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振兴兴美美丽丽乡乡村村 乳乳山山这这样样干干
本报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姜俏俏

以农村综合性试点改革撬动乡村产业兴旺，以党建引领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以红色文化凝聚乡村奋进力量………春暖四月，
乳山大地上到处涌动着干事创业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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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综改”激发农村新活力

乳山市海阳所镇后山于
家村的十间房营地，坐落在风
景秀美的大乳山景区旁，三面
环山，面朝大海，该项目共占
地面积50余亩，建有24栋民宿
木屋，其中有8栋小木屋、12栋
大木屋和4栋两层木屋，以及
在建的三层商务酒店。

后山于家村党支部书记
于江介绍说：“五一期间的民
宿很多已经订出去了，想要体
验山海民宿的朋友要提前预
约。这边体验项目还是很丰富
的，白天采摘果蔬、游览茶园、
吃特色农家菜，晚上观看山间
夜景，很适合家庭、朋友一起
出游。”

乡村旅游活了，村民腰包
鼓了，在农村综合性改革带动
下，后山于家村经济发展取得
不俗的成绩。2017年8月，作为
全国首批农村综合性改革试
点试验县，乳山率先启动了农
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工作，
确定了白沙滩镇、海阳所镇2
个试点镇，白沙滩村、翁家埠
村、后山于家村等10个村为试
点村。

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工
作开展以来，乳山市聘请专家
团队，多次召集各村支部书
记、两委成员及村里的能人集
体议事，积极探索推进农村综
合改革、完善机制和制度的新
思路、新方法。试点镇采取“以
强带弱”“先进村带后进村”

“中心村辐射偏远村”的方式，
探索建立“合村并居”的“一核
多元、合作共治”乡村治理新
体系。各试点村摸查村集体现
有资产，推动土地规模化流
转，以村办企业、土地资金入
股等多种形式探索适合本村
的产业发展路径，在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同时，实现村民再就

业，增加村民的劳务性收入。

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

“10斤苹果可以加工成1斤
酵素，每斤酵素市场价格为400
元左右。苹果经过深加工，变成
酵素后，产品附加值可以提高
12倍。”围绕村集体经济发展，
乳山市白沙滩镇白沙滩村“两
委”班子成员纷纷建言献策。

作为白沙滩村东方田园文
旅小镇项目健康养生板块的三
宝酵素，是以苹果、大姜等果蔬
为主要原料，与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和广西科学院动植
物研究所合作，综合国际先进
酵素发酵与萃取工艺，开发酵
素饮品、酵素粉剂等健康保健
品。

乡村振兴离不开组织这个
“主心骨”。近年来，乳山牢固树
立“党建是重要引领，发展是第
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的意
识，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
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
治功能，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

为激发了基层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乳山市积极
开展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十星
级”评定管理工作，使得学有标
杆、评有标尺、改有方向。在星
级设置上，乳山结合村级各项
工作复杂程度，设置了基础星
和先锋星，通过基础星促进日
常管理，通过先锋星激发党组
织和党员活力。

乳山还探索建立农村干部
队伍长效机制和激励机制，强
化干部考核与待遇挂钩激励机
制的运用，对有能力、有担当、
业绩突出的农村创业致富带头
人给予精神鼓励和经济奖励。
目前，乳山已经在15个镇区601
个村推行了农村党组织和党员

“十星级”评定管理工作，并在
10个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村探索标准化引领、规范化建
设、项目化推进、星级化评定、
科学化运用等“五位一体”的基
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体系。

红色文化“扮靓”美丽乡村

“沾了红色旅游的光，每天
进山的车跟赶集一样。马上要
到五一假期，已经有五六桌客
人打电话预约了。”乳山市诸往
镇下石硼村的乔翠花带头开办
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两年多
的时间里，62岁的乔翠花和老
伴在自家两间平房和一个院子
里接待了3000多名游客。

下石硼村地处乳山市西北
一隅，山上坐落着马石山红色
教育基地，山下乳山河潺潺流
水。作为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旅
游线路的必经之地，下石硼村
依托红色教育基地和自然景
观，积极壮大乡村旅游产业。依
托南天门、五峰楼、棋盘石、三
鸽堂、九龙水库等自然景观点，
樱桃、山杏等特色采摘园，积极
发展农家乐，壮大乡村旅游产
业，并将蜜蜂谷开发利用起来，
发展蜂蜜采收游。

该村还积极发挥“互联网
+”的作用，依托山里原有的蜂
蜜、山野茶等土特产，借力电
子商务平台，发展土特产电商
产区，打响“石硼人家”品牌，
让更多的山货走出大山深处。

作为胶东抗战重要的革
命根据地，马石山红色沿线涌
现出马石山十勇士、胶东育儿
所乳娘等红色群体，胶东特
委、胶东兵工厂、胶东军区卫
生部四所等一批红色遗址留
存在这里。如今，红色文化成
为激活乡村振兴的“密码”，乳
山除了重点修缮建设马石山
红色教育基地和胶东育儿所
教育基地，还对2处教育基地
沿线的46个村连片整治，重点
对下石硼、东尚山、井乔家、青

