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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感应灯修好了，不用
摸黑爬楼梯了。对老年人来说
是件大好事。”家住市北区延吉路
59岁的刘女士说，前几天，她发现
楼道感应灯不亮了。刘女士将问
题拍照反映到“文明青岛随手拍”

微信小程序。上传4天后，专业人员上门换了灯泡，楼道的灯亮了。刘
女士从反馈信息中看到，她所在楼层的感应灯已由市北区镇江路街道
安排工作人员更换。“处理问题挺及时，效果也很好。”刘女士说。

被“灯”困扰的还有市民李先生。“没有信号灯，这也太危险了吧！”几天
前，李先生经过西海岸新区东岳东路与星海滩路十字路口时发现，路口西
南侧缺少一个人行横道信号灯，便将问题拍照上
传到“文明青岛随手拍”微信小程序。随后，问题
派发给西海岸新区交警指挥中心。6天后，李先
生接到反馈电话，崭新的信号灯上岗执勤了。

据了解，“文明青岛随手拍”微信小程序上
线以来，后台共收集到“公共设施缺损”类的线
索 800多条。这其中，与楼道感应灯、信号灯、
路灯缺失或损坏相关的线索约有160多条。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吴阳

以数字化转型赋能
城市现代化建设

青岛发布2023年政务服务“一件事”
和城市运行“一个场景”清单

本报3月7日讯 记者从市大数据局获悉，我市
近日印发《2023年青岛市重点推进政务服务“一件事”
和城市运行“一个场景”工作方案》，发布政务服务和城
市运行“双12”建设清单，明确今年重点推动的“社保参
保一件事”“智慧社区一件事”“托育机构服务一件事”

“消防救援一件事”“融资服务一件事”“耕地保护管理
一件事”等12项“一件事”和“出行服务一张网”“公共数
据运营一个平台”“知识产权服务一个平台”、“智慧急
救一个平台”“建设工程一张图”、“农机管理一张网”等
12项“一个场景”改革事项，以数字化转型赋能城市现
代化建设，持续打造“双12”民生服务品牌。

截至目前，我市已重点实施了48个改革事项，打
造了一批政务服务和城市运行领域的标杆场景。其中，

“全市一家医院”实现32家医疗机构的6大类47个项目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成为全省首家实现市域内互认
共享城市。“市政公用报装一件事”实现15个审批服务事
项一事全办、全国领先，已为110余个建设项目量身定
制报装方案。（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张译心）

本报3月7日讯 今年是青岛市低效片区攻坚行
动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2023年度，青岛谋划建设项
目350个，其中续建202个、新建148个。在青岛市划
定的 10个重点低效片区中，城阳区有 3个，分别是楼
山区域北片区、白沙河北岸区域、轨道交通产业示范
区及周边区域，总面积130.8平方公里，占全市重点低
效片区面积的 56.9%。面对如此重的任务，如何让低
效用地真正“活”起来？城阳给出了答案：“向存量要
空间、要效益”，创新推行拆迁整理、环境提升、滚动开

发、产业导入“四级联动”开发模式，推动低效片区（园
区）蝶变升级，助力产业能级提升。

记者前往位于城阳区流亭街道的青岛众瑞智造
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这里曾经是一片低效闲置用
地，连续多年亩均税收为零。2022年，街道决定激活
低效片区，导入产业项目，同年，该项目开始落地建
设。目前项目一期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在进行
二次装修阶段。全部建成以后，将为这片土地导入新
活力，亩均税收将实现每年90余万元。日前，天安科
创城一期项目启用，共有21栋楼座，已签约项目80余
个，签约入住率40％，将集聚轨道交通、集成电路等先
进制造产业全链条，预计年产值达到220亿元。

“2023年，城阳将加快构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
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的新赛道，重点抓好 92 个省市
重点工业项目建设，争取年内新增市级以上创新型企
业200家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10％以
上，奋战五年，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再造一个新城阳。”
城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李温华说。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栾丕炜）

三年前，
即墨区鳌山卫
的芋头种植户
邱兆锡发现，
自家地里的芋
头出现了越来
越严重的重茬问题，成活率不断走低。他正着急时，
农业专家来到他家芋头地，现场把脉问诊，指导他采
取科学方法栽培——经过专家的指点和村民们的悉
心培育，鳌山卫当地60多个村种了600多年的“白庙
芋头”，种植面积达3000亩，年产值达8000万元。

