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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尤明文 包庆淼

坚守与养殖户签订的合同，他承受着1000
万元的损失；防止宰杀残血流入市场，他专门
增加一道生产程序；关爱困难员工，他给每位
管理层下了硬任务……他就是济宁鸿润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定。用诚信为企业筑基，用
关爱扬慈善之风，王德定诠释着当代企业家勇
担社会责任的典范，从当选泗水好人到入选济
宁好人榜，他获得了诸多的赞赏。3月16日，王
德定却这样告诉记者说：“我做的还远远不
够。”

坚守诚信带来稳定货源

进入鸿润公司，流水线上，一排排鸡鸭被
工人熟练地分割，墙上“诚信立足”四个大字
格外醒目。据了解，鸿润公司每天可以宰杀8万
只鸡、3万只鸭，需要有充足的货源保障。这不
仅来源于企业雄厚的实力，更是“诚信立足”
一点一滴积累结出的硕果。

禽肉行业当前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禽
流感的冲击。尤其是对于养殖户来说，一次禽
流感引发的价格大跌就带来沉重的损失。但在
鸿润这里，王德定一直坚守着当初与养殖户签
订的保底价格的合同，宁愿赔钱也要让守住诚
信的底线。

鸿润公司投产于2013年3月，为了保证安全

稳定的货源，鸿润公司采用企业+基地（合作
社）+农户模式，以4 . 2元/斤的价格与养殖户签
订了肉鸡保底价收购合同。但因为其他地方出
现了禽流感，从4月20日开始肉鸡价格就受到了
明显的冲击，最低达到了2 . 6元/斤。如果按照
4 . 2元的价格，平均每收购一只鸡，王德定就会
损失8元钱。整个禽流感影响的周期下来，仅仅
货源一项，鸿润公司就要赔1000万元。

有人劝王德定，“你现在刚刚投产，可以
用检修设备的借口不要这些货物，不然的话，
你赔都赔不起。”“这事儿我永远不会做，哪
怕赔一个亿，我砸锅卖铁也要履行合同。”王
德定斩钉截铁地说，“失去了诚信，就什么都
没有了。做生意要摸着良心做，不赚昧心
钱。”

刘得志是一位养鸡大户，回想起2013年时
面临的困境，现在依然心有余悸。“别人都说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看着市场上价格
这么低，心里很担心。当时多亏了和鸿润公司
签订了保底合同，不然家里的鸡卖不出去，一
年等于白干了。”刘得志告诉记者，这几年，
不管市场价格如何变动，鸿润公司一直按照合
同办事，价格高时按照市场价格结算，价格下
跌时也有保底价格，真正让养殖户们放宽了
心。

不仅仅是在2013年，当同样的情形在2014
年重现时，王德定仍然坚持“诚信立足”的根
本，哪怕承受损失也要严格履行当时的合同。
诚信二字不仅为鸿润公司带来了“AAA级诚信
企业”的荣誉，养殖户们亲戚朋友间口口相
传，吸引了更多养殖户合作。与2013年相比，
目前鸿润公司肉鸡的存栏量增加了240万只，肉
鸭的存栏量增加了70万只。

关爱员工留下企业根本

在鸿润公司的会客室中，两面锦旗吸引了
记者的注意。“真情无限、博爱情怀”、“情

系职工、帮困解难”两面锦旗，是公司两名职
工宋然然、杜常花分别赠送的。从2013年建厂
开始，王德定就动员经理与车间主任询问员工
的家庭状况，对管理人员下了硬任务，家庭有
困难的员工，一个都不能漏下。

宋然然是鸿润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因为
母亲患有尿毒症，每个月治疗需要八千元，夫
妻二人面临着沉重的经济压力。通过车间主任
了解到情况后，王德定来到宋然然家中，带着
2000元慰问金，每个月又给宋然然增加了200元
工资。“公司的关怀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更
让自己感受到了公司作为大家庭的关爱。”宋
然然的话语中流露出浓浓的感激之情。对于所
有的困难员工，除了前往家中慰问外，每个月
王德定都会给他们多开200元的工资。

员工是企业的根本，如何能够招到优秀的
员工，如何让员工留下来，王德定用关爱二字
诠释出最准确的途径。

鸿润公司有一个固定的制度，那就是评先树
优，每个月、每个季度、每一年都会评选优秀员
工、优秀班长、优秀班组、先进管理者等诸多荣
誉。仅2014年，公司就拿出了20万元奖励190名优
秀者。对于评选的优秀者，公司都会派人专车把
优秀者送到家里，放鞭炮、送鲜花、送家电，让员
工切实感到公司的重视与关爱。

