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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孟一

伴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遍地扎
根发展，大型企业不断革新技术，设备持续更新，
科技含量大幅提升，这对硬件的安装、使用、维护
等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中小型民营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竞相冒尖，急剧扩大的企业基数，给政
府部门的安全监察带来空前巨大的压力……两
两作用，使政府、企业都不得不面对全新的安全
生产监管业态。

对此，济宁市今年尝试加快政府购买服务体
系的建设进度，通过购买安全生产服务的方式，
探索从技术层面解决当前安监人员不足、专业素
质较低等问题的新路径。

企业来了安监专家

完备的安全防护设施，醒目的安全警示标
示……行走在干净整洁的明治医药（山东）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企业为安全生产所做的工作随处
可见。而这些，与年内数次登门、开展安全生产监
查的专家不无关系。

“作为一家日资企业，安全生产一直是公司
最关注的领域，我们也一直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万
无一失。没想到，安监专家在厂区转完一圈后，竟
发现6项安全隐患，惊出了我们一身冷汗。”明治
医药安全司司长郭军告诉记者，拿静电跨接线这
个小物件来说，企业在自行检查时容易出现遗
漏，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导致生产用管道产生静
电，很危险。专家在发现隐患后第一时间给企业
提出整改方案，帮他们化解了险情。

安全生产无小事，当一些看似微小的问题堆叠
起来，就很有可能成为安全生产的大隐患。为帮助
企业及时发现和排查安全隐患，今年5月，高新区在
全市率先购买了安全生产服务，免费为包括明治医
药在内的域内企业提供免费的安全监察。目前，签
约服务方济宁安全生产科技研究院（以下简称“济
宁安科院”）已对116家企业进行了检查、整改。

选择社会化服务，源于不断增加的企业数量和
薄弱安监队伍间的矛盾。“高新区大小企业有3000多
家，开展安监工作的只有3个人，还都不是专职的。
想要到企业开展安全监察，几乎忙不过来。”高新区
经济发展局副局长于同文说，加之安监人员学习的
速度完全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速度，专业能力的制约
也成了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

虽然企业理应是安全监察的主体，但政府监
管同样重要。过去，各地安监部门多采用定期不
定期的专项检查深入企业一线开展督导，但人手
匮乏、专业素质相对较低的问题普遍存在，这就
使得借力专业社会组织成为一种有效方式。截至
目前，金乡、汶上等县市区都在作着这项尝试。

安监教育巧补充

偌大的会议室里，与安全生产相关的工种和
职位都派了人参会听课。遥控电子笔，给一屋子
30多口子人做安全生产免费培训的是济宁安科
院总工程师张兴忠。

“过去，要接受系统化的安全生产培训，我们
只能把人往北京、上海等地的企业和机构送。因
为培训费用很高，一次最多也就派出2、3人，覆盖
面非常小。”谈起过去培训安全监察员的尴尬经
历，伊顿液压系统（济宁）有限公司安全环境健康
协调员刘源秋已经没了愁容，因为高新区通过购
买服务的方式把专家送进企业搞培训，安全生产
知识得以有效地推广和普及。

专业安监人员的缺位可以通过教育加以填充。
在高新区，政府购买的安全生产服务采用的是三方

检查的方式。每当济宁安科院派人到企业开展工
作，地方安监所工作人员和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都
会随行，全程记录并协调各种事宜。发现隐患后三
方签字，机构出具整改方案，企业进行限期整改，再
由机构和安监所复查、督导、销号。

“在这样一套流程中，企业和安监所工作人员，
都能通过跟随检查，提升安全监管的知识和能力。”
张兴忠表示，要拿到国家注册安全工作师这一资
质，生产一线的实践经验不得少于5年，这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要做好安监工作，离不开从法律法规
到技能技术的全面武装。他们在一线查隐患、搞培
训，恰好弥补了安监所工作人员在实践方面的缺位
和企业安检员在理论方面的滞后。

