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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即墨

组建8个服务专班，每个
重点项目4名服务专员——

48个重点项目
享受金牌服务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涛
通讯员 李嘉赞

“项目建设进度如何？”“还有哪些需要协调解
决的困难？”“这是‘金牌团队’服务一张图和所有
专员的通讯录，如果在审批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
都可以联系我们。”……在香港穗禾集成房屋智造
项目施工现场，即墨区服务保障重大项目“金牌团
队”联络员郭玉成一边与项目负责人交流，一边在
笔记本上记录下反馈内容。

位于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的香港穗禾集成
房屋智造项目施工现场，吊车、塔吊、混凝土泵
车马力全开。“项目已经完成土建基础施工，将
于年内正式建成投产。”项目施工方负责人说。
该项目是 2024 年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 1.5 亿
美元，主要建设智能化集成房屋生产基地，生产
可移动折叠房屋、办公室等产品，主要出口美
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建成后预计实现年产
值 11 亿元。

前期走访过程中，“金牌团队”得知项目办理
手续时间紧迫的情况后，立即启动“专员吹哨、专
班报到”工作机制，相关服务专班协同联动、密切
配合，仅用1天就为其核发施工许可证，保障了项
目及时开工建设。

即墨充分发挥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协同联动作用，由区行政审批
局牵头行政审批服务系统成立区级“金牌团队”，
将省、市、区三级重点建设类项目纳入“金牌团队”
服务范围，按照“全程跟踪、紧盯需求、专员跟进、
专班服务、协同联动”的服务原则，优化项目服务，
协调解决难题，全力保障重大项目早开工、早竣
工、早见效。

“我们的‘金牌团队’围绕重大项目全链条审
批组建了8个服务专班。”即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副局长赵振刚说，同时强化部门协同、区镇联动，
为每一个重大项目配备区、镇街及功能区两级 4
名服务专员，全力提供全过程、定制化、个性化审
批服务，重点解决难点堵点问题。

不断优化持续向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
活力的源动力。今年以来，即墨区结合“金牌团
队”服务，进一步完善常态化服务机制，做到“政策
送上门，服务找上门”，推动重大项目“提服务、提
效能、提速度，促落地、促审批、促开工”。截至目
前，“金牌团队”已到 48个重点项目现场问需求、
送政策、解难题。

今年年底城区绿地率将达
到4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到15平方米

即墨以“绿”惠民
打造“公园城市”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涛
通讯员 高文莉 张清美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感
受春光，享受春日浪漫。近日，即墨区市民王敏惊
喜地发现，每天必打卡的盟旺山公园悄然发生了
变化，“樱花、海棠等大型绿植更多了，还设置了文
化长廊等设施，真是越来越靓了！”

据即墨区市政和园林环卫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王康介绍，按照“因地制宜、一山一策”的原则，盟
旺山公园以山体恢复、生态修复为重点，除了增绿
补绿恢复山林生态，还着力完善山头公园基础设
施，为市民打造生态氧吧，满足不同层次全龄段市
民的需求。

这只是即墨区公园城市建设的一个缩影。据
了解，自“公园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启动以来，
即墨区依托公园与林荫廊道，建成了一批集休闲、
健身、娱乐为一体的公共绿地。

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1.38 亿元，建设山头公
园、公园绿地、林荫廊道、滨海绿道等 18个项目，
进一步完善绿地功能，增加城市“绿肺”，推窗见
绿、出门见景，美丽宜居生活，正伴随着明媚春光
迎面而来。

眼下，即墨区营流路北通绿化配套工程正在
紧张施工，这里将建设跑步道、休憩广场、休憩廊
架、儿童游乐场地等设施，打造成为一处综合性户
外休闲活动场所。据工程负责人衣服波介绍，乔
木、灌木部分种植已经完成 60%，3月底绿化部分
将全部完成。接下来要进行园路、步行道、滨水平
台、林荫广场的土建部分和路面硬化施工，所有的
工程将在6月底全部完成。

“积极推行‘公园+运动健身+科普教育+停车
场+生态景观’等多种建设形式，加快从“城市中
建公园”到“公园中建城市”的转变。”即墨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园林科副科长刘伟宏说，到今年年
底，即墨区城区绿地率将达到41%，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 15 平方米，初步实现空间渗透、功能复
合、业态多元的公园城市场景。

城市更新更美

产业先行，重点打造七条
特色产业链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即墨区坚持以高质
量发展、绿色发展和融合发展为主线，全力推
进乡村产业振兴。

环境嘈杂，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
这是人们对传统养鸡场的印象。而在即墨
金口镇的田瑞公司，却是另一番场景：走过
蜿蜒的石径，前方就是一座智能化养鸡场，
密闭式的鸡舍里，母鸡们正享受“贵宾”待
遇，一边散步一边听着音乐；鸡舍下方，一排
排鸡蛋通过自动化设备有序传送，经过清
洗、分拣、裂纹检测、杀菌、包装等程序，从这
里销往各地。

