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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龙薯九号、这是济薯26、这是
红香蕉、这是烟薯25。”正在向储藏库里
放地瓜的王维洲如数家珍。王维洲是青
岛王维洲地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该合
作社位于平度市新河镇岭西王家村。
据了解，王维洲在今年秋天，投资

38万元，建立了占地660平方米，高6 . 9
米，计45554立方米的储藏库。该储藏库
存放了四个品种的甘薯，50万公斤。加
上另外两个甘薯窖，今年王维洲共储藏
甘薯63万公斤。
说起甘薯，年龄40岁以上的都知道，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因为小麦亩产低，
而甘薯亩产量高。因此，为了解决温饱问
题，甘薯播种面积很大。人们也就把甘薯当
做了救命粮。上顿吃下顿吃。上世纪八十年
代后，因为小麦玉米亩产量提高了，小麦玉
米的播种面积大大增加，压缩了甘薯的播
种面积。又因为甘薯价格偏低，种植甘薯利
润低。前几年，甚至见不到甘薯地。
近年来，在农业科技人员的努力下，

选育出一些适合烤、蒸、煮的地瓜品种，
品质优良。甘薯又具有保健作用，为了追
求健康，甘薯渐渐地上了人们的餐桌。
王维洲以前是个苹果经销商。近几

年，他敏锐地发现了甘薯的市场前景，开
始贩运甘薯。王维洲善于钻研，及时捕捉
甘薯科技信息，建立合作社，将育苗、储
藏、销售对接起来。根据市场需求，选定
育苗品种及育苗数量。今年，王维洲利用

学到的育苗技术，投资3万元，建立占地
3亩的育苗棚，育苗500多万株，可种植
1000多亩，甘薯地分布本乡镇及周边乡
镇。自己种植了43亩甘薯。今年他跟购
买自己甘薯苗的客户签订了合同，1000
多亩地瓜全部回收。“甘薯通过储藏，每公
斤价格可上涨2元多。烟薯25又叫血管地
瓜，你看它的表皮，有蚯蚓状突起，如同人
的青筋。这个品种品质很好，价格也很好，
到了明年春天，在我们当地市场四五元一
斤，到北京、上海市场是十多元一斤，都
是网上销售的。”王维洲自信地说。
王维洲通过甘薯获得了可观的收

益，甘薯在王维洲眼里也真的成为了金
娃娃。“以前，我镇种植甘薯面积很少。
自从王维洲建立地瓜专业合作社后，甘
薯种植面积逐年增多，今年达到500多
亩。甘薯属于绿色农产品，有益于健
康。甘薯种植采用地膜覆盖、水肥一体
化，收获已经做到机械化了，种植甘薯
比较省力。关键是效益高，亩产2500～
5000公斤，每公斤按1元计算，每亩纯
收益在1500元以上。”新河镇农业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说。

新河化工基地锁定“三
零”确保冬季危化品安全

□半岛记者 禚佩佩 通讯员 王相辉

“化学品生产装置，冬季必须对管廊、
反应釜、储罐区、法兰闸门等安全装置等
逐一检查，保证其时刻处于完好状态。”10
月28日上午，在青岛平度新河化工基地某
化工公司吊装作业现场，化工基地安监干
部孙仁生带领外聘的安监专家正在耐心
给作业人员讲解操作规程。这是新河化工
基地针对深秋危化品企业管理特点，建设
维修项目增多、化工装置需要保温防冻等
情况，以落实“三个零”为总抓手，保障园
区冬季危化品安全的一个缩影。
该园区利用新媒体，实现安全宣传

“零距离”。利用微信群、QQ群、LED显
示屏，实时推送各种短片、PPT推送安全
知识2100余条，受众6800余人，进一步
强化员工冬季安全意识。实行责任全覆
盖，确保安全管控“零死角”。强化安全生
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对3541个风险点
完善了管控措施。
此外，消除危险源，坚持安全隐患

“零容忍”。

新河化工基地开展冬季
危险物质大整顿大清理

□半岛记者 禚佩佩 通讯员 王相辉

立冬后，风霜多，新河化工基地开展
秋冬季节园区危险物质大清理，促进园
区本质安全。对园区内“两重点一重大”、
剧毒、易制毒易制爆物质进行梳理登记，
全面整顿。绘制《园区安全风险一张图》
做到情况明，底子清，措施牢。扎实开展
安全生产“百日攻坚”，确保安全设备设
施有效运行。
清理企业内部内的杂草、纸盒、包装

袋、塑料袋、废桶等，清理垃圾死角。分清
固废、危废，妥善外运。危废，必须使用危
废转移处置五联单，交给有资质的单位
规范化处理。已经处置危废3500余吨。
此外，强化园区封闭式管理。20名

安全队员分兵守住3个卡口，对进出园
区的危化品详细登记。日均登记车辆45
辆，进出危化品1200余吨。严密跟踪，确
保运输安全，装卸安全，持证运营。

新河化工基地安全生产
经验入选《山东省安全生产
100法》

□半岛记者 禚佩佩 通讯员 王相辉

近日，记者从省安监局获悉，新河生
态化工科技产业基地撰写的《践行
“12345”思路，构筑“双五”化工园区监管
新体系》入选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
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安监局主持编纂的
《山东省安全生产工作100法》一书。
“1235”思路是坚持“一个目标”，建
立“两个体系”，强化“三个必须”，抓好
“五项工作”。“双五”是坚持“五强化”，做
好安全规划，充实安监队伍，加大设施投
入，完善应急工作；做到“抓五点”，以点
促面，压实责任，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创
新监管手段。

