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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水稻煮熟后口感软糯，升糖
指数比普通水稻低40%以上，特别适合
孕妇、老年人和高血糖人群。”山东省
农业科学院湿地农业与生态研究所专
家现场介绍，“岛耳河圣稻RS15”不仅
具备“功能无糖”特性，还拥有生长周
期短、抗逆性强的优势，可在含盐量
0.3%以下的盐碱地生长。测产数据显
示，该品种预计亩产800斤，按当前市
场行情估算，亩均经济效益可达5万
元，是传统农作物的3-5倍。
　　此次试种项目源于岛耳河新村与
省农科院五年来的持续探索。地处五
条河流入海口的岛耳河新村，曾因海
水倒灌导致土地盐碱化，传统农作物
难以生长。为充分利用这部分盐碱地，
变劣势为优势，岛耳河新村主动与省
农科院对接，创新引入盐碱地水稻。
2020年，村集体首次流转100余亩盐碱
地试点水稻种植，历经土壤改良、品种
筛选等多轮试验，终于攻克“盐碱地种
稻”技术瓶颈。2023年，全区首家水稻
协会在岛耳河新村成立，带动周边十
余户村民参与种植，蹚出科技助农新
路径。

　　“再过一段时间，等田里灌满水，
我们的大闸蟹和石斑鱼幼苗也将随即
投入其中，依托成熟的‘鱼稻蟹共养’
立体养殖模式，实现一田多收。”西海
岸新区水稻协会副秘书长杨小凤介

绍，通过这种养殖模式，实现生态互
补：利用鱼类和蟹类的活动疏松土壤、
捕食害虫，其排泄物为水稻提供天然
养分，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这样
培育的鱼蟹和水稻品质更优，价格更
高，深受消费者青睐。”杨小凤表示，协
会持续组织开展团建、研学等各种活
动，让更多人认识了解优质农特产品，
进一步提升区域品牌知名度。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随着中国农
村专业技术协会公布《关于同意设立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院”的

批复》，由中国海洋大学、山东省海洋科
学研究院、山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和
青岛岛耳河水产品专业合作社合作共
建的鱼稻蟹科技小院正式落户王台街
道。该小院聚焦“鱼稻蟹多营养层级生
态种养技术”，通过巧妙构建生态循环，
利用鱼、稻、蟹之间的生态互补关系，实
现资源高效利用，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
产量与质量，还极大降低了种植、养殖
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减少了化学药剂的
使用，为提升经济效益奠定了基础。
　　该小院的设立标志着西海岸新区

在现代生态农业领域的新突破，其技
术模式为盐碱地开发、绿色养殖提供
了可复制的经验，未来将进一步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农民增收致富。

　　为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市场知名度
和竞争力，岛耳河新村充分利用合作社
平台优势，积极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建
设。目前，魏家岛耳河和王家岛耳河分
别注册了“岛耳河”和“五河头”商标，对
农产品进行统一的品牌包装，实现了从

“销售产品”到“树立品牌”的转变。通过
抖音、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岛耳河新
村的农特产品得以成功推向全国市场。
　　近年来，王台街道高度重视粮食
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坚持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紧抓“良田、良种、良机、良
法、良制”五个关键，助力万亩良田颗
粒归仓。聚焦品牌培育、联农带农、农
文旅融合“大文章”，集聚资源打造“三
山源”“五河头”等乡村振兴示范点，依
托国电投“农光互补”等重点项目，大
胆探索“党组织+龙头企业+农户”乡村
振兴新路径。
　　通过科技赋能与品牌打造，王台
街道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
增色。2024年，蓝莓、蜜桃等特色产业
总产值超5000万元，乡村旅游收入显
著提升，徐村新村、岛耳河新村等获评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深耕三农沃土，激活振兴引擎。下
一步，王台街道将围绕农业增效益、农
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的目标，支持各
村深挖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推动
强村富民取得新成效。

