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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玉鹏
　　本报通讯员 夏乾峰

　　草莓种植面积突破3000亩，种植
户户均增收8万余元，带动20个村庄的
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近年来，西
海岸新区大场镇草莓产业快速发展，
美了乡村、富了村民，“草莓经济”已经
成为该镇经济发展的活力引擎，迸发
出强劲动力。3月19日，青岛西海岸新
区大场镇第七届线上草莓节正式拉开
了帷幕，本届草莓节采用“线上直播带
货”模式，增设线上探访、草莓品鉴、科
普展示、萌宠乐园、网红打卡地等互动
体验，将休闲、云游、消费、文化等创新
融合，打造出趣味十足的新业态、新
场景。

新鲜美味送到“身边”

　　大场镇地处黄海之滨，镇域地势
平坦、土地肥沃，“蔬、果、林、花、茶”等
现代农业发展势头强劲，素有青岛“菜
篮子、粮囤子”之称。特别是新区最大
的两条河流——— 白马河、吉利河在此
汇流入海，更让其赢得“两水汇秀、果
蔬飘香”的美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和区位资源，给“大场草莓”的生长
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更好地保证大场草莓的品质，
在种植过程中，我们用牛粪、黄豆、有
机肥做底肥，以黄腐酸作为冲施肥，并
采用捕食螨以虫治虫，真正做到了无
农药、无膨大剂、无催熟剂，保证果实
纯生态、绿色无污染。”大场镇草莓协
会会长张崇平告诉记者，经过20多年
的精心培育，“甜水养、沙土长、鸡蛋
大、入口化”已经成为大场草莓引以为
傲的特色品质，广受消费者的青睐。
　　近年来，大场镇众多名不见经传
的村庄，因草莓声名远播，除了草莓的
品质高、口感好，“政府搭台”功不可
没。自2016年以来，大场镇党委政府
连续7年举办草莓节，以莓为媒，以节
搭台，极大地推动了草莓产业的发展。
同时，不断创新形式，丰富主题活动内
涵，提升草莓节规模，更让其知名度实

现了广泛传播。
　　据悉，今年大场草莓销售除了各
大经销商采购分销之外，还实行“线上
购买+线下无接触配送”的形式。其
中，线上销售主要是通过“社区团购”
的形式进行，配送员将根据不同地点
分社区进行无接触配送，让广大市民
不出远门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美味的大
场草莓。

直播基地搬进大棚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青岛西海岸草莓公社，这里几十个草
莓大棚连成一片，十分壮观。”“一颗颗
饱满的草莓在绿叶映衬下娇艳欲滴，
果香四溢，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品尝
了。”……草莓节上线当天，活动主持
人开启了直播探访活动，短短数小时
的时间里，累计吸引10万网友在线观
看，直播间里，众多网友纷纷点赞。
　　普通的草莓采摘最多让游客停留
一两个小时，如何留住游客才是产业发
展的新出路。为此，大场镇创新思路，
打造共享直播基地，以发展体验经济，
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化流量为“留量”，
使流量经济进一步变成增量经济。

　　“我们尝试将大棚改造成了共享
直播基地，将休闲采摘和主题体验相
融合，衍生出旅游新业态。”南辛庄村党
支部书记徐勇介绍道，特色化直播基地
聚焦了当下流行的体验经济和流量经
济，以体验共享美好生活品质，以流量经
济激发镇内草莓经济发展活力为主要目
的，兼具直播和拍照打卡的双重作用。
　　据了解，该直播基地中打造了多
个主题拍照打卡点，精心布置的场景
可以给游客带来不同风格的沉浸式体
验；“谁是草莓王”“种棵草莓带走吧”
等草莓主题活动增添趣味性，拉动促
进消费；草莓品鉴直播区与带货直播
区能够满足农户草莓直播宣传与游客
品鉴不同品种草莓的多重需求，直接
搭建农户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在互
动中拓宽销售渠道。
  依托草莓产业，大场镇将丰富的农
业资源优势放大，大力倡导生态环保理
念，着力创生态业、打生态牌，打造美丽
乡村旅游项目，进一步发展集旅游、采
摘、农家休闲为一体的旅游示范带动项
目。同时，项目周边的道路、滴灌、排
水、绿化、停车场地、餐饮设施及景观环
境等基础设施进行配套提升，加快项目
融合互补、相互牵引，为草莓产业可持