蓼兰镇召开冬季安全生产会

□半岛记者 禚佩佩 通讯员 孙洪波

近日，蓼兰镇组织召开全镇冬季安
全生产会议，辖区内各部门、村庄、企业
负责人、包村企业干部等参加。
会议由镇主要负责人传达了省、青

岛、平度三级冬季安全生产会议精神，结
合目前开展的“百日攻坚行动”和我镇实
际，对当前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各站所、
部门根据职责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工
作，部门之间要互相配合协调，做到无缝
衔接；各包村、企业干部按照年初签订的
目标责任书做好所包村庄、企业安全生产
的巡查工作，发现隐患及时上报处置；各
村庄要针对辖区内的非法制作烟花爆竹、
燃气、冬季取暖、用电、道路交通等安全做
好宣传和隐患排查，确实安排好冬季安全
生产工作；各企业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搞好企业全员培训，真正把隐患当做事
故来抓，坚守安全生产的高压线、生命线
不容触碰，做到“安全生产，预防为主”。

蓼兰镇未雨绸缪做好烟
花爆竹安全监管

□半岛记者 禚佩佩
通讯员 孙洪波 潘瑞忠

当前，进入烟花爆竹生产、销售旺
季，为有效消除安全隐患，防止因“冬闲”
非法加工、储存和经营发生意外事故，蓼
兰镇做到“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进一
步抓好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加强安
全监管，强化宣传，确保今冬明春辖区内
烟花爆竹经营市场安全稳定。
按照“一岗双责、党政同责”的要求，

落实分工干部、村（社区）两委干部对烟花
爆竹安全隐患的排查责任，做到“谁摸排、
谁签字、谁负责”谋划好安全监管、经营许
可、打非治违等环节的工作，对有非法制
售烟花爆竹传统的村庄，做到拉网式排
查，公开举报电话，利用村庄喇叭广播、微
信公共平台等措施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
晓、相互监督，确保安全工作不出纰漏。
结合辖区制作烟花爆竹“传统村”实

际情况，成立由辖区派出所、工商所、安
监办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镇域内烟花
爆竹经营点进行拉网式检查。
镇政府与包区领导、管区书记、包村

干部、村庄负责人签订烟花爆竹等易燃
易爆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的目标责任书，
与烟花爆竹零售户签订安全责任书，镇
派出所与重点户、村委会与村民签订安
全管理协议书，通过层层落实,责任，确
保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利用微信、横
幅、宣传栏等载体大力宣传《烟花爆竹经
营许可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增强生产
经营户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积极落
实有奖举报制度，鼓励和发动群众对烟
花爆竹非法生产、储存、经营等行为。

凤台街道强化工贸企业
有限空间监管

□半岛记者 王晓伟 通讯员 杨韫玉

近日，凤台街道广泛发动辖区企业
开展自查自纠，落实多种措施强化工贸
有限空间监管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生
产安全事故发生。该街道开展深入细致
的排查工作，建立完善“一企一档”，并及
时更新，真正做到底数清。并通过微信、
短信、宣传栏等载体推送相关信息、案
例、规程等，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有限空间
作业审批制度和安全措施要求，加强作
业人员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正确施
救和安全操作技能培训，提高自救互救
能力。此外，严格监督执法，推动主体责
任落实。

凤台街道举行安全生产
异地交叉执法检查

□半岛记者 王晓伟 通讯员 杨韫玉

近日，省安监局异地执法检查组到
凤台街道开展安全生产异地交叉执法检
查。检查组一行采取听汇报、查资料、看
现场、提问题的方式，对辖区内青岛德盛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进行了检查，针对企
业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提出了整
改意见，并要求企业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通过此次异地交叉执法检查，营造了
较为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对于提高安全
生产执法质量和效果、帮助企业提高安全
生产管理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东阁街道召开安全生产
推进会

□半岛记者 王晓伟
通讯员 于自立 潘瑞忠

10月19日，东阁街道召集辖区内标
杆及规模以上企业召开安全生产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就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工作进行具体部署。会议要求，
与会单位务必高度重视，严格按照上级
要求，积极配合检测机构，全力做好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工作，彻查风险隐患、辨识
安全风险、确定管控级别、组织全员培
训，把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体现
在档案资料上、落实到实际生产经营中，
达到实效、做出成效。

东阁街道切实抓好近期
安全生产

□半岛记者 王晓伟 通讯员 于自立

近日，东阁街道根据季节特点，“三
面发力”切实抓好近期安全生产工作。加
强定期排查加突击检查。一方面常规隐
患定期查，“早发现、早治理”；另一方面
隐匿隐患突击查，“刨根问底”。同时，“分
行业、分领域、分部门”明确责任，开展专
项检查，落实不到位，全面问责。此外，现
场执法全程记录，依规依据；同时做好安
全生产宣传，提升公众安全意识。

昔日救命粮如今变身金娃娃
平度新河镇王维洲储藏甘薯63万公斤，网上销售带领村民致富

之田间地头访能人
④

王维洲在
甘薯育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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