一传十，十传百，四方乡邻都知道了公司
的好，有更多的打工者加入到鸿润。在2015年
春节后的招聘中，鸿润公司本来计划招聘500
人，招聘开始后很快有1500多人前来报名。

面对招聘时的火爆场景，在大年初八，公
司开始生产的第一天，王德定就召开了全体中
层管理人员的会议，而整个会议只有一个核
心：关爱新入职的员工，让新入职员工体会到
企业的温暖。“要让每位新员工在公司吃的放
心、住得舒心、干得开心。”王德定对所有管
理层做了要求，要尊重每位新员工，在关爱上
起到表率作用。“不仅留住员工的身，更要留
住员工的心。”

扎根泗水德润一方

“之前在小摊上看到经过简陋加工的血豆
腐，两块钱一份，卖相不错，但并不是安全的食
品，卖出去等于害人。”在鸿润的生产车间，与其
他工厂不同的是，在宰杀过后，鸡鸭的血液要比
别家多出一道蒸熟的工序。为了保证这些鸡血和
鸭血不被生产成他人食用的“血豆腐”，王德定特
意要求生产部门将鸡血和鸭血蒸熟并进行搅拌，
使其只能用作养殖中的饲料使用。

同时，王德定还对厂区的保安下达严令，绝
对不能让一桶鸡鸭血从自家的生产线拉出去。

“鸡血与鸭血在养殖和生产的过程中属于废料，
其实并不干净，不能被人食用。”王德定向记者介
绍，“做企业，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我们要有自己
的一份社会责任，不能让不干净的食品流入社会
中。”

作为改革开放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王德定
的父亲80年代就成了万元户。在王德定的记忆
里，自家的店铺外总是挂着“缺钱补斤、童叟无
欺”的牌子，店里定好的价格，即使别人家一斤要
贵出两毛钱，自己家里也不会轻易变动。“对于乡
里60岁以上的困难家庭，每月父亲都会发放60元
的生活费。不仅如此，村里学校的危房改建、修建
桥梁、安装路灯，父亲每次都会进行捐助。”从少
时开始，父亲的善行就为王德定上了最生动的一
课。

“来到泗水，泗水就是我的家。不为家乡做点
贡献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王德定说。从来到泗
水投资开始，王德定就拜托附近村庄的工人们提
供附近居民的情况。逢年过节，王德定都会带着
礼品到附近村看望贫困老人。

不仅如此，王德定还为泗水南部山区的东卸
甲小学送去了空调、风扇、电子琴、文具、书包、办
公桌、体育器材等物资。在冬天到来时，先后为东
卸甲小学、冯家庄小学、北山小学、中心小学捐赠
了爱心煤，让山区的孩子们学习不再寒冷。

面临禽流感冲击，王德定坚持按保底价收购不怕亏损

宁赔千万元 不赚昧心钱

□ 本报记者 尹 彤

每年春天，“中国法桐之乡”任城区李营
街道都是最忙碌的时候。从早到晚，李营苗木
市场里的苗木经营户都忙着收购苗木向外运
输，来来往往卖苗的人群人头攒动，南来北往
的外地客户车辆也是络绎不绝。但，今年这份
繁忙大打了折扣。

3月19日，记者在李营苗木市场走访发现，
今年苗木价格骤降，尤其是年后降幅更大，部
分小苗价格降到去年的八分之一。大树价格相
比前两年也有所回落。

一亩地赔一两千元

“收苗子么？”3月19日下午4点多，李营
街道何岗村的赵大姐骑着电动车在市场里转了
20分钟，还是没找到收小苗的。“很多经营户
都没开门，开门的也不收小苗。”一位经营户
告诉她，只要一挂出牌子，10分钟就报完数
了。

记者了解到，直径1 . 8-2厘米的法桐前年能
卖到12元一根，今年春节前还能卖到5块钱左
右，可现在直降到了2元。去年2米高的小苗可
以卖到1 . 3元一根，今年竟然降到2毛钱。不只

是法桐，白蜡、国槐这些李营的主打苗木行情
所差不多，小苗价格集体跳水。

“往年白蜡的扦插条能卖到60块钱一公
斤，地里光卖扦插条就能挣好几万元，今年整
个市场你一份也找不到。”李营同鑫苗木基地
的赵建军告诉记者，谁家有就截了回家烧火
了。

赵建军今年也种了十几亩小苗，好在用的
是自家的扦插条，赔的不多。按他的说法，如
果是买扦插条来种，一根扦插条2毛，加上地
租、人工、肥料一亩地成本得四五千元，但今
年一亩地的小苗只能卖到两三千元，这样每亩
地至少赔一两千元。如果用疙瘩苗成本则更
高，赔的也更多。“今年包地的都赔了，有不
少包地的连地、苗子都不要了，光雇人挖苗子
都不够成本。”

