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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引领、金融赋能、科技赋能……

博山八方面发力推动特色农业发展

小区绿化带要改停车位 部分居民有话说
社区回复：所有流程合规后才会开始动工

淄博2月15日讯 拆绿化
带建车位，是否合理？最近几
天，张店区潘苑社区的金晖园
小区要对绿化带改停车位的消
息引发了居民的关注。根据有
关改造计划，将针对小区内“雨
污分流”管道进行改善，将小区
道路硬化，将部分绿化带改为
停车位，以改善业主停车难
问题。

“将楼下绿化带改成停车
位，我们有几户业主是不接受

的，因为这属于公共空间，对于
老年人来说是一个休闲锻炼的
地方，改成停车位后将没有活
动空间，很不方便。而且，建设
公共停车位应征求所有业主的
意见，为什么物业只征求3号楼
居民意见，自己很有疑问。”金
晖园3号楼的一名业主告诉记
者。而金晖园小区内也有不少
业主表示，小区停车位紧张，对
增加停车位大多数业主还是很
支持的。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2003
年竣工，有4栋楼共126户，随着
私家车不断增多，停车难成为金
晖园小区的一个问题。今年，部
分小区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工
程，工程改造将对绿化带造成破
坏，改造完成后将统一为业主重
新规划建设。为解决现在停车
位紧缺问题，考虑将部分绿化带
改为停车位，向所有业主征求
意见。

“小区改造停车位不只是

针对3号楼楼下，而是将小区内
所有绿化带合理缩减，把部分
改造成停车位，免费供居民停
放，方便居民停车出行。在征
求意见过程中，其他楼栋居民
大多数无反对意见，目前，3号
楼部分居民持反对意见，所以
又单独向3号楼住户发放了《意
见征求表》，同意改造的住户数
超过了三分之二以上。”金晖园
小区物业负责人说。

潘苑社区负责人表示，根

据要求，已对小区内居民进行
意见征求，目前，改造支持数超
过了三分之二以上，符合相关
规定。下一步，将向上级部门
汇报情况，征求居民改造建议，
由专业设计团队进行设计，并
及时向居民公示，公示无异议
后将逐步报相关部门审批备
案，所有流程合规后才会开始
动工。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靖怡

这场大会抓住了农业发展牛鼻子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2月13日
发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第11个中央一号文件，对新一
年“三农”工作进行部署。2月
15日，博山区召开特色农业高
质量发展大会，发布了《关于
加快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对于粮食种植面
积仅占全市2.6%、全区三分之
二是丘陵山地的博山来说，这
场大会抓住了博山区农业农
村工作的牛鼻子。

农业农村工作，归根结底
是要实现乡村振兴、农民增
收。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摆
正农业“第一产业”的地位，就
要在发展农业上对症下药。
从博山这场大会的名字来看，

“特色”二字就传递了明确的
信号——— 博山的农业发展无
法跟兄弟区县比产量，必须在
特色上做文章。

地处鲁中山区的博山，山
地、丘陵遍布，地无三尺平，不
利于发展传统的粮食种植业。
但这里的土壤富含有机质，小
地理、小气候多，土净、水好、
空气优，具备发展特色农业的
先天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
博山区各镇办都有了自己的
特色产业，比如池上的桔梗、
鲜桃、板栗、秋月梨、茶叶，源
泉的猕猴桃、西瓜，博山的苹
果、软枣猕猴桃、地瓜、草莓、
大榛子，石马的食用菌，八陡
的富硒小米，域城的香椿、小

樱桃，白塔的葵花籽，山头的
黄金梨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区域布局。

然而，看似遍地开花的背
后，是博山特色农业面临的规
模小、品质差、标准化程度低、
附加值低、没有形成市场等困
境。仅看种植规模一项，博山
区种植规模比较大的猕猴桃，
也仅有2万多亩，和沂源的32
万亩苹果、15万亩鲜桃等相
比，差距很大。

一方面是具备发展特色农
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另一方面
是经过多年发展暴露出的问
题。正是在摸清家底、找准问
题的基础上，这场大会才发布
了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
见，对博山的特色农业明确了
发展方向、开出了对症“药方”。

