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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街道

　　□记者 丁霞
　　通讯员 刘丽娜 报道
　　本报讯 近日，黄岛街道阳光
居网格联合街道社会治理中心开
展反诈宣讲活动，切实提高老年人
的防诈骗意识，守好老人“钱袋子”。
　　活动中，工作人员详细讲解
了养老诈骗的常用手法、作案特
点、防范方法等内容，揭露养老诈
骗套路，并叮嘱老年人在日常生
活中提高警惕，做到不听、不信、
不转账、不汇款，如遇到可疑情况
及时报警。

反诈宣传进网格
守好老人钱袋子

>>强化联动共兴<<
描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琅琊镇深入实施蓝湾整治工
程，高质高效完成32910亩非法养
殖海域清理，打通20公里环海通
廊，串联起龙王溜湿地、徐福东渡
启航处等人文景点。同时依托建
设北方海洋种业繁育中心，建成
陆域研发培育、岩礁池保种试驯和
海域生态养殖3个基地，重点发展6
个现代海洋产业项目，打造国家首
批海洋渔业“全产业链示范基地”，
预计年可实现营业收入10亿元、税
收1800万元，增加就业岗位500余
个。该镇还以琅琊台风景区为核
心，串联周边11个美丽乡村示范
村，高标准打造“琅琊渔歌乡村振
兴示范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通过成立琅琊镇旅游服务行业协
会，该镇公开招聘12名职业经理人，
打响“龙湾渔嫂”旅游服务品牌，并
与西海岸旅游投资集团合作，组建
产业联结、景区村庄、乡村民宿三大
同富体，消化存量民宿100余间，村
集体年可实现分红收益60万元。同
时，联动村民通过自营、出租、入
股、合作等方式，发展望龙台民宿
产业集群。目前，完成社会融资1700
万元，新建高端民宿6处，培育精品
旅游民宿示范户14家。

　　□记者 梁玉鹏
　　通讯员 薛源 报道
　　本报讯 4月2日，隐珠街道
朝阳山路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
展“歌颂中华经典 缅怀革命先
烈”清明节演讲比赛活动。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
个个精神饱满、声情并茂，用激情
昂扬的演讲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
感。此次活动不仅展示了中华传
统文化的魅力，还增强了青少年
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歌颂中华经典
缅怀革命先烈

隐珠街道

辛安街道

胶南街道

　　□记者 周莹 报道
　　本报讯 近日，青岛市公布了15个
全市数字乡村特色镇街和56个全市数
字乡村示范项目。其中，张家楼街道入
选“2022青岛市数字乡村特色镇街”，张
家楼“智慧街道”项目入选“2022青岛市
数字乡村示范项目”。
　　近年来，张家楼街道紧扣“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工作主线，围绕“强街、兴
村、富民”重点任务，以“智慧街道”数字
平台搭建为抓手，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发
展路径，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张家楼街道依托互联网、云计算、

数据库等技术，建设“智慧街道”管理平
台，整合嵌入社会治安、道路交通、防火
防汛等信息，形成街道信息全面、画面
直观、数据精准的智慧平台。同时，建立

“1351”社会治理机制，建立252个“微网
格”线上工作群，并依托人文社区共同
体家园，联合50余家多元社会团体开展
线上线下协同共治活动600余次。街道
还将辖区41家农业园区纳入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平台监管，实现“从田间到
餐桌”全程可追溯信息化管理，并大力
发展农村电商、直播带货，帮助农户销
售特色农产品10余万斤。

　　此外，张家楼街道还扎实开展第四
批全国智慧健康养老试点建设，构建智
慧养老服务云平台，建成以“六助”服务
为核心的11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驿站）
和3处配餐点，并获评第三批省级医养结
合示范街道。同时，完善掌上便民服务大
厅建设，让企业和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了
解政务信息、实现业务办理，目前已受理
群众办理事项3.2万余项，办结率100%。
  下一步，张家楼街道将秉承共建共
享、因地制宜、特色发展的工作思路，创
新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快推进数字乡村
建设，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张家楼街道获评2022青岛市数字乡村特色镇街

