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7日讯 近期，胶州市九龙
街道殷家村徐先生“忙”得不亦乐乎，每天
晚上吃过晚饭，他就和邻居们一起到新时
代文明实践广场去扭上一阵儿，听听文明
实践故事宣讲。周末空闲也会到新时代
文明实践图书角去读读书，每月还跟着村
里邀请来的书画家挥毫泼墨。

旺海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立
“学习角”，邀请党校老师、理论宣讲名嘴
给党员干部群众讲理论。开展“诵经典”

“书香阅读，点亮生活”等文明实践活动，
让“家门口的好去处”成为理论融入点。
夼集新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移风易俗
知识宣讲为主题，结合实例，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引导村民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成为现代文化引领的大讲堂、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讲平台。

从社区实际出发，围绕不同人群“量
身定制”新时代文明实践菜单，充分发挥
为民服务阵地作用。九龙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所）以阵地建设为抓手，以品
牌建设为引领，以服务群众为根本，广大
志愿者主动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家中
开展送温暖、送关爱活动，义务打扫卫
生、整理衣物、清洗生活用品，收拾屋子、
清理院子，妥善安置家中粮食，为老人进

行义务理发，为群众营造一个整洁、舒
适、健康的生活环境。

九龙街道采取“讲、评、帮、乐、庆”方
式，开展丰富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广泛组织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发挥老
年人活动室、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
农家书屋等重点场所等志愿服务作用；
不断擦亮“理响九龙”宣讲品牌，运用文
艺党课、三句半、快板书、歌舞、书法等群
众爱听爱看的表达形式，把党的创新理
论、群众身边的变化唱出来、演出来、展
出来。常态化开展文化进万家活动，精
心组织群众文艺汇演、消夏晚会、文化惠
民消费季等群众性文化活动，真正实现
了文明实践惠民利民。鑫汇新都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掀起“全民阅读”热潮，以“农
家书屋”为阵地，组织志愿者开展“复兴
少年宫”“爱心课堂”等活动，迈出了全民
阅读的创新探索之路。如今，九龙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再发力，通过当地的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平台，居民可以报名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团队可以接
单为群众提供志愿服务，分级管理志愿
服务团队和志愿服务活动项目。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刘衍鹏）

本报7月17日讯“以前办理勘验业务非常麻
烦，现在不用出门，一部手机即可完成。”日前，莱
西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收到某企业提交劳
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企业负责人在屏幕那端向工
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过去，申请劳务派遣经营
许可，还得由人社部门实施 2 个多小时的现场勘
验。现在实行远程勘验，勘验时间缩短至 10分钟，
极大地方便了企业。”

“我们工作人员依托莱西市远程踏勘系统模块
对公司固定经营场所、单位名称标识、办公设备、档
案橱柜及制度上墙情况等要点逐一视频核查无误
后，及时审批通过并颁发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同
时，踏勘过程均有录音录像存档，有效杜绝踏勘标准
不一致等情况。”莱西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崔胜涛
告诉记者，近年来，莱西市行政审批局以最大限度方
便企业群众办事为出发点，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创新
审批方法，在多个审批事项上实现了数字化审批，由
线下办理变为线上办理，提高了政务服务便利度。截
至6月底，政务服务大厅各窗口办结事项229128件，
全市新登记注册企业3980户、个体工商户4046户。

莱西市行政审批局从优化系统功能应用入手，

在省内率先完成村卫生室校验数字化申报、受理、远
程勘验、审批、审管衔接互动平台“电子会商”等全流
程优化工作，将整个审批环节压缩 63%，时间减少
95%，开创了村卫生室校验全流程“大数据+互联
网+政务服务”的智慧化审批新模式。依托青岛市
智慧审批平台，申请人登录青岛市智慧审批平台民
办非企业单位电子化专区，通过电子印章、电子签名
技术和“选项式”填报方式，实现《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线上办理。实现
了“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新办）”材料线上流转、证
照全程网办等 292项线上业
务办理。崔胜涛说：“切实
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
捷、满意的服务是我们的职
责，好的营商环境不止在‘线
上’和‘线下’，更在办事群众
的心里。”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
者 马丙政 通讯员 王志强
吕文波）

本报7月17日讯 7月15日，青岛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两个部级技术中心揭牌暨科
技成果转化签约仪式举行。青岛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与陕西省铜川照金海棠生态产业
有限公司签订“青砧”无融合生殖苹果砧木
4个植物新品种的独占实施许可合同，转让
费为506万元。此次签约，为全国首例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苹果砧木新品种繁育权
实施许可转让，也是青岛市公益一类科研
单位迈出成果转化的第一步。

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苹果砧木研
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苹果砧木野
生资源考察评价利用到国外优良砧木品
种引进、配套矮化栽培技术研发示范等，
研究逐步深入深化，在全国亦有影响。

“青砧”是世界首例苹果无融合生殖矮化
砧木新品种，与国外引进的常规矮化砧
木比较，“青砧”系列苹果砧木嫁接富士

品种增产幅度在10%以上，且耐盐碱、抗
干旱、早果丰产、适应范围广、建园成本
低，被中国工程院院士束怀瑞誉为“苹果
矮化栽培的中国根”。“青砧”系列苹果砧
木解决了我国苹果矮化栽培长期依赖国
外砧木的“卡脖子”难题，使我国的苹果
砧木育种研究跻身国际领先水平。

“我们要以这次转化为契机，加大宣
传推广力度，让青砧为我国苹果产业升级
换代发挥更大作用。”铜川照金生态产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同根介绍，自2015年接
受青岛市农科院的苹果砧木区域试验示
范以来，试验了二十几个砧穗组合，其中

“青砧1号”嫁接富士的晋—18、烟富6及
新品种瑞雪、秦脆表现优异，抗干旱、耐盐
碱、抗重茬，深受广大果农欢迎，经过几年
的消化吸收，推出“青砧无支架矮化栽培
技术”，并申请国家专利。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
的“最后一公里”。本次签约对于提升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攻克制约我国苹果产
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具有重要意义。这
是全国首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更是世界
首例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苹果无融合生殖
矮化砧木新品种实施繁育权许可转让，将
为苹果产业的发展带来无限可能。

围绕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
略，青岛市农科院一直致力于夯实资源
配置、基础设施、科研平台、科技人才等
基础，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质量，相继在耐
抽薹抗根肿病大白菜、华南型黄瓜、蛋白
粉专用豌豆、特殊用途小麦等新品种选
育方面取得新进展。“青砧”科技成果转
化的突破，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奠定了坚实基础，青岛市农业科学研
究院将继续实施核心技术攻坚，增强成

果转化能力，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
平，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当下，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在农
业科技区域创新方面实现新的突破，经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批准，成功设立
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心，并在会议现
场为其揭牌。这两个部级技术中心分别
为：“绿色食品（绿色优质农产品）质量标
准检验检测青岛技术中心”和“农产品品
质规格营养功能评价青岛技术中心”。

两个技术中心的成功申请是对青岛市
在绿色食品检验检测技术和品质评价领域的
高度认可。两个技术中心将着力服务和支撑
青岛市及相关地区绿色优质农产品高质量
创新发展的能力水平，助力青岛市农业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高静文
通讯员 阮桂丽 冯志）

青岛这根“小木头”身价506万元
矮化苹果批量植入“中国根”市农科院“青砧”系列砧木走向市场

工作人员正在协助市民办理业务。

优化营商环境青岛在行动

“线上+线下”优化营商服务
莱西市行政审批局在多个审批事项上实现数字化

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升级版”
胶州市九龙街道为辖区群众幸福生活“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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