汪庄村的王大爷承包了20亩地今年赔了4万
元，正巧地主想收回地，他就顺水推舟把地退
了。“剩下家里几亩地春上改种棒子，不再这
么操心了。”

苗木市场上，小苗大势已去，大树的价格
是否坚挺呢？“大树好点，但比往年也降了不
少。”赵建军说，往年直径20厘米带帽的法桐
可以卖到2000多元，今年也就是1300元左右。
种植大树的利润也大幅下降。

周期性规律还是盲目扩张？

近几年苗木行情一直不错，今年的降温是暂
时现象还是释放的信号呢？

种苗大户李元喜认为，小苗主要是在苗圃间
流通，但随着法桐繁殖技术的成熟，苗农都掌握
了培植方法。一些想培育大规格苗子的苗农都不
再外购小苗，改由自己培育。加上受前两年市场
影响，去年种植小苗的农户太多，存圃量过高供
大于求，导致今年降价。

据了解，因为此前苗木市场火爆，济宁各地
苗木面积扩张迅速。根据年报统计，2014年底全
市苗木花卉育苗总面积49 . 41万亩，比2013年增加
10 . 8万亩，增长27 . 9%。其中，法桐、白蜡、国槐的
增长为前三名。

除李营街道外，其周边如二十里铺街道、长
沟镇、汶上县、兖州区等地苗木数量过度膨胀。以
二十里铺街道为例，仅用时一年就从7000亩扩展
到5 . 1万亩，扩张速度令人咋舌。

李营街道农委主任史作坤认为，苗木市场有
着周期性规律，“好三年、坏三年、平平淡淡又三
年”，三到五年一个周期，现在正好是低迷期。“苗
木市场的繁荣、衰落与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很大关
系。”政府投资力度大，基建项目上得多，市场就

兴旺。相反，政府实行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市
场必然受影响。国家实行“新常态”，各地大型项
目工程减少，绿化也受到冲击。而且法桐并不是
唯一的绿化树木，部分地区比如京津冀地区对法
桐并不钟爱。“我之前也和李营苗木协会的人员
沟通过，苗木行情不好不只是李营，全国形势都
不太好。但三五年后肯定还能攀升上来。”

调结构应对低谷期

从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目前济宁的苗木市
场正驶入低谷期。“其实从前年我们就开始呼吁，
注意调整结构，不能一味地发展小苗，不要盲目
扩张，但前两年行情好，没人听。”济宁市林业局
种苗站工作人员表示，下步可以按照2-3-5（百分
之二十的小苗，百分之三十的中苗，百分之五十
的大苗）调整种植结构。“改变单调的种植结构、
多培育良种，可以减少市场的冲击。”在发展良种
上，经济林方面可重点发展“辽核”系列，速生树
种例如泡桐、速生柳等品种；也可以多发展乡土
树种、珍稀树种，如白榆、刺槐、苦楝、臭椿等。

这名工作人员还建议，“此前种植品种比
较单一，销售方向主要是北方。将来还是应该
扩大市场，真正做到‘买全国、卖全国’，这
样即使遇到周期性的低迷也可以减少损失。”

小苗价格急降 大树不够“坚挺”

一棵法桐从12元降到了2元

□记者 赵德鑫 报道
本报济宁讯 3月21日上午，“齐鲁晚报·今

日运河”金牌通讯员、金牌读者颁奖仪式暨和讲
堂开讲仪式举办。

“和讲堂”由济宁市委宣传部、济宁高新
区、曲阜师范大学、齐鲁晚报主办。“和”文
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蕴涵着天人合一的
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
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讲堂”将每月定
期举行一次，面向普通市民进行公益宣讲，邀
请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专业人士等莅
临讲坛。

“和讲堂”开讲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胡凯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从济宁海关获悉，金乡

县直通式海关监管场所（以下简称“直通场站”）
设立申请已于近日获批，建成后济宁市直通场
站数量将增加到3个，“金乡大蒜”等农产品有了
一条从家门口直通出海的“快车道”。

据介绍，在“金乡大蒜”的带动下，2014年全
市农产品出口达38 . 8亿元，居出口商品货值第
二位，成为拉动本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直通场站的设立将有效分流口岸的监管
压力，企业可就地办理调箱、装箱、拼箱、返箱、
运抵报告发放、报关、查验、放行等手续，货物放
行后直接进港验封后装船，大大提高进出口通
关效率，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

据测算，直通场站开通后，平均每个标箱可
降低物流费约300元，每年可为农产品出口企业
节约物流费用5000余万元。

农产品出口

走上“快车道”