数字赋能点亮乡村幸福生活

　　□记者 丁一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辛安街道成
立镰湾河路沿线环境整治专班，
针对镰湾河两侧私设停车场、私
搭乱建现象展开集中整治。
　　同时，街道还加大了绿化养护
工作力度，做到拆除一处、清理一
处、美化一处。截至目前，共拆除镰
湾河路两侧砖混房2处、板房1处，
清理集装箱5个、共计500平方米，
新增绿化面积2000余平方米。下一
步，辛安街道将持续开展好“春季
护绿”专项执法行动，对已整治清
理的占绿毁绿问题采取不定期回
头看，防止反弹回潮。

开展“春季护绿”
整治私搭乱建

　　□记者 仪博文 报道
　　本报讯 为有效发挥“家站
点”一体化代表联络平台作用，探
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新空
间，近日，胶南街道人大工委召开
人大代表“进家入站”暨社区报到工
作部署会，邀请代表“常回家看看”，
将履职触角延伸到基层最前沿。
　　接下来，胶南街道将围绕全
覆盖建好、常态化用好“1家5站32
点”一体化代表联络平台，进一步
畅通社情民意的表达和反映渠道，
提升代表履职意识和服务水平。

人大代表“进家入站”
提升履职服务水平

　　俯瞰斋堂岛

文旅融合叫响“琅琊渔歌”
　　□本报记者 梁玉鹏　本报通讯员 王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近年来，琅琊镇紧扣高质
量发展全域旅游目标，做强文旅深度融合文章，推动文化赋能旅游、旅游振兴乡村耦合互动，谱写出文化繁荣、产
业发展、群众致富的新篇章。2022年，琅琊镇接待游客183万人次，旅游收入超3亿元，带动旅游就业8430人，获评
2022年度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

>>创新文化赋能<<
擦靓文旅融合“新名片”

　　2月3日，第59届琅琊祭海节在
琅琊镇台西头网格祭海广场举行。
本届琅琊祭海节新增春季专场招
聘会、黄河大集系列集市等板块，
提振消费、促进就业，提供岗位300
余个，集市销售额50万元，吸引线
上、线下游客2万余人次，成为助力
强村富民新“爆点”。琅琊镇通过深
入挖掘海洋文化、祈福文化和渔家
文化内涵，持续提升“琅琊祭海”等
民俗文化品牌影响力，不断提高文
旅品质。
　　琅琊镇还深化拓展文旅资源，
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开展“琅琊文
化”解码工程，完成徐福东渡、四时
文化等4项重点文化元素基因深度
解码，并投资2600万元建设夏河城
遗址公园，实现古城墙保护与绿色
人文景观同步推进。
　　另外，该镇成立琅琊文化研究
院，建设乡村记忆馆，提升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力度。目前，琅琊竹
艺、琅琊粉条和斋堂岛传说列入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琅琊祭海”列
入市级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同时，依托“琅琊海故事”
电商平台，助力“龙湾花馍”“琅琊玉
筋鱼”等非遗产品销售，实现年销
售收入150余万元。

>>培育旅游品牌<<
打造产业发展“新引擎”

　　琅琊镇山海旅游资源丰富，
以琅琊湾、李家湾、杨家湾、贡口
湾为重点，打造山、海、岛、村一体
的滨海旅游带。该镇围绕旅游消
费产业链，成功引进琅琊文博小
镇、龙湾丽汀文旅等特色度假项
目，培育赶海节、海岛生活节等旅
游新业态，发展渔家民宿200余
家，人均收入突破3.3万元，改写了
沿海村民靠“海”吃饭局面，拓展
增收致富渠道。
　　琅琊镇依山傍海、环境优美，
62公里海岸线串起沙滩、岩礁和
金色港湾，24座山峰翠峦叠嶂，森
林覆盖率达38.7%。该镇还打造了
农旅精品线路3条，培育中科景观
生态农业、“向野新生·农世界”等
农旅融合业态12处，年吸引8000
余人次城市居民下乡消费。
　　与此同时，琅琊镇依托祈福圣
地琅琊台、静修秘境斋堂岛等优质
养生度假资源，布局总投资超10亿
元的龙湾深海温泉度假酒店、龙湾
融里小镇等4个重点项目，积极发
展阳光康养、生态农业、运动休闲、
文化创意等新业态，打造生态文化
旅游康养品牌。2022年共接待康养
游客3000余人次，创收400余万元，
同比增长17%。

推动文化赋能旅游、旅游振兴乡村耦合互动，琅琊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