专业服务机构短缺

数据显示，济宁市现有各类矿山、危化
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从业单位9743家，平
均每天有13万人在地下作业、8万人从事危险化
学品生产、12万人从事高空作业、20万人从事
水上作业……安全责任重大。这也使得安监工
作扩面，尽可能将购买的服务渗透进所有企
业。

然而，与庞大需求量相对的，却是专业服
务机构的短缺。尤其像济宁安科院这样，拥有
数十位全职专家和完备检测仪器的专业服务机
构还很稀缺，以至于政府在购买服务后多优先
规模以上企业，小微企业只能往后排。

“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从业人员素质较低、
安全管理水平不高、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实难
等问题。”高新区管委会调研员潘勇表示，对
此，他们的做法是外聘安全生产服务机构对小
微企业进行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查出的问题进
行严格的梳理分析，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后下发
企业、要求整改。虽然这一尝试取得了良好收
益，但离常态化的监管还有很大差距。

“做安全生产服务的不比一般的中介机
构，要有极强的专业性和责任承担能力。如果
企业因隐患排查不力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中介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张兴忠说，再加
上技能资质对一线从业经验到法律法规知识的
高标准、严要求，专业人员的稀缺也客观上抬
高了行业的准入门槛。因此，他们一方面注重
培训安监工作的参与者，同时也希望企业这一安
全生产的主体提升责任意识，在完善体制、机制
的同时更多地培养专业人才，填补空缺。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赵 磊 孙厚强

初冬时节的鲁西南平原，被一望无垠的麦田
覆盖得严严实实。微风吹过，一股股麦苗的清香
扑面而来。站在田埂上，望着长势喜人的小麦，鱼
台县老砦镇刘砦村村民刘俊雪喜上眉梢：“今年
遇到少有的干旱，没想到庄稼能长这么好，农业
综合开发帮了俺的大忙啦！”

在鱼台县采访，处处感受到农业综合开发给
广大农民带来的喜悦，有这样一组数据更加让人
振奋：自2012年实施农业综合开发以来，全县已
累计完成投资3261万元，改造中低产田3万亩，增
产450万公斤。

兴水利———

“北大淤”变“聚宝盆”

11月19日，在老砦镇1 . 2万亩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区，一条条机耕路整洁平坦，一道道水渠纵横
交错，一块块高产田整齐划一……构成了一幅生
机盎然的现代农业生态画卷。

鱼台县农业综合开发办主任张冬青告介绍，
“开发前，鱼台灌排工程大多修建于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老化严重，再加上渠系不配套，干支渠於
积严重，排灌功能下降，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发
展。”如何打通排灌的“神经末梢”，一度成为当地
干部着急、农民要求迫切的棘手问题。

刘砦村附近原来是有名的“北大淤”，杂草丛
生，庄稼难长，百姓望田兴叹。“以前，俺家的8亩
地，全是靠天吃饭，丰年1亩地仅收七八百斤水
稻，有时一年的收成，加起来还不到一千斤。”村
民刘俊雪回忆说。

如今，刘俊雪再也不用担心旱涝的问题了，
他所在的刘砦村1600亩耕地已全部建成了涝能
排、旱能浇的高标准农田。2012年，鱼台县按照

“田成方、树成行、渠相连、路相通、涝能排、旱能
灌"的标准，投资1178万元，对这片区域进行了农
业综合开发，开挖疏浚沟渠55公里、修建U型防渗
渠26公里，土壤改良1万亩并实施良种及机械化
推广，使项目区粮食亩产量增加了150公斤，仅此
一项，每人每年增收近200元。

“俺家的地都在项目区，旱涝保收，现在1亩
地至少能产1200多斤水稻。”刘俊雪乐呵呵地说，

“昔日的‘北大淤’如今变成了‘聚宝盆’，真可谓
‘开发一片，惠及一方’呀！”