续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融合发展“甜蜜”致富

　　从1998年开始试种草莓，到2015
年草莓产业兴起，再到草莓采摘美名
远播……南辛庄在探索、建设、发展新
区首个集约型草莓产业园中，凭借“小
草莓”实现了脱贫致富的“大梦想”，这
也正是大场镇草莓产业迅速发展的一
个缩影。
　　2016年，大场镇率先在南辛庄试
点“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互联
网+农户”发展模式，由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党员带头流转土地80亩，多方筹
措资金，建设56个现代化“无柱钢管
棚”，并成立西海岸草莓公社，由此开
启了大场草莓产业的振兴之路。“当
年，草莓产量就突破50万公斤，产值突
破1000万元，200多人通过草莓实现了
就业，村庄人力、土地资源被充分盘
活。”徐勇介绍说。
　　有了南辛庄的成功样板，大场镇
在推广草莓种植上变得更有“底气”。
该镇陆续在凤凰庄、胜水、柳沟、陈家
屯4个草莓生产基地复制了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的模式，草莓收入占种植户
户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80%以上，户均
增收8万元。
　　为了扩大草莓销量、为农民增收，
南辛庄等5个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
还开辟线上交易新战场，通过融合“新
媒体+电商”两大理念、“线上+线下”两
大渠道，以线上直播带货打通了销售
堵点，以新商业模式促进了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同时，合作社共绘“草莓采
摘地图”，制定特色冬春游路线，发展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实现了一产“接
二连三”，全面激发草莓产销动能。
　　大场镇宣统委员徐炳阳表示，未
来，大场镇还将通过举办草莓节等各类
活动，在体验经济、流量经济领域持续
深耕，在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
中蹚出新路径，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引领大场
草莓向品牌化发展，把草莓种植方面的

“潜力”转化为发展的“显绩”。

大场镇第七届线上草莓节启幕，采用线上直播带货模式融合多种场景拓宽参与渠道

甜蜜约会，小草莓托起致富大产业

大场镇第七届线上草莓节“云上”启幕。

下足“绣花”功夫，创新社会治理
红石崖街道从细微处入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党建引领<<
激活社会治理“红色细胞”

　　红石崖街道坚持党建聚力赋能社会
治理，将党建活动融入基层治理工作中，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扎实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街道组织联合各社区、经合社党支
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真情
巴士集团分公司党支部等常态化开展形
式丰富的党建联建活动，如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宣讲、义诊义护、急救知识科普等
志愿服务，在便民惠民的同时，提升了基
层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堡垒作用，搭
建起多元共治新格局，为街道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

>>信息平台<<
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红石崖街道充分发挥街道社会治理
信息平台作用，依托监控系统精细布局、
依靠网格队伍精确落位、依据系统数据
精准施策，以“信息化”手段赋予社会治
理动能，实现区域数字化、智能化、精细
化治理。
　　1-2月份，街道社会治理平台受理处
置事件3802件，办结率100%，公众投诉平
台受理事件369件。通过信息化手段确保
群众需求得到快速、妥善解决，提高为民
服务质量，也为街道下一步治理重点提
供数据支撑。

>>网格建设<<
锻造为民服务先锋队

　　网格虽小，却将党与千家万户连接
在了一起，红石崖街道坚持以社会治理
网格为辐射，充分发挥管理机制优势，构
建为民服务文明实践网。
　　街道积极组织全体网格员深入网格

内部，围绕移风易俗、环境管护、治安防
控、矛盾调处、关爱服务等工作，开展

“网格+上门宣传、流动宣讲”等系列活
动，实现重心向网格下沉，服务向网格
延伸，力量向网格集聚，政策向网格倾
斜，把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推向

“最后一米”。
  同时，通过加强业务知识培训，增强
网格员素质能力，提升网格队伍的专业
化和职业化水平；优化考核细则，细化网
格员工作职责，推进网格工作有序开展，
打造为民服务的先锋队伍。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社会治
理工作需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更需要
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红石崖街道将坚
持抓“党建”促“治理”，用“信息化”提供

“新思路”，以“小网格”彰显“大智慧”，下
足“绣花”功夫，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
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事，不断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促进社会治理品质
进一步提升。

  □本报记者 李涛
　　本报通讯员 杜飞桢

　　治理现代化是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保障。区第二次党
代会明确提出“精准聚焦社
会治理，在促进共建共治共
享上示范引领。”区红石崖街
道从细微处入手，聚焦党建
引领、信息平台、网格建设，
创新社会治理思路，着眼于
群众的大事小情，用一针一
线绣出辖区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满足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