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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宋杰 刘淑文
记 者 姜言明 报道

本报肥城讯 9月22日，记者走进肥城
市现代农业示范区，看到鼎立集团投资60亿
元建设的有机农产品产业发展示范园区项
目正在紧张施工。集团副总经理李洪良说：

“肥城建设的现代农业示范区，集全国有机
农产品集散地、现代农业科技展示推广平
台、全国知名的有机农业示范园区于一体，
这与我们的投资方向不谋而合。”

据了解，目前已有兴润、绿龙、弘海等15
家工商企业入区投资，建立有机种子、有机
肥料、有机蔬菜试验示范基地2400多亩，辐
射带动肥城市有机、绿色及无公害农产品基
地面积达到6 0 多万亩，标准化生产达到
100%。

自2010年开始，肥城农业从单纯追求规
模化生产转为园区化经营模式，加快建设了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泰山植物园等86个特色
农业园区，吸纳各类资本近50亿元。

肥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成伟对记者
说：“正是通过构建园区化生产的产业发展
模式，促成了产品的高端化、优质化，奠定了
农产品食品的质量安全基础。”

“现在的有机蔬菜地块，每一个都按要
求经过土地转换期，种植时，严把生产资料
投入关，不符合有机生产标准的农药、化肥、
除草剂不用，种植区实行‘公司+园区+农
户’运行模式，能够统一种植技术标准，从根
本上提升农产品质量，解决市场销售问题。”
肥城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侯卫国说。

在肥城，企业是农产品食品安全责任主
体。该市建设了全省首家有机农产品质量监
督检测中心，各加工企业也建成了农产品质
量检测室。“发达国家要求的农残检测有40
多项，我们检测200多项，确保农产品食品在
生产源头上的健康、安全。”绿龙公司质检员
李红梅对记者说。同时，该市14个镇街都建
成了蔬菜质量检测室，各村配备了农产品质
量监管员，密织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
从根本上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从最初的种植“零星布点”，到向园区农
业转型，台湾弘海、北京汇源等知名企业的
标准化加工，扮靓了肥城农产品品牌。去年，
全市有机、绿色、无公害三品认证面积达到
60多万亩，被评为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示
范区。今年1—8月份，该市有机蔬菜出口创
汇2600万美元，同比增长36 . 7%。

肥城示范园区打造农业新地标
86个特色园区吸纳资本近50亿元，辐射带动标准化生产基地60多万亩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曹晓旺 张庆华 报道
本报鄄城讯 今年8月以来，鄄城县教育局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共为2500多名贫困生办理了助学贷款，
贷款金额1500余万元，让这些大学贫困生顺利入学。

据了解，自2009年实施大学生生源地贷款以来，
鄄城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共发放助学贷款6300
万元，让11200多名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刘雯雯 刘娜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15日，邹城市“邹东深呼吸”乡村

游收获季拉开帷幕。收获季依托乡村田园风光、特色种
植养殖、农业示范园等资源,将开展休闲采摘、摄影、登
山、特色乡村节庆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2013邹东深呼吸乡村游（香城）第三届红枣收获季
于开幕当天举行。期间还将举办“得阳杯”第二届摄影
比赛评选、“鲁青杯”枣树管护能手评选、“邹东深呼吸”
系列微电影开机仪式等主题活动。

城前镇核桃采摘节也在收获季期间隆重登场，热
情邀请八方游客前来采摘品玩。今年的系列采摘活动
以“采摘丰收果，游览新城前”为主题，策划了为期四个
月的采摘活动。游客在享受采摘乐趣的同时，还可纵情
浏览城镇的美好自然风光。

□通讯员 邢飞飞 孙清阳
记 者 朱殿封 报道

本报禹城讯 国庆节前夕，禹城市山东保龄宝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工程竣
工投入使用，该公司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以前，雨水
污水一个管道排泄，把本来可以利用的雨水也给污染
了。如今雨污分流，污水得到再处理，雨水得到收集利
用，一举两得。”

保龄宝公司是禹城市实行雨污分流的35家企业之
一。今年，该市要求所有涉水项目企业，厂内必须实施
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雨水一律明渠排放，污水经市政管
网送往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为此，市里将城区和高新
区市政管网全部移交住建局统一管理，并由环保局牵
头，按照属地管理、建设监管、合理规划的原则，由环
保、建设、规划、水务、高新区等5部门联合审批和验收。
市里还出台扶持政策，鼓励企业主动进行污水处理技
改。到目前，35家企业改造完毕并通过验收。