重科技———

“盐碱地”成“吨粮田”

“夏秋田里水汪汪，冬春田里白茫茫，”曾经
是鱼台县南部几个镇盐碱洼地的真实写照，现
在，这种景象再也看不到了。因为农业综合开发
实施的中低产田改造新技术，让“盐碱地”变成了

“吨粮田”。
在唐马镇陈庄村的万亩示范方，村党支部书

记张立冬兴奋地说，“今年，这片地种植的水稻，
经市农技专家测产，单产达1200斤到1300斤，这是
俺们这些‘庄稼老把式’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

说起水稻高产的丰收经，鱼台县农业综合开
发办农业工程师卜凡伍说，“在项目区引进耐旱、
高产新品种，推广‘一喷三防’、测土配方施肥、水
稻机插秧、病虫害综合防控等高产配套技术，使
农技推广率达100%，统一整地播种、统一肥水管
理、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机械收获等服务‘四统
一’达到72%，新技术覆盖率达90%，农业科技贡献
率也较上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

科技为农业丰收插上翅膀。鱼台县在实施农
业综合开发中，整合农业科技资源，采取联姻结
对的方式，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新品种选育和推
广等项目，县镇村的农技人员成立服务队，实行
技术承包责任制，深入到田间地头，开展农技培
训活动，平均每年举办各类科技培训班50余期，
培训人员达1万余人次，为粮食丰收提供了重要
支撑。

据统计，今年，鱼台县10 . 97万亩高标准粮食
高产创建田，实现小麦平均亩产507 . 3公斤，水稻
平均亩产633 . 45公斤，比前三年平均亩产增加11%
以上，跃上“吨粮田”的新台阶。

壮产业———

“小农场”变“生态园”

11月23日，王鲁镇陈堂村刘波家一片欢声笑

语，村民正将一袋袋包装精美的“鱼台大米”，搬
到停靠在门口的货车上。“一想到合作社的产品
能走进省内的各大超市，有机大米每斤还卖到了
四十多块钱，立刻就有了精气神。”刘波喜滋滋地
说，现在合作社建起了有机稻米生产基地，产出
的绿色有机大米使村民们每亩地纯收入超过
3000元。

“现在这里是有名的有机稻米基地，可在前
几年，还是被村民戏称的撂荒地。”王鲁镇陈堂村
干部刘宝启介绍，他们利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
金，修建了机耕路，建好蓄水池，配套U型渠，解
决了排灌溉问题，吸引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土地发
展特色农业。

鱼台县是农业大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迅
猛。如何把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农民富
起来？该县坚持把农业综合开发工程与培育增收
产业结合起来，依托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通
过土地流转，建设集有机稻米、特色米种植、标准
化养殖场、蔬菜瓜果种植及采摘等于一体的生态
观光种植园。

目前，鱼台县共发展绿色、有机水稻30余万
亩，建成了1300多亩的王鲁村有机稻米标准化基
地和2000亩的生态观光种植园；发展家庭农场26
个，带动农业特色基地60余万亩，使5 . 8万农户受
益。同时，围绕大米、杞柳、毛木耳等特色农业，培
育和壮大了以美晶米业、丰谷米业等30家龙头企
业，形成了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
化经营格局。

人员不足、专业素质较低如何解决？济宁探索新路径———

政府购买服务，堵住企业安监漏洞

低产田综合开发增产增效
鱼台县两年改造中低产田3万亩增产450万公斤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吴 娟 报道
本报微山讯“过去，牲畜不吃、烧锅多

烟、沤肥不烂的稻草，如今在俺西平变成了
‘富民宝’，我这随手带着编织，每天也能
挣30多块钱。”12月8日，微山县西平乡西
平村村民李大姐乐呵呵地告诉记者，现如
今，不少村里的妇女用稻草打草苫，使过去
让人愁的“田头草”增值几倍乃至十几倍，
成品直销沛县、鱼台等蔬菜主产区和丰县苗
圃基地。

