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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4月份，刘国栋成立了青岛
胶河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并任理事长，
推广大西洋马铃薯的种植。当时，周
边的老百姓大多种植菜用型马铃薯，
对大西洋马铃薯的种植不是很认可。
刘国栋带领技术人员走村串户，宣传
大西洋马铃薯的种植技术。
　　“为了解除种植户的后顾之忧，我
们与种植户签订收购合同，实行产供
销一条龙服务，实行最低保护价，赊销
种薯，配套供给化肥、农药。”刘国栋告
诉记者，在合作社专业化、规模化、标
准化的种植模式下，当年农户种植大
西洋马铃薯的亩效益就比种植菜用型
马铃薯增收30%以上。
　　种植户尝到了甜头，种植面积逐
年递增，从刚开始300亩的大西洋马铃
薯种植面积扩种到现在的12000多亩，
有效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目前，青
岛胶河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共有社员
158人，核心成员14人，党员5人，社员
出资258万元；目前已带动周边2300
多户农户种植大西洋马铃薯，种植面
积12000多亩，年供商品薯24000多
吨；实现年销售收入3600多万元，农民
盈余分配2100多万元，利润200万元，
根据社员出资比例，人均盈余分配1.2
万余元。

　　合作社依托百事食品（中国）有限
公司，以订单形式与种植户签订种植
收购合同，走“产业基地化、农业社会
化、管理标准化”的路子，为广大种植
户增产增收提供保障。青岛胶河马铃
薯专业合作社也成为了百事食品（中
国）有限公司在山东地区唯一的战略
合作伙伴。
　　刘国栋介绍，合作社始终突出抓
好基地建设，按照种植规程实施“五统
一”管理。一是统一农资采购和供应，
合作社负责落实种植计划，签订购销
合同，为成员提供马铃薯种薯、化肥、
农药等生产投入品。二是统一生产技
术服务，合作社按照“引进新品种，推
广新技术，发展新产业”的原则统一开
展技术指导服务，实施标准化生产。
三是统一质量标准，合作社制定统一
的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质量标准，建
立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日常生产管理
过程中，严控化肥农药施用，确保食品
安全。四是统一包装，合作社统一制
作马铃薯包装网袋。五是统一收购销
售成员产品。合作社坚持按合同价格
收购成员产品，及时支付货款。销售
结算后的可分配盈余按照农户销售量
进行二次返利，增强了合作社的凝
聚力。

　　“我去年种了60亩大西洋马铃薯，
亩产达到4500斤，今年我打算扩大种
植面积。”合作社成员刘敬锡告诉记
者，今年是自己大规模种植大西洋马
铃薯的第三个年头了，因为有合作社
的保底收购，他觉得肯定能赚钱。因
为去年自己种的大西洋马铃薯品质被
评定为高等级，所以今年他计划扩大
种植面积。
　　品质也要评级？刘国栋现场解答
了记者的疑问。“在种植总面积不变的
情况下，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种植
户的积极性，我们创新采用产品评级
的管理方式，给产品评定为高等级的
种植户增加种植面积、给产品评定为
末尾等级的种植户减少种植面积，以
此来平衡种植面积，保证产品质量。”
刘国栋介绍。
　　“下一步，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大
西洋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将越来越大，
区里已经把马铃薯产业化发展作为我
们胶河马铃薯未来的发展方向，将马
铃薯通过现代化加工设备制作成土豆
丝、土豆片等，将马铃薯粉加工成馒
头、面条、米粉等主食，并进一步与百
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开展马
铃薯深加工，让社员们获得更大收
益。”刘国栋说道。

土豆变“金豆”，铺就致富路
青岛胶河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国栋带领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梁玉鹏
　　
  他是土生土长的六汪人，曾先
后荣获“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奋斗‘十三五’最美新区人”等
荣誉称号。他通过创建合作社实
现规模经营、依托龙头企业实施自
主经营，实现了合作社的专业化、
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带领当地百
姓耕耘出累累硕果，在带动农户和
助农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就是青岛胶河马铃薯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刘国栋。