与此同时，市里建立了天网工程智慧环保平台，在
企业雨污排放口处、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和徒骇河禹
城出境断面安装“天眼”——— 在线监测与高清视频监控
装置，设立了122个监控视频点，实施24小时全天候无
缝监控，有效杜绝了企业“浑水摸鱼”情况发生。

禹城涉水项目企业
实现雨污分流

“邹东深呼吸”乡村游
收获季拉开帷幕

鄄城6300万元助学贷款
帮扶万余名贫困大学生

□姜言明 报道
专家在为有机蔬菜种植提供技术指导。

文登乡镇干部驻村下访“揽事”
745个行政村全部有驻村干部，解决难题1万多个

□记者 白晓 报道
本报青岛讯 2013年青岛市重点项目———

“矿用可移动式救生舱”在青岛恒瑞装备科技
有限公司研制成功，该舱于9月14日1时30分至9月
18日11时30进行了106小时的真人实验，并通过国
家安标中心沈阳煤科院抚顺检测中心专家验
收。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矿用可移动式救生
舱”呈方形，喷涂醒目的黄色，截面出舱口直径
约为1 . 8米，舱体长约15米。据了解，矿用可移动
式救生舱安装在矿井下，内部配备了生命保障、
安全防护、空气净化、温湿度调节、通讯、环境监
测六大系统，并与应急救援系统配合使用。井
下发生事故时，避难人员可以佩戴自救器进入
距离最近的救生舱。救生舱启动后，可与外部
灾变环境相隔绝，形成新的生存环境。救生舱
在没有外界动力条件下可维持8人—36人四天
的生存环境。

此次真人实验成功，使青岛市“矿用可移
动式救生舱”项目技术水平迈进了国内前列。

胶州一企业研制出

“矿用可移动式救生舱”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海政 报道
本报文登讯 界石镇旸里村村民张文启的

儿子患有精神疾病，由于家庭比较困难，治疗费
用较高，儿子的病治治停停，时常反复。镇干部李
伟担任驻村干部后，主动协调上级部门将张文启
儿子列入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免费收治计划。

“俺儿现在住进了医院，家里只负担伙食
费，治病不用花一分钱，真是给俺去了一大块心
病啊！”9月23日，说起这段经历，张文启眼里闪
动着泪花。

为转变干部作风，及时了解村情民意，监督
指导村级工作，从去年4月份开始，文登在全市
开展干部驻村联络工作，全市17个镇745个村，
除“第一书记”已经入驻的村外，其他村都安排
了镇级机关的驻村干部。

文登市委要求镇机关干部每周抽出两天时
间到所驻村开展工作，做到村里召开重要会议、
发生突发事件、开展重大活动、镇党委布置重要
工作和逢年过节慰问困难群众“五个必到”，积

极主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镇党委对干部驻
村情况每周一调度，一月一汇总。干部驻村工作
情况列入千分考核，结果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
重要依据。

干部驻村办公实现了镇级党委政府从“办

公室里等事办”变为“主动下访揽事办”。截至目
前，全市驻村干部共走访群众12 . 5万户，20多万
人次，帮助化解矛盾纠纷4900多起，接受群众咨
询2 . 5万人次，为群众代办各类事项7600多件，
解决各种问题1 . 1万多个。

□王德琬 张美荣 代传春 报道
本报兖州讯 9月21日，兖州市新驿镇新四

村村民郭国辉对记者说，“我前段时间治病花掉
了10多万元，‘新农合’报销了近一半的费用，可
没想到驻村干部紧接着还又帮忙申请了3万多
元的大病救助金。”郭国辉以前只知道加入“新
农合”能报销住院费，在驻村干部的宣讲下，才
知道还有“大病救助”这一说。

今年以来，随着“干部联户、党群连心”活动
的深入开展，广大驻村干部在走访农户过程中

发现了惠农政策“棚架”的现象，部分群众对兖
州市先后出台的十五年免费教育、大病救助等
一系列含金量高的惠民政策并不知晓，出现对
政府工作满意度不高的“抱怨之声”。

为解决这一问题，兖州将近年来市镇出台
的一系惠民政策进行归纳，梳理为社保、卫生、
教育、就业等8大系列28条，制成了《农村惠民政
策宣传指南》发放到群众手中，要求驻村干部当
好政策宣传员，用两个月的时间集中开展好惠
民政策入户宣传活动。

兖州驻村干部入户发放“惠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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