专家田间支招，“白庙芋头”远离病害
“芋头重茬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这该怎么办

啊！”2020年春天，即墨区鳌山卫街道南邱白庙网
格的村民邱兆锡瞅着自家地里的芋头心急如焚，
情急之下他给街道农办打去了电话。

农办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发现，由于常年重茬种
植，各种病残体中的病原菌逐年积累，破坏了土壤的
生态平衡，连作障碍成为阻碍白庙芋头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瓶颈。为保护“白庙芋头”这个当地农产品的金
字招牌，当地政府联合青岛农业大学进行技术攻关，
深入田间地头“把脉”，开出一套科技良方。在农业专
家助力下，经过三年时间，白庙芋头的重茬难产问题

有了重大突破，产量和品质显著提升。“今年又是个丰
收年！”近日，邱兆锡高兴地表示，现在芋头的存活率
提高了近一倍。

培植600多年，农品年产值突破8000万
白庙芋头产地位于即墨区鳌山卫街道西侧，涉及

60多个村庄，已有600多年历史。白庙芋头先后获评
青岛市名特优农产品、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青岛市

优质农产品品牌等荣誉。如今，当地芋头种植面
积达 3000亩，年产值达 8000万元。“白庙芋头”从
沙窝里的“金疙瘩”长成了当地一大特色产业。

除了白庙芋头，即墨区还充分发挥地域优势，
持续培育打造优质农产品品牌集群，如“即墨地
瓜”“湍湾紫蒜”“蓝村大米”“金口芹菜”“灵山丹
参”等几十个在国家、省、市都叫得响的特色农产
品品牌，种类涵盖菜、果、茶、菌、花卉、中药材等6
大产业，构建起即墨区特色农产品品牌集群。

即墨办起田间学校送知识下乡
“刚开始种，好多都不懂，多亏了专家来给指

导，真心欢迎你们常来俺这里给讲讲课……”3月
4 日，即墨区移风店镇小欧村农民吴子银握着专
家的手连连感谢。吴子银之前是土豆种植大户，
近年来扩展到西瓜种植，遇到了不少问题。专家

经过分析研究，为其提供了详细的解决方案，本来一
筹莫展的吴子银脸上笑容也多了起来。

记者从即墨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以来，青
岛地平线农民田间学校已开展三期“高素质农民培育
跟踪服务活动”，服务了 30 余名农民学员，真正让高
素质农民成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主
力军。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孙静秋 曲晓

本报3月7日讯 今年以来，莱西市践行“干就
干实、干就干好、干就快干、干就干成”的作风，不断
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全力推动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提质增效，促进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
见效，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秉承实干快干理念，推动工程建设项目“拿地
即开工”。锚定重大发展战略，打造升级版帮代办
服务新模式。挑选精兵强将成立“突破姜山”项目审
批服务攻坚队，派驻专人下沉到姜山集中办公，为企
业提供公司注册、开工竣工手续办理等全流程服
务。坚持万事有解思维，系统性重塑项目审批办理
流程。将“审批最少、流程最简、时限最短、服务最
优”作为工作目标，强化创新突破，持续从审批程序
上挖措施、找方法，坚决在“事要解决”上下功夫，再
造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工程（含人民防
空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按
照“容缺受理、加强指导、分段验收、并联办理、压缩
环节”的原则，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将工程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规范为统一平台申请、统一窗口受理、统一
现场验收、统一出具意见、统一实施验收备案的“五
统一”模式，实施后竣工联合验收效率将提升 20%。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程强）

南邱家白庙网格的温室大棚里南邱家白庙网格的温室大棚里，，芋头幼苗长势正旺芋头幼苗长势正旺。。

田间“神医”守护600多岁白庙芋头
即墨区鳌山卫芋头种植面积达3000亩，年产值达8000万元

青岛众瑞智能仪器智造产业园效果图青岛众瑞智能仪器智造产业园效果图。。

“四级联动”开发模式盘活低效用地
城阳：“向存量要空间、要效益”，助力产业能级提升

楼道灯“复明”，信号灯“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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