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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欣

□记 者 任松高
通讯员 车田民

王军宪 报道
本报文登讯 1月10日早晨5

点，文登健悦肉食品有限公司的
十几辆鲜肉配送车就冒着严寒出
发了。他们要在天亮前把刚屠宰
好的猪肉送到36个肉品批发点，
及时把鲜肉批发给业户，让全市
城乡百姓吃上“放心肉”。

文登原有12个生猪定点屠宰
厂（场）和159个个体生猪屠宰
业户。受利益驱动，个体屠宰户
私屠滥宰现象时有发生。

自2010年下半年起，文登市
以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为核心，引
导大型屠宰企业参与竞争，从根
本上打击私屠滥宰和制售不安全
肉品等违法行为。目前，大型机
械化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健悦肉食
品有限公司通过了标准验收，成

为该市定点屠宰企业。
据了解，健悦肉食品公司按

照国家五星级屠宰标准建设，自
动化流水线严格按照HACCP、
GMP、SSOP的要求操作，做到
了源头能控制，过程可追溯，管
理无盲区，质量有保证。检疫部
门派专人在公司负责检疫。这家
企业还建立起完善的物流配送体
系，推行“冷链生产、冷链运
输、冷链销售、连锁经营”的新
型肉类产销模式，保证百姓能吃
上当天宰杀的鲜猪肉。

在天福山售肉点，天福山镇
小店村的毕老汉正在买肉。他对
记者说：“过去随便杀猪的时候，
俺不好区分，就怕买了死猪肉、
病猪肉，现在买肉就放心了。”

目前，文登已建起“品牌
肉”专卖店156个，超市“放心
肉”专柜253个。

打击私屠滥宰 引进大型企业

文登百姓吃上放心肉

□通讯员 王秀丽 王希鹏
记 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无棣讯 1月10日，天
津诚通港建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玉斌和无棣渤海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牛华清，为无棣县水湾镇
小学送来了48台微机，总价值
13 . 2万元。

王玉斌是河北人。前不久，
得知水湾镇小学配备教学设备面
临资金困难时，王玉斌决定向水
湾镇小学捐献24台微机。出生于
水湾镇关家庄村的牛华清听说此
事，决定也捐献微机24台。两位
企业家捐赠的48台微机，将有效
改善该校的办学条件。

两企业家捐赠48台微机助学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李晓兵 李 倩

记者近日在寿光采访时发现，作为蔬菜
生产链条中的育苗工序已经分离出来，实现
了工厂化，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大产业。

一年育苗6亿株

2010年12月29日下午，记者刚走进寿光
市科园春种苗基地，一辆运送菜苗的车也随
后进了大门。“今天已经送了3趟了，一共
送了5万株嫁接黄瓜苗，其中孙集2趟，洛城
1趟。”基地总经理侯忠诚说。

科园春种苗基地常年育苗，并在国内首
创黄瓜嫁接大规模工厂化育苗。“现在订单
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能力有限，每月接满
200来万株就不接了。”侯忠诚打算下步再
扩大一下规模。

走在遍布蔬菜大棚的田野里，不时有育
苗企业映入眼帘，仅在西环路两侧，记者就
看到了寿丰、雨润、丰硕等十几家。据寿光

市种子管理站负责人范立国介绍，这个市目
前从事蔬菜育苗的企业有200余家，育苗设
施面积近100万平方米，从业人员5000人，
年育苗能力达6亿多株，产值4亿多元。所产
菜苗除供应本市及周边县市外，还有20%—
30%销往河北、河南、江苏、辽宁、新疆等
地。

“在荷兰、以色列、美国等发达国家，
工厂化育苗覆盖率很高，已经从农业产业化
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大产业。
这也应该是寿光蔬菜种苗发展的方向。”省
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进认
为。

市场呼唤育苗业

成立于2001年6月的寿光市新世纪种苗
有限公司，是寿光市最早进行工厂化育苗的
企业之一，目前育苗面积3万平方米，年育
苗能力3000多万株。在6号育苗棚内，公司
育苗厂厂长王瑞谈起了育苗起步时的情况：
“当时部分菜农感到自己育苗受空间、时

间、技术等方面影响太大，已经有了直接购
买菜苗的需求。公司发现这一苗头后，果断
投资上马育苗厂，抢占了先机。”

目前，这家公司正在西环路边新建一处
占地200亩的育苗基地，今年育苗规模将达
到6000万株。

“自己育苗，既辛苦又不划算。”圣城
街道刘旺社区菜农刘东龙向记者谈起了不愿
自己育苗的原因，“夏天怕热着，冬天怕冻
着，如同侍候月孩儿般小心，育出的苗还参
差不齐。一亩大棚需要2800来株苗，得育苗
3000株至4500株，既浪费种子，也浪费人力
物力。最要命的是还得在大棚里留出一块最
好的地，大约七八十个平方，一季少挣2000
多块钱。这样，看上去自己育苗一株能省一
两毛钱，实际上算上工夫和育苗地块等的损
失，反而要赔1000多块。”

市场呼唤育苗业。2005年以后，这个市
许多种子公司增加了育苗业务。“不上不行
啊！不上的话就没有客户了。”寿光市永盛
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增文对此深有感触。
这家2000年成立的公司过去专营蔬菜种子，

并培育了300多个客户，但因为不育苗，
2007年一年客户就减少了40%。

苗企必须有品牌意识

据业内人士介绍，尽管全市育苗企业有
200多家，但年育苗能力达到1000万株的不
超过50家，大的企业年育苗能力可达到4000
多万株，许多小企业也就几万株。

“品牌代表着企业形象。现在市场竞争
激烈，企业如何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将
企业良好形象树立在产品之中，就可以形成
发展优势。”寿光市天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经理郑法勇说。近两年，他尝到了创品
牌的甜头，公司的太空椒种苗由于创出了品
牌，虽然每棵在价格上比普通辣椒苗高出2
至3分钱，还是占据了省内市场90%的份额。

