缺
钱时，一次性给予500万元的乡村振兴项目资
金扶持，至今累计达到1000万元。他对口帮扶
22个村，每年发放分红78万元。
  刘书程三人本来在外地创业，文祖街道的
种植户去学习菌菇种植技术，街道负责人发现
这个产业与本土资源相契合，几乎是“三顾茅
庐”将整个人才团队挖回来。如今不但周边农
民放心大胆地靠种蘑菇赚钱，还向下游产业链
延伸，新建深加工车间，向三产融合要效益。
  近年来，章丘区累计回引优秀乡村创业人
才500余人，扶持优质乡村人才项目170余个，
培养入选齐鲁乡村之星40人、海右乡村振兴人
才90人，先后培育4家国家级科技小院、31家市
级科技小院，为6000余名创业人才发放创业贷
款近10亿元，带动就业1.3万余人，产业、人才
同频共振，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回引优秀乡村创业人才500余人，扶持优质乡村人才项目170余个，章丘区———

产业人才同频共振 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 本报记者 赵国陆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这是
上周末济南市民李明在玉符河畔露营时发的一
条朋友圈。“躺在帐篷里，听着水流和蛙声，
大自然带来的松弛感，太疗愈了！”玉符河源
自卧虎山水库，前些年还是一条“靠天吃饭”
的季节性河流。近几年经过治山理水、显山露
水，玉符河沿线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草丰
美，吸引了白鹭、野鸭等鸟类落户，进而引来
了大批露营休闲的游客。
  近年来，济南市市中区围绕“生态流量”
如何变为“经济增量”下功夫，一条玉符河带
来了破题思路。
  党家街道宅科村处于玉符河上游，今年
“五一”才营业的不觉晓·玉符河露营地一炮
而红，村口电动摆渡车马不停蹄地来回穿梭，
依然有游客排队等候。据营地负责人王彦翔介
绍，每到假期和周末，日均接待量超过2000人
次。十几个人的小团队，从宅科村租赁了37亩
林地，利用荒坡、林下空间，打造了露营地、
无动力乐园、萌宠乐园、霍比特小屋等年轻
人、亲子家庭喜欢的项目。节假日接待散客，
工作日以团建为主。“生态环境好，离市区
近，不愁客流量。”王彦翔说。
  “我们不卖咖啡，卖的是空间和情绪价
值。”不远处，“南岸花园”主理人熊迪黎正
忙着接待旅拍客户，一间落地窗咖啡屋，一圈
木栅栏，搭配高饱和度花卉，不起眼的小院子
因为“出片”而成了“网红”。这名女老板看
中了玉符河的“流量”，学习南方的乡村咖啡
店，在河边为视频、照片等提供内容创作
空间。
  30岁的王官豪精心打造的“森林里”露营
地项目已经接近尾声，这名年轻人到重庆、西
双版纳等地考察学习之后，来到玉符河边创
业，租了村里的10亩地，改造原有的民房院
落，利用唱歌这一特长，准备在玉符河畔组织
篝火晚会、乐队驻唱、小型演出等活动，把夜
生活丰富起来，搭配水果采摘、特色农家餐饮
等常规业态。
  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与宅科村隔河相望
的寨而头村，几座利用闲置民宅改造的共享办
公院落、民宿小院初具雏形，一家创意中心准
备在这里创建“数字游民社区”，为职业青年
在风景如画的乡村提供工位，“工作不上班，
边休闲边挣钱”。

  新玩法新业态给村落带来新变化。土屋
村党支部书记佘文松回忆，以前沿河村庄以
种植、养殖等传统农业为主，农民的腰包很
难鼓起来。近几年，沿河村庄成立玉符河联
合党委，积极探索新产业，引进新人才，带
来新项目。废弃的养殖场改成了文创园，供
城市的孩子研学、体验农耕文化；蔬菜大棚
通过直播带货，变成了网红家庭农场；露营
地、跑马场等新型业态纷纷在河边落地。村
民从“站着看”到“跟着干”，搞起农家
乐、采摘园、垂钓园、卡丁车……靠着家门

口的好风景，就能换来“好收成”。比如，
原来玉米收获之后按斤卖，现在夏季就掰了
按个卖给游客。
  玉符河近年来持续实施生态补源，沿河植
树造林打造绿廊，环境不断改善提升，水草、
鱼虾、鹭鸟等生态系统恢复起来。绿水青山为
山村引来流量，一条小河因“生态流量”而
走红。
  市中区因势利导，建设“玉符泉源”泉韵
乡居和美乡村片区，将“生态流量”转化为
“经济增量”。在建设现场，市中区农业农村

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云告诉记者，目前继续
提升沿线生态风貌，做好交通、停车等配套服
务，让游客愿意来、玩得好，同时探索创新运
营机制，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积极参与，村民
有收益、得实惠。
  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市中区委
书记鞠正江表示，按照“休闲+微度假”功能
定位，优化片区业态，统筹山、河、林、田、
村等资源禀赋，深度挖掘玉符河沿线生态文化
资源，加快农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参与样板区
运营，促进村集体和村民持续增收。

让“生态流量”变“经济增量”，济南市市中区———

一条玉符河绿两岸富一方

□记者 赵国陆 通讯员 孙化鹏 报道
  风景如画的玉符河，带来了富民新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