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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北宅：
大项目集聚的新希望之地

“北宅街道目前正紧紧围绕青岛打造中国蓝色硅谷建设蓝色
硅谷产业孵化带研发基地，借世园会东风打造世园会后勤保障服
务基地，与崂山国家5A级旅游景区旅游功能对接打造崂山区文化
生态旅游示范基地，全力推进城市化建设，已迎来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北宅街道党工委宋仁登书记的一番话让记
者印象深刻。当然，这绝不仅仅是豪言壮语。2012年6月21日，随着
机器的轰鸣声，2014青岛世园会后勤保障基地内的世园酒店项目
正式破土动工。一年后，一座6层的五星级酒店将拔地而起，北宅石
岭子以南区域借势发力的发展大幕正逐渐拉开。

世园基地明年亮相

根据世园会的建设要求，北宅
承担起世园会后勤保障服务基地
的建设重任。今年以来，北宅街道
创新土地征迁运作模式，已完成包
括世园大道，世园会指挥中心、保
障中心和接待中心在内的各个项
目约398亩土地的征迁和88处房屋
的拆除工作。目前，世园会保障服
务基地内的五星级酒店和北方茶
博园项目都已破土动工。2013年的
国庆假期，当市民再来北宅游玩采
摘的时候，除可尽情享用星级农家
宴外，青山绿水间的星级酒店也将
带给游客全新的星级体验。

蓝色北宅扬帆起航

在青岛市引领发展蓝色经济
的大潮中，北宅街道依托规划优
势，正在加快打造助推实现跨越
式发展的动力引擎。作为青岛蓝
色硅谷海洋科技创新及成果孵化
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大批国内

领先的高新、涉蓝项目陆续在北
宅落户。其中，青岛特锐德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工业园已于2011年投
产运营，潜艇学院已投入3亿元开
工建设20余万平米的框架结构工
程，占地约470亩的海信集团新研
发中心项目已完成土地分界和地
面附着物评估。生物产业园内，中
科院兰化所青岛研发中心、青岛
银龄美海洋生物基地和胶原蛋白
及水溶性海藻素研发两个项目已
开工建设；(中石化)青岛安全工程
研究院、天人环境、信得药业、博
益特、海水养殖研究所、中嘉轨道
等项目正在进行设计报批，预计
下半年将相继动工建设。不夸张
地说，一个蓝色硅谷产业的成果
孵化基地正在北宅呈现，蓝色北
宅已扬帆起航。

村改助推城镇化进程

随着农村社区居民要求改善
居住条件和环境意愿的日趋强烈，
世园会后勤保障基地建设的不断
推进和高新项目用地需求的进一

步加大，世园会周边区域社区的村
庄改造工作也在今年得到强力推
进。目前，控制区内6个社区拆迁改
造工作已全部启动。其中，沟崖社
区安置区选址和搬迁安置补偿方
案已批复，将于7月中旬开始签定
搬迁协议；其它5个改造社区前期
工作正在开展，计划在2015年全部
竣工验收。

配套完善更宜居宜业

自从石岭子以南规划落实后，
北宅街道便积极投身到基础设施
的配套建设中，重点做好了水、电、
路的“三通一平”，提升区域的生活
功能和承载能力。随着项目运营、

世园辐射效应的增强，顺应加大的
人流客流量将极大促进周边商业
服务业的发展，街道已着手谋划引
进文化体育和生活服务类项目，如
餐饮连锁、购物中心、健身会所等，
也将加快推进道路、供热、供水等
配套设施建设，完善服务功能，构
筑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

以南带北统筹发展

长久以来，北宅石岭子以北区
域为保护崂山水库和风景区，远离
工业项目，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街
道各项经济指标也一直落后于崂
山其他兄弟街道，很多利农项目都
依赖上级扶持。随着引资项目的相

继开工建设及投产运营，街道财力
势必得到有效增强，保民生、富民
增收的能力也将得到极大提升。宋
仁登书记告诉记者：“有了更强大
的资金保障，今后，我们将继续做
大做强以樱桃节为龙头的节会经
济，对现有的旅游产业带和特色园
区进行升级，尽快实施蓝莓特色园
区、热带水果基地等项目建设，实
现采摘观光游、节庆文化游、山地
生态游、休闲度假游的融合壮大，
逐步构建南现代、北生态交相辉映
的发展格局。”

