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姹紫嫣红的“软黄金”
北宅藏红花开出致富路 一亩收入3万元

这里的普法展板“会说话”
市南区持续推进“法治元素满市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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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胶州市铺集镇退役军人服务
站开展了“戎耀西南圆新梦 荣归奋进
再出发”公益性政策宣讲活动，近 20 家
企业和30余名退役军人参加。

活动现场，胶州市政策法规科和税
务局宣讲人员，围绕退役军人帮扶救助政
策及法律援助、合同纠纷、退役军人创业
扶持政策及创业贷款政策、退役军人税
收优惠政策、企业招用退役军人就业税
费减免政策等方面，结合实际典型案例，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了详细解析。现
场宣讲人员还与退役军人进行了一对一
互动交流，解答他们政策咨询和疑问。

“这次活动为我们退役军人和军创
企业提供了及时、专业的法律援助，让
我们全面了解了退役军人创业方面的
政策，而且引导大家尊重法律、学习法
律、运用法律，今天的收获真是非常
大。”一位退役军人代表大家表示。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通讯员 同心圆 辛航

日前，即墨区参与全国碳排放市场
交易的青岛即热集团、青岛新源热电有
限公司两家火电企业，在全市率先完成
第三周期碳排放配额清缴，连续 3 年达
到碳排放履约率100％。

碳排放配额是指重点排放单位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限额，包括化石燃料消
费产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和净购入电
力所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通过国
家碳交易平台记录碳排放配额的持有、变
更、清缴、注销等信息，并提供结算服务。
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工作已成为推动企
业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

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在日常监督
管理过程中，加强对企业填报信息的全面
排查，核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能源消
耗量、购入使用电量等碳排放数据，掌握
辖区碳排放家底。积极指导两家企业制
定《2024年度碳排放履约周期“一企一策”
履约工作方案》，并组织企业相关负责人
参加履约工作培训，为企业在履约前提下
如何提前谋划、节约资金出谋划策，提升
企业的低碳减排意识和业务能力。

近年来，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高
度重视碳排放权交易工作，督促重点行
业企业做好碳资产管理工作，大力开展
发电企业纳入全国碳市场交易、重点行
业碳排放基础数据报送、碳排放权交易资
源储备等工作，利用碳排放权交易杠杆，持
续推进全区企业节能降碳，推动能源结构
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现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推动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和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落到实处。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通讯员 刘海豹 摄影报道

碳排放履约率100％
即墨区在全市率先完成第三

周期碳排放履约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工作人员
对青岛即热集团帮扶指导。

11 月中旬，当秋风吹拂过大地，
朵朵绝美的紫色花朵在风中轻轻摇
曳，宛如紫色的精灵在梯田上翩翩起
舞。被称为“软黄金”的藏红花在崂山
北宅已扎根六个年头。崂山，这片孕
育着无数奇迹的土地，如今又迎来了
令人瞩目的藏红花丰收季，近日已完
成全部采摘工作。

藏红花种植扎根崂山

藏红花自古以来便是传统中医药
的“宠儿”，如今，在各地市场中，藏红
花的价格仍是不菲，一斤价格可达 8
万元。崂山区北宅周哥庄藏红花种植
基地经理王丽介绍，藏红花一年收获
一季，一般为 9月到 11月。目前基地
藏红花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80 亩。今
年每亩产量 300 克左右，预估可以带
来约3万元的产值。“为了保证藏红花
的品质，从种植、浇灌到采摘，全流程
都是纯人工进行的。藏红花的成熟期
很短，从 11月 11日开始陆续绽放，花
期仅有短短一天，全基地的采摘工作
要在一周内全部完成，时间非常紧张，
需要不少人一起忙活。实际上，藏红
花的采摘时间也有讲究，最好要在一
天里阳光最充足的时刻采下花蕊，才
能更好地保留营养价值。”

藏红花喜冷凉湿润和半阴环境，
较耐寒，适宜在排水良好、腐殖质丰富
的沙壤土生长。“2018年，我们就在北
宅街道进行藏红花试种，此前藏红花
最佳的生长纬度大约在北纬37度，和
崂山的纬度相近，再加上山地梯田有
利于排水，自然环境条件也十分优越，
检测发现在北宅种出来的藏红花中西
红花苷的含量比较高，试种效果非常

理想。”王丽介绍道。
2019 年 5 月，北宅街道与北京同仁

堂青岛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合作协
议，周哥庄中草药种植基地项目签约落
地，这是青岛市首个藏红花种植基地。
青岛藏红花种植基地由青岛神农百草中
草药种植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正式
成立于 2020 年。基地占地 210 余亩，分
两期实施，一、二期各100余亩。