让盐碱地变身“健康粮仓”
　　□本报记者 梁玉鹏

　　5月22日，西海岸新区王台街道岛耳河新村的盐碱地里机声隆隆，
省内首批低升糖（功能无糖）水稻试验种植项目正式启动。50亩试验田
里，最新培育的“岛耳河圣稻RS15”稻种被播撒入土，这片曾因盐碱化
闲置的土地即将迎来一场“健康农业”的革新。

　▲省内首批低升糖水稻在岛耳河新村播种。

省内首批低升糖水稻试验种植项目落地王台街道

　　□本报记者 王雪
　　本报通讯员 宋永凯 封国华

　　西海岸新区镇域经济发展特色
鲜明，例如，张家楼街道、大场镇、六
汪镇等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
力发展蓝莓、草莓等特色农业产业，
打造远近闻名的“蓝莓小镇”“草莓之
乡”。 
　　近年来，在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黄岛公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护
航镇域经济发展，让人民群众的“莓”
好生活更加甜蜜。

　　“到了成熟季，我很担心草莓被
盗，自从张家楼派出所在这里设立了
警务室，警察同志经常来巡逻，我心里
踏实多了。”张家楼街道草莓种植大户
王先生高兴地说。
　　张家楼街道是远近闻名的瓜果
之乡，草莓、蓝莓种植面积大，黄岛
公安分局张家楼派出所为保护种植
户利益，创新推出“警务前移”模式，
蓝莓、草莓量产阶段在集中种植区设
立流动警务室，派驻民警辅警开展
巡逻防控、纠纷调解、安全防范宣传

等。 
　　今年2月份，张家楼派出所接到报
警称，十余名外来务工人员与一蓝莓
种植户因为劳资问题发生纠纷。得益
于“路程短、情况熟”的优势，警务室民
警几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并控制住了局
面。通过融合法理情的调解，帮助双方
达成了和解，最终成功化解纠纷。
　　“我们把警力送到田间地头，能现
场解决的问题就现场解决，极大提升
了工作效率。”张家楼派出所副所长刘
大宇说。

　　大场镇的“甜蜜经济”同样风生水
起，全镇共有近200个草莓大棚，经济
效益可观。
　　为提升防范效能，黄岛公安分局
在草莓种植集中区域安装高清监控摄
像头200余个。依托“智慧安防”系统，
可以对进出草莓种植基地的人员、车
辆进行智能识别，有效防范盗窃、破坏

大棚等案件发生。
　　今年3月份，大场派出所民警接到
草莓种植户李女士报警，称价值几千
元的草莓被盗。民警立即启动“智慧安
防”系统寻找线索，经过五个小时的侦
查，很快抓获了盗窃嫌疑人，追回了未
销赃的草莓，为种植户挽回了损失。

　　“派出所民警主动上门，帮我办理
了居住证，还帮忙联系解决了孩子上
学问题，来六汪镇创业算是来对了。”
来自外地的蓝莓种植户张先生说。
　　六汪镇蔬菜、蓝莓种植业发展越
来越好，来这里投资创业及务工人员
也越来越多，黄岛公安分局六汪派出
所主动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走进
田间地头提供居住证办理、法律咨询
等便捷服务。“他们来了新区，就是新
区人，我们工作主动一点、精细一点，
就会让他们多感受到一些公安的速度
和温度。”六汪派出所民警苑春国说。
　　日常工作中，六汪派出所经常组
织民警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消防安全等知识宣传，增强
种植户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涉及
蓝莓、蔬菜种植方面的案件发案数同
比大幅下降。

黄岛公安强担当、优服务，助力新区蓝莓、草莓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田间“警”色浓，“莓”好共守护

　▲六汪派出所民警走进田间地头，为群众提供服务。

盐碱地播种新稻种>>
预计亩均效益达5万元

探索鱼稻蟹共养>>
一田多收绘出好“丰”景

树起品牌闯市场>>
“土特产”成致富“金钥匙”

>>警务前移<<
守护“莓”好生活

>>科技赋能<<
助力“莓”丽产业

>>贴心服务<<
护航“莓”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