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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邱云

张家楼镇地形地貌以山岭和平原
为主，镇内有80多个特色园区，其中千
亩以上的有12个，现可供采摘的草莓园
区共有11个。该镇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
第一要务，按照“文旅+现代农业”的产
业定位，因势利导做强长板，因地制宜
补齐短板。目前，张家楼镇已形成了农
业科技园、蓝莓示范园、生态观赏园等
多园互动的格局，其中，中国农业高新
技术跨越式发展的领航区——— 青岛西
海岸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直管区落户于此。而随着现代农业的迅
猛发展，该镇园区的数量已达到一定的
规模，而对于如何提高园区农产品的质
量和安全，便显得尤其重要。气温回暖，
春色初见。西海岸新区张家楼镇的“安
全”草莓园让人吃得放心。

这里的草莓有了“绿色合格证”

此时,正是草莓采摘的旺季。作为
一种高风险食用农产品，草莓的质量安
全备受关注。西海岸新区张家楼镇的花
语人间休闲农业园区，有4个草莓采摘
大棚，每个大棚的入口处都张贴有草莓

抽检的合格证。园区经理张峰军告诉记
者，合格证上记录了草莓的生产情况、
肥料使用情况，以及检测结果。“抽检过
程中，每个大棚抽取一定数量的草莓样
品，送到镇上的农产品检测中心进行检
验。抽检结果当天就能出来，我们就把
它贴到草莓大棚的棚门上，游客看到后
也感到比较放心。”有了合格证，这里的
草莓不仅打开了销路，价格也一路上
涨，采摘客流量节节攀升。
据了解，为保证食用农产品的安

全，《青岛市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办法》
从3月1日开始试行。根据办法，食用农产
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的食用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负责。此外，合格证的使用情况
纳入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对食用农产品生产
经营者的项目扶持、品牌认定、信用评定的
重要内容。对于虚假开具合格证的,纳入
生产经营主体信用记录。

主动送检确保草莓食用安全

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还应从源头
上把关，相关生产经营者要采取质量控
制措施，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提高其
利用效率，规范种植管理等环节，增加
有效供给。青岛新茂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创始人魏筠茂以果蔬食品安全为己任，
在果蔬养殖期间坚决不打一滴农药，该
举措获得了西海岸新区科技局的肯定。
据了解，西海岸新区科技局将青岛新茂
家庭农场列为“无农药草莓种植试验示
范基地”。
“坚持哪怕长满野草也不打除草
剂”是老魏一贯的管理准则。农场采用
人工除草或用锄头除草，其好处在于可
以保护土壤原结构，保护自然生态免受
破坏，避免化学除草剂使土壤板结，阻
碍植株吸收养分。此外，农场采用富含
氮磷钾和其他微量元素的豆饼肥和畜
牧肥。豆饼肥是一种高效有机肥，是由
作物的果实发酵而来，施肥后对土壤的
酸碱度影响甚微，可有效改善土壤环
境，利于植物生长。而畜牧肥众所周知，
营养成分高，是植物生长最好的养料。
除施肥和除草外，农场在植物生长时
期对土质、杀虫以及灌溉每一道工序都相
当严苛。首先，土质一定要经过测试仪检
测，温度、土壤PH、含水量、微量元素、无机
盐等都达标才可以；其次，在杀虫技术方
面，农场采用先进的臭氧杀虫技术，效率高
见效快且不会造成农药残留。此外，定期主
动把园区内的草莓，送到镇农产品检测
中心进行农药残留检测，确保吃到嘴里
的草莓都是安全的、放心的。

“我为家园添绿衣”
植树月活动启动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伟
通讯员 尹建筑

绿化美化，从身边做起。近日，辛
安街道城市管理中心组织全处物业服
务企业在辖内住宅小区开展“我为家
园添绿衣”植树月活动，并号召业主积
极参与，一起携手打造“魅力家园”。
活动中，各物业服务企业根据气

候特点、各自服务小区的绿化特色以
及与周围环境协调搭配等因素，制订
了各自住宅小区植树月活动实施方
案，按照“适地适绿，增绿补绿，丰富色
彩，提升品质”的原则，合理选用植物，对
住宅小区裸露土地实施绿化全覆盖，全
面升级小区绿化水平。同时，实行拆违
建绿、拆墙透绿，逐步减少闲置和占用
的绿地，进一步提高小区绿化质量。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青岛北国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青岛市黄岛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2014年11月0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913702115611548514，声
明作废。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丁霞

