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9日讯 近年来，胶州市
铺集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路，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与城市建设

“三年攻坚行动”，不断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切实为群众
的幸福感赋能“加码”。

“快来打卡！铺集澄月湖景色真
不错。”随着抖音 app 中不断有“澄月
湖”的打卡视频涌现，吸引不少居民
前来游玩。住在附近的刘大爷高兴

地说：“我每天都来遛弯，看见澄月湖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们又多了个散
步的好地方，心里幸福又满足。”

该镇聚焦公园城市建设，先后投
资 524 万元，完成对澄月湖沿岸景观
进行改造，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二
期工程铺设透水砖人行道 1300 平方
米，加装护栏 400 米，完成草皮护坡
2500平方米、绿花灌木400平方米，灯
带亮化 400 米，并配备了全域监控系
统，方便居民更好地亲近澄月湖美
景，进一步完善和提升驻地的城市配
套和品质。

该镇以医养、康养工作为重点，
探索医养结合新模式，投资 2.1 亿元
进行铺集镇中心卫生院扩建项目，投
资 2300 万元新建青岛华慈医疗高端
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打造辐射带动诸
城、高密等地区的医养结合新高地。
目前，项目已竣工进入试运行阶段。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邹明晶）

本报6月7日讯 6月7日，一所幼
儿园的负责人张女士来到李沧区政务
服务中心，同时领取了《民办学校办学
许可证》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真的是太高效了！一次性就把民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办学许可证两个
证都办好了，正好能赶上今年6月的幼
儿园统一招生。”张女士非常高兴。

记者了解到，“幼儿园开办一件事”
是李沧区深化“一件事一次办”集成化
改革，推进政务服务迭代升级、构建高
效服务体系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李
沧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对民办非营利性
幼儿园审批事项流程、申请材料和要素
进行全面深入分析、优化、整合，能合并
的流程一律合并、能精简的材料全部精
简：通过对申报流程、申请材料进行“大
瘦身”，民办非营利性幼儿园开办申请

由原来的两个事项4个审批环节，优化
为 1 个事项两个审批环节。申请材料
由 29 件精简为 12 件，精简率 58.6%，时
限压缩50%，切实提高企业需求侧办事
便利度。除此之外，李沧区行政审批局
还通过推动审批全流程“智审慧办”、全
程零跑腿+审管联动等方式，打通了审
批到监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无缝
衔接。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王亚琼 张铭轩）

“老铁们大家好，我是即墨移风店
镇的朱典玉……”这是朱典玉录制每一
个小视频的开场白，这句话他说了 7
年。2016年8月开始，朱典玉在今日头
条、西瓜视频、抖音、微信、快手等平台
推出助农技术短视频，如今共发布了
2989条，收获粉丝77127人，观众浏览
量达300余万人次。因超高的“出镜率”
和精湛的种植技术，让朱典玉成为青岛
21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农民之一，也是
名副其实的网红“土专家”“田秀才”。

他种出的菜产量高口感好

朱典玉生在即墨区移风店镇、长在
移风店镇，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娃。移风
店镇毗邻大沽河，历来就是青岛地区的

“菜篮子”，朱典玉的从农之路就是从种
菜开始的。朱典玉谦虚好学且喜欢琢
磨，向老农学、向种植大户学、向专家学
者学，二十多年来，他积极参加市农广
校组织的农民技能培训班、高素质农民
培训班，学到了很多种植新技术，积累
了丰富的种植经验，也内化成了他独特
的种植理念。

“每一种生命体都有它最适应的生
长环境，蔬菜也是如此，什么菜品喜欢
怎样的温度、湿度、光照、积温、土壤的
酸碱度等，我们要善于观察、学会倾听，
掌握了蔬菜的语言，就掌握了它的生命
密码和生长规律，得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朱典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经他种出来的菜产量高、口感好、成本
低、无公害，深受市场和消费者欢迎，周
边种植户纷纷来找他“拜师学艺”。

他创办合作社拓宽“致富路”

随着过来学习取经的农民越来越
多，朱典玉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农户虽

然常年种菜，生活却依然拮据，其中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单打独斗式的种植、销
售模式，无法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需
求，难以规避市场风险，如何才能让农
民的辛苦物有所值呢？