王丽告诉记者，作为青岛藏红花种
植基地的改良种植产品，“西红花北宅1
号”，是由青岛藏红花种植基地联合青岛
农科院在原藏红花品种基础上结合崂山
区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经过育种改良培
育出的新品种，此品种花形饱满、花蕊粗
长，烘干后的花丝品质更好、营养成分更
高、市场前景广阔。

“花海效应”赋能乡村振兴

“近年来，藏红花丝作为保健品茶饮
也大行其道，国内无论是医药、保健，还
是染料行业，对藏红花的需求都呈高速
增长的势头。因此种植基地不仅能富裕
一方百姓，还能为崂山风景再增添一抹
亮眼颜色。”王丽说。

在藏红花种植取得丰硕成果的同
时，北宅街道一直致力于以产业带动周
边社区经济发展，将种植基地与周边社
区打造成山东版的生态绿色田园综合
体、中草药种植之乡与中医药治疗康养
小镇。“青岛藏红花种植基地未来将作
为中药材的科研基地，培养中药科研、
种植人才，发展种植技术，为青岛中药
材种植的发展贡献科研力量。中药材
种植基地在市场、科研上取得成功后，
也将进一步吸引更多农户加入，同时创
造更多工作岗位，为周边经济发展注入
一支‘强心剂’。”北宅街道党工委书记
王立园介绍道。

为此，北宅街道持续探索阶梯式、
多元化种植模式，引进了多位中草药种
植技术及研究领域的专家人才，助推形
成产学研三位一体相结合的中草药种植

“崂山经验”。街道针对中草药栽培、病
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多次对种植工人
开展培训，有效提升了中草药种植的专
业能力和栽培水平。几年来，高含量、高
产量、高品质的中草药产品已成为崂山
区又一全新闪亮品牌。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姜丹宁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宽阔的步行道旁，绿意氤氲的草
地上，郁郁葱葱的灌木丛中，与生活息
息相关的民法典知识，汇集公共法律
服务资源的法治地图，让湛山法治文
化广场在法与景的融合中成为市南区
法治文化的“新地标”。湛山法治文化
广场正是市南区“法治元素满市南”工
程的一个缩影。

普法宣传“近在咫尺”

“今年我们联合江苏路街道办事
处打造法律援助普法一条街，这是全
市首个法律援助主题阵地，是让更多
困难群众知晓法律援助的一个新途
径。”市南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道。该阵地以“法律援助与我的一
生”为主线，通过漫画的形式将法律援
助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娓娓道来。

近年来，市南区抢抓城市更新
和城市建设行动契机，将法治元素
融入城市景观，为网红景点、口袋公
园、城市绿道赋予深厚的法治文化
内涵。截至目前，已建成以湛山法

治文化广场为代表的法治主题公园、
广场 17 个，法律援助普法一条街等普
法街 39 处，50 个社区法治文化阵地实
现全覆盖，辐射市南全域的法治文化
阵地集群已然搭建，“15 分钟法治文化
圈”基本建成。

持续加强线上法治文化阵地建设，
推进“互联网＋普法”，打造“法润市南直
播间”，2024年联合7家律所开展普法直
播 21期，点赞量超 6万次；聚焦青少年、
市场主体等各类群体学法需求，定制打
造“小南瓜漫画普法”、暖南“法”宝箱等
线上普法品牌，提供寓教于乐、通俗易懂
的法律解读，“掌上学法”实现法治文化
宣传范围的扩大和效果的提升。

普法阵地“活”起来

在新浦支路，百米普法墙绘铺展开
来，创新融合了青岛著名景点和楼宇景
观的墙绘，让《青岛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
条例》的解读愈加生动起来。风格清新
简约，内容干货满满，为居民带来了别样
的视觉感受和学法体验。

市南区突破传统法治文化阵地的单
向灌输式普法，不断创新阵地宣传形式，

“会说话”的展板、学法跑道、VR互动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层出不穷，在增强
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同时，提升群众
在阵地的体验感和沉浸度，相关工作不
仅受到了群众的广泛好评，更得到了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点赞和上级的认
可。市南区八大湖法治文化基地被评为

“山东省法治文化建设示范基地”，3 个
阵地被评为青岛市法治宣传教育示范基
地，5 个阵地被评为青岛市法治文化建
设示范基地。

阵地是法治文化宣传的固定载体，
固定不“固化”，阵地“活”起来，是市南区
最大限度发掘发挥阵地价值的一个典型
思路。2024年，市南区在法治文化阵地
全覆盖的基础上，突出主题升级，实现普
法主题广覆盖。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人
保护法等20余个普法主题在阵地间“百
花齐放”，其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法
律援助、社区矫正等 6 个普法主题首次
阵地化呈现。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王彤 通讯员 吴姝瑶 高俊飞

采摘好的藏红花。

一堂生动的宣讲课
胶州市铺集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开展公益性政策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