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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批发商城在电商大潮下该
如何转型？长期以来始终是商家关注的焦
点。8月10日，山东省临沂首个网上批发市
场临沂卫生用品商圈借力“阿里”旗下 1688
平台上线，正式将临沂专业批发市场首次搬
到网上。与此同时，临沂首个跨境电子商务
产业园也正式投入运行，为临沂商城转型电
商实现两大破题。

临沂商城经历三十余年发展，已拥有
101个专业批发市场，成为全国最大的市场集
群。然而，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异军突起，
传统批发市场在无地域限制的在线销售冲击
下，辐射范围逐步缩小，增速趋缓，危机倒逼
临沂批发市场组织模式和技术形式的彻底转
变升级。虽然山东省临沂市众多实体商家将
目光瞄向网上零售和批发业务，但相比义乌

电商集聚式发展，临沂电商“单打独斗”仍显
势单力孤。与此同时，近年来山东省临沂市
众多企业单位也曾多次尝试自建网上商城集
结网商，但自建平台的方式最终也未能将临
沂商城搬到网上、推向全国。

当前，面对网络零售异军突起，企业之
间在线批发交易也迎来爆发增长，商家对寻
找产地源头好货、减少中间商的需求日趋强
烈。熟悉在线交易流程的淘宝卖家越来越
多选择在 1688寻找原产地供应商，这种需
求也直接驱动了在线产业带诞生。由北京
云商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的“临沂云商城”在
此时应运而生，一改自建平台的方式而是通
过专业市场借力第三方开放平台开展电子
商务。此次借助阿里巴巴产业带，临沂首个
网上批发市场临沂卫生用品商圈成功上线，

即通过辅导本地商户开展具有产地货源特
征的网络分销，旨在建成全国知名的临沂线
上批发市场。临沂卫生用品商圈网上专业
市场正式上线运营后，未来，山东省临沂市
具有地产优势的五金、劳保、塑料、鞋帽等行
业也将逐步实现线上运营。

北京云商投资有限公司还整体租赁了
临沂商城出口商品展示中心，建设了临沂跨
境电子商务产业园。据了解，该产业园将整
合临沂电商服务公司力量，打造临沂跨境电
商网络服务市场，收集整合临济地区跨境电
商大数据，为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形成一站式开放服务平台。目前产业园已
进入试运营阶段，已吸引 18家规模企业，
100家小微创业者，约1400多人入驻。

（临沂晚报）

“抱团”闯市场

临沂首个网上批发市场上线

8月11日，从德州市水利局获悉，继去年
完成四个河道治理项目后，德州市又有三个全
国 2013-2015年重点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完工，
提前半年完成任务，清淤河道2.61万米。

据了解，德州市有 16个河道治理项目列
入国家规划，去年四个治理项目完成验收。今
年三个重点治理项目分别为陵县朱家河、禹临
陵县河段和禹临河临邑河段。三个项目治理
总投资 6940万元，共清淤疏挖河道 26100米，
新建改建节制闸 13座，改建维修桥梁 8座，新
建穿堤涵闸 1 座，新建管理设施 1 座，复堤
6.615千米。

治理项目实施后，可有效地提高河道的防
洪、除涝标准，保护流域内的城市防洪安全，及
两岸地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防洪
安全，保护重要的交通设施不受洪水威胁，减
轻该地区的防洪压力和涝灾损失，具有显著的
防洪除涝、灌溉等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
其中，年平均防洪除涝效益为 523.54万元，年
均灌溉效益为176.45万元。

除上述经济效益外，中小河道治理将促进
流域环境的改善，如减轻地表、地下水质污染；
降低地下水位，抑制土壤产生次生盐碱化；增
加蓄水量，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增加湿地面
积，改善局部小气候；减免洪涝灾害诱发的各
种传染性疾病流行，保障防洪效益区内的人群
健康等。 （德州新闻网）

德州
河流治理项目提前完工
清淤河道2.61万米

为方便农村居民参保,山东潍坊市不断加
大社保信息化推进力度,目前已有 456万农村
参保居民享受到电子社保带来的便利,实现了
参保缴费、待遇领取、权益查询、资格认证“四
个不出村”。

为让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市百姓,市社保
中心以全市集中统一的社保数据为基础,以辐
射全市 12个县 (市、区)、127个街道 (乡镇)及
1889个社区(村)的“四横一纵”信息网络平台为
纽带,以先进的自助服务终端为依托,积极打造
覆盖全市城乡的社保自助服务体系。在去年
为村、居基层社保经办服务平台配备了硬件设
备的基础上,今年又装备了目前国内先进的自
助服务终端,目前首批自助设备已实现全市联
网。参保群众可以自助查询、打印有关信息,
也可自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进行资格认证等。

（潍坊日报）

潍坊
456万农村居民
不出村就可享社保服务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林业是重
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承担着生态建设
和林产品供给的重要任务。近日，省政府起
草了《山东省森林资源条例 （草案送审
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在
森林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森林
内和距离森林边缘 500米范围燃放烟花爆
竹、吸烟、野炊、祭祀用火，否则对个人可处
2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处 1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现状
人均林地面积低