刘国栋（中）和社员查看大西洋马铃薯品质。（受访者供图）

　　□记者 张静 报道
　　本报讯 连日来，滨海街道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服务保障，助力辖
区企业复工复产跑出“加速度”。
　　眼下，位于滨海街道的裕城新能
源工业综合体项目正在加紧施工，该
项目计划投资5亿元，主要从事锂电
池配件及充电设备的研发组装和销
售，提供智慧能源。“当前，我们的工
程已顺利展开施工，大型机械和垂直
运输机械也已经安装完毕，施工总体
封顶时间大约在今年的7月份。”青岛
盘星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浩告
诉记者。
　　同样位于滨海街道的华夏天信智

能物联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前
沿核心技术的高科技智慧能源工业
物联网企业。为帮助企业尽快恢复
生产，滨海街道及时摸排企业生产需
求，帮助企业找订单、找渠道，统筹解
决 复 工 复 产 和 用 工 难 之 间 的 矛 盾。

“安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工作，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所以复
工复产后，我们在让员工收心的同时
着重强调安全。为此，我们专门为员
工安排了安全培训，并组织管理层召
开新一年的工作交流会，尽早完成年
度目标和年度计划的确认。”华夏天
信智能物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小燕说道。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项目早开工、
快开工，滨海街道靠前服务，明确企业
复工计划，摸清企业职工底数，指导企
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全面
核实职工动向信息，确保不出问题。
同时，根据企业的行业类别、发展实际
和具体需求，将相关惠企政策通过上
门走访或精准推送等方式第一时间送
到企业，指导企业用足、用活、用好政
策，确保普惠性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个
性化措施精准有效。
　　“截至目前，滨海街道41家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中的39家已实现复工复
产。”滨海街道发展保障中心三级主任
科员蒋梦影说道。

上门送政策，全力促生产
滨海街道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服务保障，助力辖区企业复工复产

琅琊镇

清理“僵尸车”
美化小区环境

  □记者 梁玉鹏
  通讯员 刘鑫茹 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小区管
理，助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近
日，琅琊镇社会治理网格员联合新
时代文明志愿者对将军台社区的

“僵尸车”进行了整治。
  前期，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在业
主微信群通知、小区公示栏公示的
方式，提前告知车主在规定期限内
自行挪离车辆。对于逾期不挪离
的，网格员、新时代文明志愿者在相
关部门的配合下，一起将“僵尸车”
进行拖离。“僵尸车”被拖离后，网格
员又和新时代文明志愿者对“僵尸
车”停放位置的垃圾进行了清理，并
将小区道路清扫干净。
  此次整治行动获得了居民的纷
纷点赞，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提升。

张家楼街道

压紧压实责任链条
严防山林火险隐患

　　□记者 周莹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张家楼街道组织
召开护林防火工作会议，学习贯彻落
实省、市、区护林防火工作会议精神，
对街道护林防火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安排，坚决杜绝山林火险隐患。
　　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森林
防火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将森林
防火作为头等大事和首要任务，抓紧
抓实。各单位、各村要强化宣传教
育，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途径，
开展经常性宣传和针对性宣传，营造
浓厚氛围。同时，各营林单位、各村
要确保护林防火人员到位，责任到
位，及时清理林下可燃物，配备相关
设施设备，严格落实护林防火值班制
度，形成全覆盖的防火态势。护林防
火站要加强队伍培训，做好防火应急
预案，定期开展火灾应急演练，做到
面对灾情，迅速响应。

黄岛街道

做好招聘回访
保障企业用工

　　□记者 丁霞
　　通讯员 管静 报道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就业服务
质量，做细做实就业服务工作，近
期，黄岛街道认真做好春季招聘会
效果回访工作。
　　黄岛街道旨在通过回访，了解
在招聘会上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
向的求职者是否成功入职，对未成
功入职的求职者进行登记，便于后
期推荐就业；同时，认真听取企业用
工情况介绍，并详细记录企业对于
用工的意见和建议。截至目前，共
回访求职者360人，回访企业42家。
　　据了解，在黄岛街道举办的2022
年首场招聘会上，共有800余人与企业
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在参会的40余
家企业中，有79%的企业已不再有用
工缺口。主要用工需求量较大的岗位
还是一线操作工、服务员、营业员等。
对于空缺岗位和人员，黄岛街道将继
续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跟进招聘。创建合作社

产供销一条龙服务
“五统一”管理
为种植户提供保障

产业化发展
让社员有更大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