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塑料
大棚不断推广，稻草草苫亦不断增加。西平
乡每年种植水稻6000余亩，乡政府引导群众
在稻草的生态和综合利用上做文章，使原本
用处不大的稻草可加工每米1卖1元的稻草
苫。尝到稻草加工甜头的农民每年秋收时将
稻草收好、晒干、储存，闲时用来编织草苫
换“票子”，增加了收入。

“田头草”成“富民宝”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门

了解到，济宁市将开展建筑渣土处置管理及
渣土运输专项整治，集中查处各种安全和环
境问题。市民发现相应违法行为，可直接向住
建、公安、交通运输、城管执法等部门举报。

12月11日，济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强
化城市建设扬尘渣土处置运输管理通告》，
将对城区内渣土车占道、扬尘漫天等情况进
行重点治理。今后，渣土运输车辆都将安装
GPS定位系统，并纳入数字化城管信息系
统，对于渣土车的行驶及装载情况，监管部
门均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规定渣土车只能
在夜间出入城区。同时，《通告》还限定了
渣土车在城区内的通行时间为夜间10时到次
日凌晨5时，只能在核准路线行驶。

渣土车均将安装

GPS定位系统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陈 维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8日，在济宁利航国

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记者见到济宁海关和
济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三个一”新系统的安装调试。“三个一”
即“一次录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是
海关总署和国家质检总局进一步深化合作、
促进贸易便利的又一重要举措。

企业通过“三个一”申报软件一次性录
入报关单和报检单电子数据，通过互联网向
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的通关平台发送申报信
息，实现“一次录入”；关检双方对同一批
货物按各自职责共同实施查验、检验检疫，
实现“一次查验”；货物放行时，关检双方
分别发出核放信息，企业凭核放信息办理货
物提离手续，实现“一次放行”。该项举
措，从根本上解决了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对
进出口货物重复监管问题，使录入报关、报
检数据时间缩减至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每
年预计可为企业节省300余万元。

济宁关检启动

“三个一”通关模式

□记者 尹 彤 吕光社
通讯员 范培倩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14日上午，记者从任

城区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
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9月1日以来，任城
区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配合公安部
门办理刑事案件4起，交流执法线索36份，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6人。

专项整治活动期间办理受理投诉举报83
起，查处食品违法案件29件，查扣假冒劣质食
品数量1500余公斤。针对餐饮具消毒服务行
业“小、乱、脏、差”的乱象，出台了《餐饮具消
毒服务行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针对农村
食品加工小作坊、食品经营店、饭店规模小、
条件简陋不符合行政许可条件的现状，推出
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经营实名备案
管理措施，规范农村食品市场秩序。

任城区查处

29件食品违法案件

□张誉耀 梁
成彪 报道

“世界大蒜看
中国 ,中国大蒜看
金乡”。今年1-11
月份，济宁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已验放
出口大蒜及其制品
1 . 9万批，重量79
万吨，同比分别增
长9 . 8%和8 . 9%，
出口创汇6 . 3亿美
元。图为济宁检验
检疫局工作人员正
在查验出口大蒜标
识。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黄文中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近日从济宁市港航局

了解到，韩庄复线船闸工程项目获得了国家
发改委的正式批复。该项目按二级船闸标准
建设，将缓解该船闸长期以来单线运行、船
舶等待时间长的情况。

济宁市港航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韩庄
复线船闸位于韩庄镇境内,在韩庄船闸南侧,
中心线与老闸中心线平行 ,处于韩庄节制闸
下游,距离微山湖湖口约4公里,将按照II级船
闸标准建设,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均为2900万
吨,预计投资为50274 . 69万元。复线船闸建成
后 ,因单线运行造成的瓶颈将得到解决，有
效缓解通航能力不足的情况 ,大大缩短待闸
时间。

韩庄复线船闸项目

获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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