近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卫街
道窝洛子社区的“四点半课堂”上，来自中
国石油大学的教授为孩子和家长们上了
新学期第一课。据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卫
社区教育中心校长王增星介绍，“四点半
课堂”教育惠民工程于2017年初在青岛西
海岸新区灵山卫街道先行先试，目前灵山
卫街道已有3个社区成功运转，100多名小
学生受益。据了解，“灵山卫四点半课堂”
与“北京故宫讲坛”等项目一同被评为
2017年全国终身教育品牌。

先行先试，已有三个社
区运转成功

“家校空档一小时”一直是家长、社
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青岛西海岸新区民
办教育与终身教育管理服务办公室主
任田怀玉介绍，新区教育体育局抓住这
一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组织引领各镇街社区教育中心转型
发展，举办“四点半课堂”，分担家庭教
育压力，强化延伸教育服务功能，切实
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打造有温度的社区
教育。2017年，新区教体局积极支持灵山
卫社区教育中心与中国石油大学合作，探
索整合驻区高校、社区教育资源，兴办“四
点半课堂”的新举措。目前，三所试点社区
四点半课堂运行顺利，实现了有师资队
伍、有固定场所、有教学计划、有活动开
展和活动效能的良好局面。
据调查，灵山卫街道现有私人办的

小学生托管班多家，师资力量、设施参
差不齐，存在安全隐患，收费不低等问
题，学生家长对这样的托管班既爱又
恨。家长们渴望有“官方”性质的、质量
高端的托管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呼
声。王增星校长告诉半岛记者，学生放

学后，由校车送孩子们回到社区教育学
校的四点半课堂，四点半课堂结束后学
生们有序回到社区内的家。

公益课堂，免费服务青
少年校外教育

四点半课堂是公益性的，不收学生
家长一分钱。“以窝洛子社区四点半课
堂为例，窝洛子社区四点半课堂是中国
石油大学教育发展中心和校团委相关
负责人、灵山卫街道分管领导、灵山卫
社区教育中心和社区负责人多次调研
沟通，高起点规划的惠民教育项目。”灵
山卫社区教育中心王增星校长介绍，一
是引入高端资源保障。引入师资水平
高，由居民认可度高、口碑好的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精心选派品学兼优的大
学生任教；二是推出“学业+拓展”的模
式。在辅导好小学生课内作业的同时，
通过科普、手工、安全、趣味等拓展小
组，培养少年儿童良好的学习生活习

惯、激发对科技和文化的兴趣；三是提
供一流教学环境。窝洛子社区提供了一
流的教学环境设施，条件堪比专业会议
中心，还配备有5D影院、VR体验中心
等各种高科技含量的科普馆。
王校长说课堂的公益性让越来越

多的家长与学生感受到了实惠。“毛家
山社区四点半课堂由黄海学院国学院
具体承办，辛洪涛博士组团打造国学特
色服务团队，在四点半课堂工作中突出
国学教育特色，硬笔书法、软笔书法将
在新学期每周开课两次。”

资源共享，破解“校家空
档一小时”难题

“社区教育中心、大学、村（社区）资
源共享，无偿服务。”王校长说，为了更
好地打造“四点半课堂”，社区教育中心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天组织碰头会，社区教
育中心指导老师、大学生志愿者、社区服
务人员三方交流情况，不断总结经验，改
进工作机制、方法，以保障四点半课堂的
质量。此外还建立安全保障制度。实行入
学签到，放学签退制度；学生家长、服务团
队共建微信群，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建立
问题实时沟通机制；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建立应急保障机制和突发问题预案。
“今后新区将扩大试点范围，在条件
成熟的镇街社区进行推广四点半课堂。今
年年初红石崖街道、长江路街道的四点半
课堂也已正式开课，500余名小学生享受
到这一免费的校外教育。”新区民办教育
与终身教育管理服务办公室主任田怀玉
介绍，将继续增加教育供给，切实解决“家
校空档一小时”难题。探索学校四点半课
堂、社区四点半课堂相互补充的新办法，
实现学校、社区、家庭教育的无缝对接，践
行“教育，让新区更美丽”这一教育品牌。

张家楼草莓有了质量“身份证”
“绿色合格证”+“无农药草莓种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绿色安全草莓园

新茂家庭
农场的优质无
农药草莓。

声明

高校、社区联合打造“四点半课堂”
新区灵山卫社区教育中心先行先试，免费服务青少年校外教育

辖区内居民积极参与植树活动。

中国石油大学李逸龙教授（左一）
在“四点半课堂”给孩子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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