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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生 通讯员
刘明志 刘瑞华）“家人们，这里是位于‘中国大棚樱
桃第一县’———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的山旺镇和庄村
直播现场，我们种植的樱桃口感好、个头大，下单后
会从大棚现场采摘，用最快的速度发给大家……”3月
6日晚上，忙碌了一天的和庄村村民王瑞香化身“主
播”，向全国网友推介临朐大樱桃。当天，卖出的大
樱桃随即被打包，从大棚出发奔向网友餐桌。
　　记者看到，王瑞香的大棚里开辟了一条从采摘到
打包的樱桃销售“流水线”，她把直播间搬进了大
棚，短短一周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几万元。
　　一时之间，不畏山高路远，隐藏在小山村的“价
值”通过网络传播到全国各地，大樱桃等临朐特产得
以为人所知。
　　“原来我们主要走线下销售模式，其实也不愁销
路。”王瑞香坦言，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他
们开始尝试线上销售，一方面迎合了大众消费，另一
方面也为大樱桃销售提供了更多渠道，让他们的产品
被更多人知晓，“最高销售额一小时突破5000元”。
　　王瑞香作了一个直观的对比，过去主要是线下销
售，辐射半径不过几百里。现在转到了线上，最远能
卖到广州、内蒙古等地，辐射半径达到2000多公里。
　　但是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王瑞香一开始尝试直
播也是不得要领，直播初体验并不顺利。“最开始我
自己开了一个号，基础规则、营销话术、形象表现、
操作技术等专业知识都没有接触过，一天也就卖几
单，勉强够生活费。”王瑞香说。
　　如何才能从“电商小白”化身“带货主播”？这
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在位于山旺镇上林西村的大
樱桃电商直播基地，记者见到了正在现场教授直播课
的魏彤彤，她是山东管理学院的老师。魏彤彤和团队
受邀来到临朐，助力当地的电商项目建设以及直播
培训。
　　“按照‘四室一厅N房间’的要求，打造导演
室、剪辑室、客服室、会客室、展播大厅和N个直播
间，组成临朐县大樱桃电商直播基地，目前有40余人
参加培训，基本涵盖了全部行政村。”山旺镇副镇长
寇振玺说。
　　王瑞香是该镇电商直播基地孵化的一员。“这个
樱桃品种是美早，是我家的主打品种，点击1号链
接……”介绍产品，王瑞香早已轻车熟路。如今，在
她的大棚直播间里，从晚上6时到11时，人流不断，最
高峰的时候能达到1000多人次。
　　“手机架起来，屏幕这边是新鲜的樱桃、朴实的
农户充满激情的直播，屏幕那端则是热情的万千网
友，‘互联网+农产品’的销售模式提升了农产品供
销的对接效率，买方和卖方都得到了实惠，对于农产
品品牌的推广也大有裨益。”寇振玺说。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国栋
 通讯员 张吉生 张宝昌）当前正值春耕备
耕的关键时期，在诸城市石桥子镇田间地头，
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的身影，这一派场景繁忙
又充满希望。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3月7日，
诸城市石桥子镇西院社区的大姜种植户正在晾
晒姜种，准备催芽下地，并及早备全种子、化
肥、薄膜等物资，确保不误春耕好时节。
　　下好春耕备耕的“先手棋”，打好守护粮
食安全的“主动仗”。石桥子镇党委政府坚定
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紧抓粮食安全这一
“国之大者”，在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开展高
标准农田整治、推进党组织引领合作社发展粮
食适度规模化经营等方面统筹施治、一体
推进。
　　“随着气温升高，小麦即将进入返青期，
要根据地块及早进行镇压或者划锄保墒，提升
土壤温度，促进根系生长，同时还要跟上水肥
管理和喷药灭虫。”中化先正达诸城MAP服
务中心的技术员杨森在社区培训会上这样介
绍。连日来，他们组织5名专业技术人员深入
社区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通过现场指导和
培训等形式开展小麦和夏玉米订单种植技术培
训班18期，及时解决农户春耕备耕生产中遇到
的难题，确保春耕到地头、服务到心头，全力
以赴保障春耕备耕工作有序推进。
　　“目前我们合作社已经种植小麦面积230
亩，镇上引进了中化先正达公司，有专业团队
对小麦种植管理进行技术服务，既省事又能提
高小麦品质和亩均收益。”石桥子镇岳旺社区
田家岳旺合作社理事长田永收正在查看麦田，
望着满眼绿油油的小麦，他掩饰不住一脸的
喜悦。
　　“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等工作，我们坚持大力推进党组织引领合作
社发展粮食适度规模化经营，着力发展一批土
地股份型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推广使
用‘耕种管收销’先进技术服务，目前粮食规
模化经营面积已达3.3万亩，实现了粮食规模
化经营由注重‘扩量’向‘量质齐升’的转
变，有效保障粮食安全。”诸城市石桥子镇党
委副书记张斌说，党组织引领合作社通过整合
各类土地资源，进行市场化运作，强化农技、
农机推广服务，充分调动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
积极性，持续推进特色富民产业发展，谱写生
态美、产业兴、集体增收、群众增富的幸福
篇章。

大棚变成直播间
樱桃飘香四千里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
生）3月8日，寿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该市推行环境执法帮扶新模式助力高质
量发展政策措施、经验做法。
　　近年来，寿光生态环境部门切实转变
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思路，加快由单纯“执
法监管”向“执法帮扶”转变，在做好生
态环保工作的同时，着力加大服务企业力
度，让生态环保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常态化落实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制度。
全面推行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为基础的差
异化执法，针对不同等级实行分级分类管
理。建立信用修复机制，积极引导相关企
业申请信用修复，避免企业在贷款、评
优、企业合作等方面受到影响。对正面清
单企业“应纳尽纳”，积极推行非现场执
法，提升执法精细化水平。
　　全面落实环境问题整改非现场执法。
指导帮扶1200余家企业上线智慧监管系统
企业服务端，原本需要企业现场提报的材
料，企业可通过服务端提交问题整改，执
法人员通过线上完成问题审核，实现了
“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持续加大对企业的帮扶指导。组织举
办“生态环境服务帮扶助力企业高质量发
展暨法律政策大讲堂”，送法入企、精准
帮扶，有效减少了企业因对政策不清、要
求不明导致的环境违法问题。对企业轻微
的“无心之失”予以“容错”，实行包容
审慎监管，落实首违可以不罚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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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正在对麦田进行施肥作业。

王瑞香在大棚里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