2012，樱桃之乡——— 北宅，正
在绽放激情与活力，大步迈向她前
所未有的一个华丽转身。

（李泽洛 刘文波）

五星级酒店效果图。

盲目扩大种植面积
30万斤南瓜没人要
平度一村南瓜种植面积增了百亩，却遇滞销尴尬
文/片 本报记者 曹思扬

今年进入南瓜收获季节以来，南

瓜价格每斤比去年低了两毛依旧没人

买，这愁坏了平度市兰底镇马家西埠

村的村民，该村30万斤南瓜难寻买主。6

日，记者调查了解到，南瓜种植面积盲

目扩大、外地收购商减少是主因。

现场 30万斤南瓜急寻买主
6日下午，记者来到平度市兰底

镇马家西埠村，看到村民们都把收
获的红皮南瓜堆积在了房前屋后，
甚至村里的主要道路上都堆满了南
瓜，但鲜见有收购商来收购，路边可
见到已腐烂的南瓜，村民们怕南瓜
在太阳下长时间暴晒失去水分，用
黑布将南瓜遮盖住。记者注意到收

获的红皮南瓜个大均匀，几乎每个
南瓜重量都在8斤左右。

据了解，马家西埠村是青岛有
名的南瓜之乡，全村260余户村民
中，一半以上都有种植南瓜的传统。
村民朱宝凤今年种了3亩南瓜，共收
获了2万多斤，至今一斤都没卖出
去。朱宝凤告诉记者，按照以往的规

律，端午节前后就会有不少收购商
开着大货车来到村里收购，7月初南
瓜就卖得差不多了。但今年都快到7

月中旬了，收购商却没见几个。
村支书焦菊兰介绍，今年马家

西埠村共种植了400余亩南瓜，共收
获了近30万斤南瓜，目前几乎没卖
出去多少。

行情 价格降了却没人要了
有村民告诉记者，今年南瓜的

价格远不如往年。“去年一斤能卖到
6毛，今年4毛2都没人要。”村民们
说，按照现在的价格，每亩地能赚上
300元左右，但现在根本没有人买，
照这样下去，南瓜很有可能会全部
烂在地里。

朱宝凤称，她去年种了两亩南
瓜，去年的价格是每斤6毛，每亩南

瓜能赚到1000多元左右，今年春天
她就又多种了一亩，没想到今年与
去年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记者随
后了解到，扩种的不光只朱宝凤一
家，村里不少种南瓜的村民也都在
今年扩种。村书记焦菊兰称，今年马
家西埠村的南瓜种植面积比去年多
了100多亩。

马家西埠村的南瓜经纪人刘

德寿告诉记者，去年的南瓜虽然价
格高，他根本不需要出去主动联系
客户，但是今年情况却相反，他联
系过多次，以前外地的老客户都不
愿意来。“以前兰底镇只有我们村
种南瓜，但今年附近的杨家西埠
村、逄家下泊村都种上了南瓜，收
购商可以随便挑货，更不会来了。”
刘德寿说。

记者从平度市兰底镇农业部门了
解到，去年兰底镇南瓜种植面积为700

余亩，今年可能达到了1000余亩。“市场
经济时代，价格由市场自由调控，今年
出现这种情况，与农民对南瓜的种植

面积盲目增加有一定关系。”兰底镇农
业办公室一位王姓工作人员说。

王先生介绍，为了帮助农民减
少损失，农业部门和各村委会正积
极寻找销路，吸引外地客商，加强农

超对接，联手闯市场，同时积极采取
低温储存措施，确保农民不受损失。

市民如想购买南瓜，可以与平
度市兰底镇马家西埠村村支书焦菊
兰联系，电话15864213186。

村民朱宝凤正在整理收获的南瓜。

原因 盲目扩种致销路难寻

近些年，蔬菜滞销仿佛已
经成了常态，从白菜、土豆到如
今平度的南瓜。通常，媒体一旦
爆出哪里有菜滞销，都会吸引
大批的爱心人士前去购买，菜
农的难题也因此迎刃而解。

在社会各方的爱心支援
下，滞销的蔬菜也一转颓势，
找到了销售市场，这不仅解决
了菜农的蔬菜滞销问题，也增
加了他们收入。但“蔬菜销售”
归根到底还是市场的问题，我

们需要用市场规律来解决这
些问题，而不是把希望过多地
寄托在爱心上。毕竟，爱心不
能代替一切，更不是解决蔬菜
滞销的金钥匙。

预防农产品滞销，最重要
的在于农户如何根据市场需求
选择种植的农产品。不要一味跟
风选择同样的农产品，这样非常
容易因供大于求的情况出现而
导致农产品滞销。这需要靠多部
门联合做出指导，给农民指路。

盲盲目目跟跟风风伤伤了了谁谁？？ 小编
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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