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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杨永杰

保护遗传资源

近日，记者来到素有“江北水乡”美誉的
桓台县马踏湖区采访，春季，湖内绿波荡漾、
阡陌纵横，成群的鸭子或捉鱼捉虾，或戏水嬉
闹。养鸭人撑着小船，赶着鸭群在湖上漂荡。

桓台县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宋元忠告诉记
者，经过长期的民间选育，马踏湖鸭所产鸭蛋
腌制蒸熟后，可见蛋清蛋黄相交处有蛋黄油圈
隔，似缕缕金丝绞缠，“金丝鸭蛋”由此得
名，并凭借其独特的品质，名声远扬。

“遗传资源是宝贵的东西。马踏湖鸭成为
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后，我们将通过建立良种
核心群和良种繁育基地，提高马踏湖鸭的生产
性能。”宋元忠说。随后，记者来到位于起凤
镇华沟村的马踏湖鸭保种场，这里是马踏湖鸭
的“基因库”，全县基因最好的鸭子都在这
里。记者去时，工作人员正在记录温湿度、日
龄、产蛋等情况。

据保种厂负责人宋振忠介绍，这里占地10
亩，一期投资200余万元，建设标准化种鸭舍1
栋，配套鸭滩运动场、戏水池，现存养马踏湖
鸭保种家系32个，每个家系母鸭23只、公鸭3
只，共存养马踏湖鸭原种鸭832只。

为确保保种效果，桓台县畜牧兽医局指派两
名技术专家驻场指导，制订规范的保种规程，建
立详细的马踏湖鸭种群生产检测日志，从零世代
开始规范记录种鸭系谱，初步形成了集品种资源
保护与提纯繁育为一体的保种模式。

今后，桓台县将以马踏湖鸭遗传资源保种
场为依托，联合湖区各镇政府，成立马踏湖鸭
遗传资源保种利用技术研究项目建设领导机
构，开展马踏湖鸭遗传资源保种利用研究工
作，重点研究保种鸭舍建设、种鸭群选种选配
与继代留种、种鸭种质特性监测、种鸭饲养管
理及疫病防控等技术，并制订马踏湖鸭遗传资
源标准，建立种鸭系谱档案与生产档案。

湖区群众养鸭致富

由于产区河道众多，自上世纪80年代末，湖
区很多有养殖经验的农民专心从事马踏湖鸭养

殖，种鸭、商品蛋鸭、孵化场等有了明确分工。20
多年来，养鸭已成为湖区群众致富的主要来源，
很多人是世代从事养鸭业，目前，湖区养鸭户达
到200多户，规模从一两千只到一两万只不等。

走进起凤镇起北村养殖户田茂金的养鸭场，
记者立即被一阵热闹的“呱呱”声包围。“这批鸭
共有1万只，已经饲养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就可以
出栏销售。”据田茂金介绍，他的养鸭场占地12亩,
建了4个大棚，每年能出栏青年鸭六七万只。

田茂金三十岁出头就开始养鸭，至今已有16
年，不仅赚了钱,还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鸭能手。他
为记者算了一笔账，购买鸭苗每只4 . 7元左右，一
般养殖两个月出栏，每只卖到约27元，除去各项
成本及鸭苗自然伤亡，每年可收入三四十万元。

在起凤镇鱼三村巩道化养殖场，建有两个
鸭棚，南边养1600只种鸭，北边养3900只青年
鸭。巩道化看中马踏湖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他
说：“去年纯收入十几万元。今年春天的行情比
往年都好，供不应求，青年鸭一年能卖五六茬，周
期短、来钱快。”

今年61岁的巩同江，不但会养鸭，还会加工
咸鸭蛋。在他家院子里，一枚枚鸭蛋堆成一个个
小堆，盖在塑料布下，每个鸭蛋外面都包了一层

加了盐的泥，夏天20天即可腌制完成。“不腌的6
元一斤，腌了的每斤价格高出20%左右。”

目前，马踏湖鸭总量达到165万只，年外销青
年鸭125万只、种蛋150余万枚，年产鲜鸭蛋500余
万公斤，湖区蛋鸭养殖年创畜牧产值近1亿元。青
年鸭主要销往邻近的博兴、高青、临淄、邹平等区
县和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天津、北京、辽宁等
地，初步形成我国北方最大的蛋鸭繁育基地。

马踏湖鸭走向产业化

长期以来，马踏湖鸭养殖规模化、标准化程
度低，种鸭、商品鸭养殖、蛋鸭加工从业者多为农
家各自经营，产业化水平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为引导其走向产业化，使养鸭经济效益得到
提升，桓台县正将马踏湖鸭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
算，加大对马踏湖鸭原种场、保护区的投入力度。