2018年，朱典玉联合128户村民创
办成立了青岛恒源顺生态果蔬种植专
业合作社，注册了“恒源顺”和“天霖佰
禾”两个蔬菜品牌。合作社以优质、高
效、生态、安全为发展方向，从源头上保
障“菜篮子”质量安全，让消费者吃到安
全放心的绿色无公害蔬菜为主旨目标。

朱典玉采取统一技术培训、统一优
质种苗、统一测土配方、统一田间管理、
统一采摘收获、统一包装销售的“六统
一”服务模式，合作社的菜农们实现了
标准化生产。合作社成立5年来，共帮
助农户销售农产品10万余吨，销售价格
平均提高了10%，户均收入提高2万余
元，菜农们再也不用担心种出来的蔬菜
卖不出去或者卖不上好价格了。2020
年，恒源顺果蔬基地获得了青岛市无公
害农产品产地认证，成为青岛市主供城
区蔬菜基地之一，合作社的蔬菜还远销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他开办田间学校传授“干货”

2019年3月，即墨区大信镇的一位
西红柿种植户遇到了难题：五亩西红柿
全部出现叶片萎蔫、部分病株倒伏的现

象，情急之下求助朱典玉。朱典玉过去
一看，判断西红柿得了严重的晚疫病，
这种病轻则减产、重则绝产。

朱典玉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分析
导致西红柿晚疫病发生的具体原因，并
从水、肥、土、光、温、气等方面提出了综
合治疗方案，随后隔三差五就到该种植
户的棚里去查看，依据情况及时调整治
疗措施。一个月后，西红柿茎秆粗壮长
势喜人，种植户也避免了经济损失。

为了帮助更多农户，2019年，朱典
玉在青岛市农广校的帮助下创办了恒
源顺农民田间培训学校，学校培训采用
理论+实训+跟踪指导的模式，向农户传
授先进的种植理论，并带着农民走进田
间地头、现代示范园区等，让农民将理
论付诸实践。朱典玉还定期组织农业
院校专家和“土专家”“田秀才”到农户
地里和他们面对面沟通交流，并就种植
户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现场解答。五
年来，恒源顺农民田间培训学校共举办
公益农技培训班 50 多场，受益农民
3000余人次。

他借力短视频收获7万多粉丝

通过学校培训受益面还是太窄，于
是朱典玉开始尝试借助互联网这个神
器。朱典玉初次试水拍摄农技推广短
视频是在2016年，通过参加由青岛市农
广校举办的微视频拍摄制作培训班，通

过系统学习和实操演练，朱典玉很快掌
握了短视频的拍摄、制作要领。

以后，拍摄、编辑、发布农技短视频
成为朱典玉的另一项拿手“农活”，他的
短视频内容涵盖了农产品新品种、种植
新技术、高产新模式、植保方法等等，7
年来，发布作品近三千个，平均每天一
个，收获粉丝77127人，很多“农业小白”
受益于他的视频教学，成长为一个个农
业种植专家。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朱典玉的努力
和无私奉献赢得了学员的广泛赞誉，他
个人也获得了多项荣誉，2021年以其过
硬的专业技术能力获评青岛市农民正
高级农艺师，同年11月被选派为山东省
科技特派员，2022年当选为齐鲁乡村之
星，2023年5月入选山东省高层次人才
库，2021 年 11 月被选派为山东省科技
特派员等。当被问及今后是否会转行，
朱典玉笑着摇摇头：“我是农民的儿子，
农民的本分就是要种好地，大家齐心
协力实现乡村振兴，那就是我的福泽
和梦想！”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高静文 通讯员 江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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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推出科技助农短视频2989条，收获点击量300余万次，众多农户成他的粉丝……

土专家当网红，“正高”农民了不得
即墨区移风店镇朱典玉创办合作社拓宽“致富路”开办田间学校教授种植技巧

为居民幸福感赋能“加码”
胶州市铺集镇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与城市建设工作

一事全办，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
李沧推出民办非营利性幼儿园办理“新套餐”

优化营商环境青岛在行动

朱典玉朱典玉（（右一右一））开设讲座答疑解惑开设讲座答疑解惑。。

市民在李沧区政务服务市民在李沧区政务服务
中心领取了证书中心领取了证书。。 张鹰张鹰 摄摄 胶州市铺集镇澄月湖美景胶州市铺集镇澄月湖美景。。

朱典玉在查看农作物长势朱典玉在查看农作物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