“用自己的设备养自己的鸡。”这是田瑞长
期坚持的一句口号。公司不仅鸡养得好，还注
重科技研发：全国首创 6 列 12 层立体养殖技
术，一套高 13 米占地仅 1800 平方米的“超高
层”蛋鸡自动化养殖设备，单栋可养殖15万只
蛋鸡，只需要1名饲养员。“这套全自动养鸡设
备对鸡笼加高加宽，每只鸡的活动空间是普通
自动化鸡笼的两倍，蛋鸡在里面可以自由走
动。”公司工作人员说。

不仅如此，公司还加大培育壮大新业
态，打造了全国首个“蛋鸡文化”主题科技馆，
形成“蛋鸡养殖”+“全自动设备研发生产”+

“科普教育”+“生态观光旅游”的发展新模
式，被评为“新六产”示范企业和“省科普教
育基地”。

畜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肉蛋
奶是百姓“菜篮子”的重要品种。田瑞 6列 12
层数字化蛋鸡养殖舍国内唯一，派如科技猪舍
智能环境控制系统全国领先，牧原“六层立体
智能化”养猪场北方首例，奥特奶羊厂是全国
唯一一家崂山奶山羊原种场……即墨区结合
自身资源，加速推进畜牧业结构调整，积极打
造特色鲜明的畜牧业养殖项目，推进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

每年的 12 月份，位于即墨灵山街道的中
草药种植基地就会迎来丹参丰收季。依靠中
草药种植，曾经的经济薄弱镇闯出了一条土地
规模化、产业园区化、人口社区化的振兴之
路。如今，灵山中药材基地面积已近 2 万亩，
种植有丹参、黄芩、金银花、防风、板蓝根、决明
子等中药材，年产值突破亿元，带动12个村集
体增收 400余万元，2000余名工人年均增收 3
万余元。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青岛市大力实施
现代种业提升工程，聚力打造“国际种都”。作
为国际种都核心区，即墨移风店镇先后引进荷
兰瑞克斯旺、韩国农友、青岛硕丰源等一大批
种子头部企业，扶持德龙种子研发中心、青岛
地平线蔬菜专业合作社等本土种业研究，全域

具备 500 余种蔬菜种子产能，170 个种子品种
在农业农村部登记，年销售额达 6 亿元，在种
业发展上走出了“移风之路”。

近年来，即墨区特色产业得到长足发展，
重点打造了农产品批发、畜禽、水产养殖加工、
蔬菜、中药等 7 条特色农业产业链，有力推动
了全区产业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

环境提升，擦亮乡村振兴
“美丽底色”

“以前，房前屋后堆满了杂物垃圾，经过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如今既能当菜园种蔬菜
吃，又可以当小花园赏景，感觉非常惬意。”记
者采访中，即墨区段泊岚镇毛戈庄村村民刘
伦岳说。

毛戈庄村的变化得益于即墨区创新推出
的“一米菜园”建设行动——鼓励村民利用房
前屋后的“四旁”空地打造可食可赏的“一米菜
园”，塑造美丽乡村“微景观”，既方便自家生
活，又提升了村容村貌。全区建成“一米菜园”
4100 余处，覆盖 1.1 万余户村民，盘活利用闲
置土地2万余平方米，有效促进村庄环境提档
升级。

不仅仅是“一米菜园”，结合乡村振兴示范
片区创建、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过程中，即墨区创意打造了“一幅彩
墙”“一片草花”“一条杉道”“一品产业”等“六
大场景”，以“一处美”带动“一片美”，乡村面貌
由表及里、形神兼备全面提升。

其中，“一幅彩墙”，以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为契机，结合各村庄不同
特点，融入村庄历史发展、农耕文化传承、村庄
特色产业介绍等内容，创意立体墙绘扮靓美丽
乡村，一墙一文化，一村一风景，让美丽乡村有
颜值更有气质，提高了村庄整体的旅游吸引力
和文化内涵。

“一片草花”，采取“微整治、细管理、精提
升”的方式抓好人居环境大治理，下足“绣花”
功夫，开展宜种宜绿行动，清理出空闲区域、荒
芜庭院15万平方米，配发花草种子，打造错落
有致、雅致诗意的小景观、小花园。

一时美不算美，一直美才是美。农村人居
环境提升工作不仅要在“硬件”上下功夫，还要
有“软件”保障，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小车”转不停，环境大变样。龙山街道
石源村党支部书记王和顺基本不在办公室
待着，每天只要没事就会骑着电动车满村
跑，为的就是能及时发现人居环境问题并及
时处置。王和顺也因此被村民们亲切的称
为“小车书记”。