桓台县将在起凤镇、荆家镇、马桥镇、田庄
镇、唐山镇、索镇建设集约化养殖基地，并给予保
护补贴资金，扶持农户建设必要的饲养设施，倡
导建设标准化养殖场，购置必要的仪器设备。鼓
励养鸭农户依法自愿成立行业协会或合作社，支
持合作社、养鸭协会开展资金互助。

同时，为促进产业化经营，桓台县发展壮大
龙头企业，扶持龙头加工企业提高精加工水平，
创建优质特色品牌。着重推进“公司+基地”产业
化经营模式，逐步形成养殖方式先进、加工带动
有力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

在科研开发方面，县里支持企业、院校、科研
机构进行产学研结合，鼓励企业建设实验室，
提高科技研发水平，着重在几方面开展工作：
现代化分子生物学与常规育种方法相结合，对
马踏湖鸭种质特征和遗传特性进行研究，培育
生长快、生产性能高、饲料利用率高的新品系；
开展配套饲养管理技术研究；根据市场不同需求
研发新产品。

宋元忠称，“地理标志”是保护马踏湖鸭生产
的一种形式，他们将专门找一家企业或合作社，
集合50个养殖户，成立一个协会，去申报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如果申请成功，养鸭户都能享受到
其带来的红利。

到2016年，马踏湖区养鸭业的发展目标是，
良种扩繁基地达到10处，种鸭达到10万只，生产
商品母鸭1000万只，其中年输出青年鸭900万只,存
栏商品鸭90万只，年产商品鸭蛋2 . 5亿枚，实现湖
区环境保护与生态养殖的和谐共赢。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李嘉

“转活”土地 利企惠民

4月15日，记者来到高青县唐坊镇。坐落在
该镇境内的布莱凯特六万头精深肉牛加工项目
建设现场塔吊旋转、机器轰鸣 ,这个投资1 . 2亿
元、年屠宰肉牛6万头的“重头戏”土建工程全
部完工；大地肉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 . 2亿元的
冷链物流恒温库项目完成主体框架，新建7万平
方米的杏鲍菇车间正在紧张施工。

两家企业项目投入使用后 ,将迅速提升产
能，助推企业转型发展。从协调企地关系到后
勤保障服务，再到帮扶企业建设发展，唐坊镇
作为山东黑牛园区所在地，镇党委、政府为企
业良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土地流转在唐坊镇无异于掀起了一场新时
代的“土地革命”。腾笼养鸟，让优质土地资
源为优秀的现代农企服务，成为该镇现代农业

迅猛发展的主推手，也让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
鼓了群众的腰包。

去年麦收后拿地到现在投资2000余万元，
占地1048亩的大型农业示范园区初具规模，田源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在吴家村“两委”和镇有关单
位的帮扶下，仅仅一年光景，迅速完成一期建
设，垂钓、采摘等产业已开门纳客，儿童游乐
场、农业科普教育、婚纱摄影基地等项目也正在
紧张施工中；武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虽不到70亩，但整齐的杏鲍菇生产车间、标准
化的生态鹅养殖场、人货分流的规划设计，处
处体现着成熟的小微农企的独具匠心；魏寺村
益丰蔬菜合作社的水果西红柿获得高青县首届
西红柿大赛金奖，不仅打响了品牌，今年还借
助电商，打通发往祖国宝岛台湾的路径，让台
同胞尝到“家乡”的味道。

“现代农业公司专业技术性强，涉及到农村
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保证项目切实可行，我们严
格落实项目化实施方案，从立项选址、洽谈签约
到落地实施，从品种选择、技术指导到农技服
务，镇农委、食药所等部门派出专业团队对重大

项目实施全程监督和协调帮扶，真正意义上让企
业少走弯路，让群众得到实惠。”唐坊镇副镇长
何向鹏说。

让高效能产业“高大上”

唐坊镇副镇长樊涛表示：“我们在抓重大项
目的同时也重点关注零污染、高效能、成长性好
的小微企业、新兴行业、个体经营业者。如获得必
要的扶持，则有可能成长为未来的行业支柱。”

口罩、鞋套、白大褂、喷淋消毒、AB安全
门……谁能想到一个乡镇企业竟然有着国家级
标准的卫生要求。坐落于唐坊镇工贸区的维希
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动物药品生
产、研发、销售的现代绿色生产企业。“我们
之所以将生产总部从济南搬到这里，看中的就
是绿色无污染的生态条件和优良的投资环境，
今年我们将在扩建厂房的基础上，与当地群众
追加签订中草药种植订购合同，为企业扩产增
效。”总经理高兵说。