去年八九月份，鲁西南发生涝灾，因菜
农无法种菜，科园春种苗基地与他们之间的
四五十万株育苗合同无法履行，损失5万多
元。对此，基地经理侯忠诚毫无怨言。他认
为，企业要在竞争中胜出，除了按期按质按
量交货外，还要最大程度地照顾菜农利益。

为创品牌，许多企业舍得投资。寿光市
永盛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增文兴致勃勃地
领记者参观他的锅炉房和智能育苗温室。
2010年，他投资200多万元建起了两个智能
温室，从7月份到现在已经育苗700多万株。
记者看到，锅炉的水温显示48℃，温室内温
度显示25℃。“锅炉水温和温室的温度全部
自动控制，保持恒温。”梁增文说。

在蔬菜之乡寿光，育苗有了专门的企业，过去家家户户育苗的现象如今不见了———

菜乡崛起育苗业
□记 者 郭 炉

通讯员 闫盛霆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记者从淄川区

获悉，国家林业局已于去年12月
28日正式批复，认为峨庄古村落
的风景资源质量等级基本达到一
级标准，准予设立国家森林公
园，定名“山东峨庄古村落国家
森林公园”。

该公园地处淄川东南部的太
河镇，包括峨庄管理区所有林
地、水域面积及部分古村落，森
林公园总面积6800公顷，内有古
树名木1万余株，大小山头446
座，水域面积170公顷。明清古
村、石房、石街保存完整，是全国
美术、摄影写生基地，年接待游
客30万人，旅游收入800万元。

峨庄古村落成为国家森林公园

农家女有了“家”

□记 者 王洪涛
通讯员 李兆华

王 琦 报道
本报费县讯 尽管已是隆冬，但

走进费县站北路与蒙台路交汇处的石
海公园，仍让人觉得意趣盎然：地表
裸露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高低错落，
犹如一幅优美的风景画。这个凸显费
县石文化特色的街头公园，已成为居
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为方便居民休闲娱乐，费县见缝
插针建设特色广场、街头游园。该县
先后投资5600余万元，建成石海公
园、银杏广场等特色公园、广场、绿
地58处，并添置了各种休闲凳椅，配
备了健身器材，精心打造“十分钟休
闲文化圈”，群众出家门不到10分钟
就能找到休闲、娱乐的场所，提升了
宜居指数。

“民有所呼、政有所为。我们的
工作不是等群众有了困难再去解决，
而是需要超前谋划、主动买单，让老
百姓得到更多实惠。”费县县委书记
杜昌伟如是说。去年以来，费县围绕
保障和改善民生谋划发展，加大社会
事业投资力度，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
成果，群众幸福感明显增强。

为保障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解

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难”问题，费县
大力实施安居工程，开工建设了首批
6栋经济适用房、2栋廉租住房。截至
目前，全县已有330户低收入家庭住
上了美观实用的新楼房。“没想到俺
一家人能住上这么漂亮的廉租住房，
新年有了新奔头了。”新年伊始拿到
廉租房钥匙的费县百货公司45岁的低
保户李继贡高兴地对记者说。

费县还把社区建设同农村住房建
设与危房改造结合起来，率先推行
“水泥下乡”政策，对农村新建住房
每户无偿补给水泥20吨、危房改造每
户补水泥10吨，有效调动了农民建房
积极性。去年以来，全县共启动集中
建设项目86个，楼房竣工4951户，在
建3748户，完成危房改造1553户。

费县改善民生注重从细微处着
手，为群众构筑起贴身、合用的民生
保障网。全县城市低保保障标准由
2009年的月人均180元提到目前的220
元；农村低保保障标准由2009年的年
人均1000元提高到目前的1200元。建
立健全城乡困难居民大病医疗救助制
度，进一步提高了救助水平。2007年
以来，全县募捐慈善资金3 0 0万余
元，1万余名困难群众得到了不同形
式的救助。

打造10分钟休闲文化圈 新建住房补贴20吨水泥

费县为民生工程“主动买单”

1月10日，垦利县永安镇前二十五村的农家女们正高兴地张挂“妇女之家”匾牌。永安镇依托
农村现有资源，在各行政村建立起“妇女之家”，开展政策咨询、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等服务。

□高 桦 董玉金 报道

□记 者 杜辉升
通讯员 史佩升

梁凤华 报道
本报临沭讯 “一年多来，

我院采取拘留、拘传手续381人
次，比过去3年的总数还要多，同
时涉执信访案件减少近70%。”
近日，临沭县法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王绍良对记者说。

2009年8月份，临沭法院建
起执行111快速反应机制，设立
了执行指挥中心、速执行动组等
机构，大大缩短了调用警力的时
间，使“5分钟出警”成为现实，
形成了对“老赖”的高压态势，
被群众誉为“速执老赖别动队”。

有统计显示，法院七成信访
涉及“执行难”。而按照目前法
院的体制，知情人掌握“老赖”
的有关线索后，很难快速组织起
足够的执行力量。临沭法院执行
111快速反应机制由值日庭长、
执行员、法警组成快速反应力
量，开通24小时值班专线电话，
实行5分钟出警制度。执行111快
速反应机制建立一年多来，指挥
中心共组织出警272次，采取拘
留、拘传手续381人次，移交公
安立案侦查6件，执结案件2258
件，执结标的2 . 43亿元，一批难
啃的“骨头案”、“陈年案”和信访
案件得以执结。

临沭有支“速执老赖别动队”
法院“5分钟出警”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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