在即墨，这样的“小车书记”还有很多。村
党支部书记作为网格长，结合各村实际情况，
制定“六长”定责巡查治理制度，“网格长、街
长、巷长、水域长、田长、户长”定位责任落实到

人，每天收集整理街、巷、水域存在的具体问
题，统筹、协调、解决影响居民生活的关键问
题，攻克村庄重点、难点部位的环境问题。正
是有了这样负责的“小车书记”群体，全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更加深入，不断擦亮现
代化“新农村”美丽底色。

不仅如此，即墨区还健全农村人居环境评
比积分制，配合物质和精神奖励，引导广大村
民人人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同时，鼓励村民成
立志愿者服务队，主动清除房前屋后垃圾杂
草，保持村庄的长效整洁卫生。

示范引领，全力打造10大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桃源河畔，曾经的盐碱地里长出“致富
果”，这片区域不仅有阳光玫瑰葡萄等精品水

果种植基地，还孕育出“蓝村大米”这个知名青
岛农业品牌；位于蓝村王演庄新村的三泉河流
域，清澈的小溪蜿蜒于村庄，两岸小径用石条
铺就，小桥、古亭、门楼，一步一景，古韵盎然的

“古官道”文化重现乡间……
这是即墨“桃源稻乡”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的场景。
从 2021 年开始，即墨区按照每年规划一

批、提升一批的原则，持续打造提升了10个乡
村振兴示范片区，创出乡村振兴“即墨模式”。

4 个片区高端引领。灵山“花乡药谷”获
评省首批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龙泉“莲
花田园”入列市级 10 大重点片区，鳌山卫“茶
香梅谷”成功创建青岛市级田园综合体，移风
店“七彩田园”创建成省乡村振兴示范镇、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全市唯一省级衔接乡村振

兴集中推进区。
4 个片区聚势突破，田横“蓝湾薯乡”、蓝

村“桃源稻乡”、段泊岚“果香柳韵”、金口“凤
祥芹乡”注重都市农业特色，以产业带增收、
促振兴。其中，蓝村“桃源稻乡”重点发展蓝
村大米、精品果蔬等高端优质农产品，“桃源
稻乡八景”串联示范片区节点景观，打造示范
区生态廊道精品旅游线路和“乡野大花园”，
融合奥特莱斯休闲购物及桃源河沿岸文旅拓
展项目，促进农商文旅融合发展和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

2 个片区蓄势聚能，新谋划北安、温泉等
新的示范片区。其中，温泉街道依托天泰温泉
项目和地铁 11 号线的旅游资源和客源优势，
重点打造山里民宿产业、王羲之民俗文化产
业，生态观光园农旅产业等，实施 8 个村庄集
中连片美丽乡村示范村。

在示范片区建设过程中，即墨区坚持投入
与收入并重、输血与造血并行，着眼长效，不断
探索片区管护新机制。如创新“共富”模式，引
导片区内村庄镇村联合、村企联合、村社联合
等多种方式成立共富公司，探索“政府＋共富
公司＋社会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合
作模式，推出“村企共建·村村共富”共建共享
机制，推动实现土地、资本双赢与集体、农民双
增收。

下一步，即墨区将继续以更大力度推进乡
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最终形成省、市、区三级
示范片区分级分类、梯次打造、同步推进、联结
成势的发展布局，串联起全区135个新村连片
起势跃升，有效促进全区农村产业发展、集体
经济增收和农民致富，全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先行示范区。

因地制宜打造7条农业特色产业链，“六大场景”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0个乡村振兴示范区连片发展——

乡村振兴的即墨路径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涛

登临即墨龙山街道担山，放眼望去，漫山植被郁郁葱葱，
山间小路干净整洁，人工湖水清澈见底……多年前这里可不
是这样，山地起伏落差大，村民大多以种植农作物为生，村里
也没有产业。

在农业农村部门和水利部门的指导下，龙山街道围绕担
山区域发展创新思路，引入社会资本，在做好水土保持的基础
上创建科技示范园。如今，园区的新农业开发、教育培训、生
态观光旅游等项目每年创收600余万元，解决农村剩余劳动
力2万余人次；园区周边新建果园1000余亩，果蔬大棚60余
个，各种渔家宴、农家乐等餐饮项目50余户，户年增收2万元。

担山周边区域的变化只是即墨区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即墨区坚持做优现代农业、做美人居环境、做强示范
片区一体推进，综合施策促进共同富裕，加快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先行示范区。一幅产业强、环境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
新画卷正徐徐铺开。

■位于种都核心区的瑞克斯旺科研中心项目。

■“中国
最美乡村”灵
山姜戈庄村
村民在表演
广场舞。

■即墨龙泉“莲花田园”乡村振兴
示范片区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