山 等 4 个 村 庄 进 行“ 红 色 改
造”，将红色文化、风土民俗融
入青山绿水，打造一批饱含红
色文化内涵的美丽乡村，规划
一条环形红色旅游路线。

以红色文化为特色产业
支撑，掩映在弯曲石巷里的

“胶东人民兵工历史陈列馆”
“胶东军区被服厂旧址”“党员
秘密联络点旧址”“兵工三厂
修枪组旧址”“电影《山菊花》
拍摄基地”等多处红色遗址也
恢复了原貌，成为乡村振兴的
新亮点。

十间房旅游度假营地。

一窗办多事 一次办好
本报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姜俏俏

“ 一 个 窗 口 一 帮 到
底，解决问题更专业了，
时限更短了。”近日，来到
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办事的刘丽发现，窗口服
务 又 升 级 了 ，从 企 业 注
册，到立项规划，再到建
设审批等，在一楼大厅即
可一站式办理。

“一站式”服务获赞，
正是“一窗受理，全面服
务”改革带来的成效。今
年以来，乳山市进一步深
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
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特别是在优化营商环境、
聚焦企业和群众需求、简
化办事流程、打通便民利
企的“最后一公里”、最大
限度地为企业和群众提
供“一站式服务”等多方
面狠抓落实。

完 善“ 前 台 综 合 受
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
窗 口 出 件 ”政 务 服 务 模
式，做到政务办事“只进

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实现“一窗通办”。政务服
务中心设立市场准入、投
资建设、社会事务 3类综
合受理窗口，根据实际情
况，建立导服咨询、帮办
代办等专业区块，特别要
求导服咨询要热情且专
业，由各部门业务骨干组
成专业咨询导服队伍提
供服务。

办事事项的梳理、细
化，只有更细致才能更扎
实 。通 过 实 施 一 系 列 细
化、简化措施，不仅为工
作人员提供了准确指导，
而且更方便服务对象咨
询、查阅和申请，有效提
升办事效率。

《服务指南》把各类
事项分成“承诺件”“即办
件”等类型，分别设计部
门职责分工、办理流程和
配套机制，强化全流程效
能监察，提升办事效率。
每个办事材料梳理形成

审查要点，这样可以方便
窗口受理人员、后台审批
人员日常使用，群众也可
以就此提前准备好材料。

《服务指南》还强调要达
到“最小颗粒”，真正替群
众考虑，以往要求提供复
印件材料的，一律改为帮
办事群众现场复印，这样
的贴心服务，为老百姓带
来了不一样的心里认可
度和获得感。

着眼于服务效能更
优化，行政审批局还将把

“无差别全科受理”向基
层延伸，探索“乡镇前台
综合受理、市县后台分类
办 理 、乡 镇 统 一 窗 口 出
件”的政务服务模式，在
镇 (街 )便民服务中心、村
(社区)和人流密集场所发
放明白纸。这样，群众就
能在家门口享受“最多跑
一 次 ”改 革 带 来 的 新 红
利，实现政务服务“就近
能办、同城通办”。

本报威海4月25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王文琪) 近
日，乳山与哈工大(威海校区)、威
海农科院共建的现代农业产学研
示范基地正式签约，为乳山迎战
威商大会打了一支“强心剂”。

乳山将借助现代农业产学研
示范基地加强与哈工大(威海校
区)、威海农科院的之间联系，通
过技术合作、共同研发、技术培
训、科技特派员委派等多种方式,
补齐科技短板，吸引农业高端人
才入驻。同时借助现代农业产学
研示范基地的平台，立足乳山本
地优势农产品苹果、葡萄、茶叶、
无花果、大姜等，以农产品精深加
工、智慧农业、冷链物流、生态休
闲农业为重点，加快乳山农业产
业化步伐。

借助产学研合作契机，位于
乳山南黄镇的渔耕时代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羊肚菌基地通过示范基
地，与哈工大 (威海校区 )搭上了
线，成立了“哈工大—渔耕时代珍
稀食用菌联合研发中心”，通过专
家现场指导、专家座谈会等形式
解决了困扰基地已久的菌种培育
问题。在科技的帮扶下羊肚菌基

地由单一的种植逐渐转向种植、
菌种培育、深加工及食用菌新品
研发的一条龙产业链条。目前，培
植基地已经建设完成，公司正在
计划新上两条生产线，建设菌种
制造车间及实验室。

建立现代农业产学研示范基
地是乳山打造“科技高地”的一个
缩影。为了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乳
山根据市情重新修订了科技奖励
政策，拿出真金白银奖励科技创
新，对平台建设、企业认定、标准
制定、专利成果、产学研合作等方
面取得科技进步的进行奖励，2018
年拿出超过1000万元重奖在科技
创新上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个
人。

乳山还出台了《关于深化实
施乳山“海纳英才计划”的意见
(试行)》政策,引导企业通过专家兼
职、项目合作、专家入股等形式,引
进高层次人才入驻。为了让人才
能够在乳山扎根，乳山相继出台
了引进人才住房补贴政策、家属
安置政策等相关配套政策，截止
目前共为16名符合条件的硕博申
请了住房补贴，金额共计23万余
元。

科技打头阵 产业加速跑

红色沿线美丽乡村下石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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