如何发展好特色农业？
这是大会最核心的内容。项
目引领、金融赋能、科技赋能、
产业联盟等等，实施意见列出
的“八个新突破”，有目标，有
路径，有牵头单位和责任单
位，这就是博山特色农业发展
的“操作手册”。同时发布的

《博山区关于实施特色农业项
目挂包责任制的通知》，更是
直接将2023年20个重点特色
农业项目分配给了区、局领导
和镇办负责人，做到“一个项
目、一位区领导、一个工作组、
一套方案、一抓到底”。

抓住了“特色”这个牛鼻
子，博山农业发展蹄疾步稳。

韩凯 吴昊成

淄博2月15日讯 2月15
日，博山区召开特色农业高质
量发展大会。会上发布了《关
于加快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博山区将瞄准
优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农产
品品质品牌明显提升、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这一目标，
力争在项目引领、金融赋能、科
技赋能、产业联盟、改革提升、
典型培育、农民增收、招商引资
等方面，实现“八个新突破”。

实施20个重点
特色农业项目

2023年，博山区将实施20
个重点特色农业项目，这些项
目涵盖中药材种植、数字农
业、猕猴桃、食用菌、水培生态
农业、田园综合体等内容。会
上，博山区南部四镇党委书记
围绕镇域特色农业发展思路
作了交流发言，企业、合作社、
村代表围绕发展特色农业作
了表态发言，金融机构围绕助
力全区特色农业发展作了交
流发言。

在签约环节，山东民生集
团与博山区签署博山数字农
业示范园区、预制食品产业
园、天下药仓种植基地、中药
材深加工产业园合作协议，山
东理工大学与博山区签署共
建“乡村振兴学院”框架协议。
猕猴桃、鲜桃、食用菌、道地药
材、桔梗五大产业联盟分别举
行了签约仪式并发表了联盟
公约，淄博市农业农村局为产
业联盟授牌。

项目引领、金融赋能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会上发布的《关于加快特色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明确了博山区特色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目标——— 优势特色农业
提质增效、农产品品质品牌明显
提升、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围绕这一目标，博山区力争
在项目引领、金融赋能、科技赋
能、产业联盟、改革提升、典型培
育、农民增收、招商引资等方面
实现新突破。

为了聚力实现“八个新突
破”，博山区将对已确定的20个
区重点特色农业项目实施挂包
责任制。完善“政企农银担”多
位一体的农业产业链融资模式，
推进猕猴桃、鲜桃等特色产业争
取金融支持不低于3亿元，力争
年内涉农贷款发放额度不低于7

亿元。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园区、
特色农业项目发行专项债，力争
年内1—2个项目发债成功。

博山区将继续深化与科研
院所的合作，推进6个乡村振兴
专家服务基地建设，与山东理工
大学合作成立乡村振兴学院，着
力培养“土专家”和“田秀才”，分
层分类分模块培训乡村产业带
头人，高标准培训高素质农民不
低于500人。

以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为目标，博山区引导成立了猕猴
桃、鲜桃等五大产业联盟，打造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责任共
担”的抱团发展新格局。通过实
施猕猴桃、鲜桃等品牌推广提升
工程，大力培育“三品一标”农产
品，年内力争达到20个。

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八大片区规范提升

博山区将积极推进乡村振
兴八大片区规范提升，实现每个
片区都有1—2个品质突出、效益
较好且有一定规模的特色农业
产业。实施农产品产销对接行
动，打造特色专业市场，大力发
展“订单农业”，扩大社区团购影
响力，拓展农企、农超对接和高
端市场定制等营销模式，助力农
民增收。开展村级集体经济“百
村竞赛、收入倍增”行动，力争年
内村集体经济收入50万元以上
的村达到80个，100万元以上的
村达到40个。

“希望博山区坚持产业组织
理念和平台思维，抓住农业主导
产业、优势产业，集聚资源、集中

发力，进一步做好延链、补链、强
链文章，打造一批现代农业、数
字农业产业示范基地。”淄博市
委常委、副市长李新胜说。

博山区委书记路德芝表示，
博山区具备发展特色农业得天
独厚的基础优势，要优化农业种
植结构和产品结构，找到最适合
的农产品，实现土地产出效益的
最大化；要培育农业产业化体
系，拉长农业产业链条；要通过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产业化项目
等途径来增加村集体和农民的
收入。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韩凯 见习记者 吴
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