□吕光社 吕卫锋 报道

杏花盛开
3月22日，邹城市中心店镇大元村杏花盛开，游客穿行林间，留连忘返。

□王浩奇 李继保 郝美想 报道
本报梁山讯 3月19日上午，拳铺镇琉璃井村村民

李冰接到县政务服务中心的电话，他2天前申请注册梁
山瑞华设备商贸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税务登记证和公章已经全部办好。

3月12日，梁山县政务服务中心推出企业设立登记
“一口办理、一口受理”联办服务。申请人只需到“三证一
章”联办窗口填写收件通知书，提交所有申报材料和费
用，就可在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领取营业执照、组织机构
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公章企业设立登记联办服务按照

“一站收件、内部流转、同步审批、统一发证”要求，由县
政务服务中心牵头，工商、质监、国税、地税、公安5个部
门的窗口共同参与，使企业设立登记实现“从分散办到
集中办、从串联办到并联办”的“一站式”服务，将行政审
批时限从原来的8个工作日压缩为3个工作日以内。

梁山“三证一章”联办窗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对
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的，窗口收件人向申请人出具
收件通知书，并将申请材料的基本信息流转至工商、质
监、税务等业务审批部门，由县公安局完成公章刻制。各
审批部门在收到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许可或不
予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由各部门分别打印证照；不
予许可的，说明理由，由并联窗口通知申请人补正相关
材料。完成“三证一章”的制作后，联办窗口通过电话、短
信、电子邮件及网络公告的方式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凭
借收件通知书和有效身份证件就可领到“三证一章”。

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贾存金介绍，梁山县“三证一
章”联办制适用于县本级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即仅限
梁山县本级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由并联审批综合
窗口统一受理，工商、质监等部门并联审核分别打印证
照，刻制公章，联审批综合窗口统一发放。

办证盖章

由8天压缩到3天内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3月20日从济宁市水利

局获悉，今年将在鱼台、汶上等7个县新建集
中供水工程3处，续建集中供水工程3处，管网
延伸工程1处。

为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2015年全市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总投资10078万元，计划解决
21 . 92万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其中农村居
民18 . 23万人，学校人口3 . 69万人。

7县将新建

集中供水工程

□赵德鑫 吕光社 包庆淼 报道
本报济宁讯 3月16日，2015“泗水赏花

汇”正式启动。今年的赏花汇已是第四届，主
题是“春来泉乡美，赏花到泗水”，梅花、杏
花、桃花、梨花、槐花“五朵金花”将在泗水
的青山绿水间静待游客的欣赏。

据了解，每年3月至5月泗水将举办“泗水
赏花汇”活动，举办包含梅花节、杏花节、桃
花节、梨花节、槐花节在内的系列赏花活动。
通过以花为媒、市场运作，为周边地区游客提
供春季赏花踏青、美食观光休闲等旅游产品。
3月28日，泗水桃花节将在泗水万紫千红度假
区开幕，活动将持续至4月20日，将开展大型
文艺演出、“万人桃花源姻缘会”、“桃花美
食节”等活动。

相比往年，今年“泗水赏花汇”活动内容
更加丰富、优惠力度更大、赏花地点更多，共
涉及7个乡镇、5个花节、10多处景区点，近
100天的春季赏花时间。主办方提醒，游客尽
量选择旅行社直通车线路前来观赏，避免自驾
游，以免因交通拥堵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泗水赏花汇”

开幕

□通讯员 王碧辉 记者 尹彤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加快济宁市中医药传承人

才培养，济宁市中医院特邀多名国医大师及国
内著名中医专家来院建立“国医大师传承工作
室”，以“师承”方式培育医院副高级以上的
中医人才，让广大患者不出门就能享受到国家
级中医专家的服务。启动仪式将于3月29日举
行。

据了解，此次的国医大师工作室邀请的是
国内知名的“国宝级”中医专家，由他们做指
导老师，并为每位指导老师配备1—2名具有相
当专业理论和一定实践经验的副高级及以上业
务骨干为他们的继承人。跟师培养一般为2年
一期，学术传承人将跟随国医大师出门诊、查
病房，通过耳濡目染、口传心授，少走弯路，
提高理论和临床诊疗能力。

国医大师工作室

即将启动

□赵宪龙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广泛宣传金融知识，为客

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今年以
来，农行济宁分行广泛开展了“进三农、进社
区、进市场、进企业、进商圈、进高校”六进
活动，利用周末、节假日时间，组织人员深入
基层和群众，为群众讲解银行卡、电子银行、
资金理财等基础金融知识，现场进行应用示范
和指导，在普及金融知识的同时，促进了业务
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济宁农行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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