截至目前，山东省有林地面积达4402.2
亩，林木蓄积量 12360.74万立方米，林木覆
盖率22.78%，林业总产值达5574亿元，位居
全国第二位。但全省人均有林地面积为
0.45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人均
林木蓄积量1.27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十分之一。

实现林木覆盖率达到 30%是绿色山东
首要的建设目标。林业改革发展存在四大
难题：一是林业用地少，发展空间不足，成为
我省林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二是荒山荒

滩自然条件差，绿化难度大;三是造林成本
高，投入严重不足;四是林地逆转流失严重，
资源保护难度大。

■保护
每年人均植树三至五棵

《条例》中提到，植树造林是公民应尽的
义务，依法负有植树义务的公民，应当在本
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组织下，每人每年
完成三至五棵的义务植树任务，或者完成相
应劳动量的其他绿化任务。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义务植树基地，为义务植树造林提
供必要保障。义务植树造林所需苗木，由林
木权属单位负责提供或者林业主管部门组
织提供。

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结合
本区域内的生态环境特点，对自然条件较差
的山区、滩涂和新造幼林地，科学划定封育
区，通告封育期，实施封山育林。在封育区
内，禁止放牧、割草、砍柴、采挖树兜或者其
他破坏森林植被的行为。此外，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加大对宜林荒山、荒滩、荒地绿
化的资金投入，并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单位
或者个人通过承包、租赁、转让等方式进行

造林绿化。

■处罚
森林周边野炊要重罚

《条例》在“森林资源保护”和“法律责
任”章节明确提出了防火禁止行为，在森林
防火期内，除依法批准的计划用火外，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森林内和距离森林边缘
五百米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烧荒、焚烧农
作物废弃物料；燃放烟花爆竹、吸烟、野炊、
祭祀用火；投放空中移动火源；开山爆破等
工程用火；其他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如
果违法条例规定，实施了这些行为，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罚款；其中实施开山爆破等工程用火行为
的，可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在封育区内进行放牧、割草、砍
柴、采挖树兜或者其他破坏森林植被行为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树木；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青岛早报）

山东出台森林资源条例
森林周边500米抽烟罚3000元 每人每年应完成三至五棵的义务植树任务

近日，青岛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发布了农村
市场食品抽检情况，本次共抽检食品 17个品
种 220批次，涉及城阳、黄岛、即墨、胶州、平
度、莱西6个区市，每区市抽检2个乡镇、2个村
庄、1个集市。重点对乡镇驻地中小型超市、村
庄食杂店、乡镇农村大集相对固定摊位等进行
抽检。抽检结果显示，不合格食品 15批次，总
合格率93.2%。青岛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责
令相关区市依法立案查处，要求不合格食品立
即停售，并追查上游供货企业责任。

抽检中发现不合格样品主要是熟肉制品、
干海产品、酱腌菜、果脯蜜饯、现场制售食品、
糕点面包。其中熟肉制品主要为微生物菌落
总数超标；干海产品主要为微生物大肠菌群和
金黄色葡萄球菌超标；酱腌菜主要为添加剂苯
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含量超标；果脯蜜饯主要
为微生物霉菌、菌落总数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超
标；现场制售食品主要为微生物菌落总数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超标；糕点面包主要为微生物菌
落总数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超标。

（青岛早报）

青岛
农村食品抽检
超过九成合格

8月11日，青岛机场检验检疫部门工作人员严密排查往来疫区人员。根据国家质检总局下发《关于加强口岸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青岛机场边检、检验检疫部门于8月11日启动埃博拉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依托边检国际航班载运人员信息预报系统，严密掌握
往来疫区人员通关动态，全面加强口岸体温监测和医学巡查，严防埃博拉病毒随出入境旅客带入我国。 （山东商报）

防控埃博拉防控埃博拉

8日，记者从日照东港区教育局获悉，
东港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日照话
发音人已确定，来自日照老城区的 6名市
民将作为日照话的“代言人”，于今年秋季
完成录音录像，影音资料还将录入中国语
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永久保存。

据介绍，“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
设工程由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实施，对全
国各地语言文化的保存有重大意义。东港
区从今年 6月开始征召“中国语言资源有

声数据库”日照话发音人，最初从日照老城
区选出 38人作为老年男性、老年女性、青
年男性、青年女性和地方普通话发音备选
人。8月 5日，进行了现场遴选，省语言文
字专家、山东大学岳立静教授全程指导，多
名语言文字专家和省普通话测试员组成专
家组负责筛选和确认。

遴选过程采取方言自述、方言朗读、普
通话朗读、方言答问等形式，主要考察发音
人总体的语音面貌、吐字、表述、音质等，初

步确定 7人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
日照话发音人。之后，专家对入选的 7人
进行培训，一名市民因不符合条件被淘汰，
最终确定 6人入选，其中年龄最大的 70岁、
最小的 35岁。

据悉，对日照话发音人的录音录像工作
将于今年秋季进行，入选 6人的声音和影
像将录入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永久
保存。 （黄河晨刊）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日照话发音人确定

6名市民成日照话“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