奥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兆猛告诉记

者，与那些动辄千亩、投资过亿的大型企业相
比，他们公司显然过于“寒酸”，十几亩的占地
面积、几十个熟练工人，一天产品总体积不过一
个矿泉水箱大。可是他们的产品是三星、苹果、
小米等手机耳机的主要组成部分，年产值达到
1000万元。

在唐坊镇，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山东晨
晓纸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2500万元的年产9000万
包卫生巾项目建成投产，增上两条湿巾生产
线，达到年产湿巾9000万包的能力；规划占地
200亩的渔具产业园正在进行规划设计和项目审
批，由渔具行业协会申请的“唐坊鱼竿”集体
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审核并批复，目前正在申
请山东省渔具产业基地；施四方肥业、匠之城
陶瓷等原有传统优势企业也借助人才引进、技
术改造，进行了产业升级。

发展红利惠及百姓

“雪中送炭比望梅止渴来得更为实惠！坚
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
的，也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要条
件。”唐坊镇镇长高辉说。基于这样的认知，
镇上大力实施农村基础设计建设系统化工程，
解决了群众吃水、就医、治安、上学、行路、
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

东秘村秘波廷将自家经营的60余亩土地抵
押，在高青县农村商业银行唐坊支行申请贷款
50万元，成为高青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的首例。秘波廷的幸运来自于唐坊镇迅速解读
政策，落实为民服务宗旨。该镇于全县率先完
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现
在在镇行政服务大厅建设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
心，投资6万元设立了LED电子显示屏，及时发
布政策法规解读、土地流转信息等相关政策。

改善和提升基础教育水平也是民生工作的
重要一环，唐坊镇连续3年先后投资1300余万元,
依据镇域地理现状和村庄聚落特点，规划东、
中、西三处小学，实现群众就近择校。目前，
唐坊一小、二小教学楼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三小教学楼完成主体工程，三处小学均配备学
前教育中心和托养中心，形成镇域内区域性教
育中心点。同时，对全镇托儿所、幼儿园进行
标准化改造，今年再投资50万元，扩建梁孙幼
儿园，新建园舍260平方米。

2015年元宵节，唐坊镇敬老院的孤寡老人
们格外高兴：新安装的娱乐设施、文化器材全
部到位；镇上青年志愿者送汤圆、包水饺，大
家忙得不亦乐乎；村里老年文艺志愿队敲锣
鼓、唱大戏，掌声、欢笑声不断。更重要的
是，敬老院无障碍设施、小广场整修、宿舍修
缮基本完工，新建的一排宿舍也快完工，想着
今年冬天就能搬上新居，大家伙愈发高兴。

高青县唐坊镇走特色发展之路———

转活了土地 转富了乡村

保护遗传资源 引导产业化生产

马踏湖畔，养鸭业迎春

马踏湖鸭是在马踏湖地区
独特自然环境下的一个水禽资
源，具有体型小、开产早、产蛋率
和青壳蛋率高的优良遗传特性。

日前，在农业部网站，记者
看到《畜禽遗传资源鉴定和配套
系审定结果公示》，马踏湖鸭等2
个畜禽遗传资源和新杨黑羽蛋
鸡等3个配套系业经国家畜禽遗
传资源委员会鉴定、审定通过。
在全省畜牧系统，鸭品种受国家
认定的，马踏湖鸭是第一个，这
对于保护这一宝贵的蛋鸭遗传
资源、引导马踏湖鸭养殖走向产
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刘磊 周洁 王飞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21日，淄博市中级人

民法院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
2014年该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并
向社会公布部分典型案例。据了解，2014
年，淄博市法院共审结各类一审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20件，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261
件，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1件，收案标的
额3201 . 1425万元。其中，著作权纠纷案件所
占比重最为明显。

据了解，2014年度淄博市知识产权审判
工作案件类型相对集中。一审知识产权刑
事、民事案件主要集中在商标权、著作权侵
权领域，民事商标权侵权和著作权侵权案件
仍以关联诉讼为主，关联案件数量占全部案
件数量的比例同比降幅明显，知识产权民事
案件类型已经扩展到企业名称、网络著作
权、特许经营等全新领域。

2014年淄博中院审结

282件知识产权案

□刘磊 周洁 罗玲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16日8时至18日8时，

淄博市全市范围内展开“对生命安全负责、
向交通事故宣战”第一次集中统一行动，共
出动警力2149人，出动警车580辆，设置检
查点101处，现场查纠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7545起，其中饮酒驾驶211起、醉酒驾驶15
起、涉牌涉证616起、渣土车违法73起，客
车超员25起、货车超载82起、疲劳驾驶39
起。

淄博48小时查纠

道路交通违法7545起

□刘磊 王起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22日，淄博市统计局

发布淄博市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分析显示
今年以来，淄博市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稳步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深化实施简政放权，不
断释放市场活力，经济平缓开局，总体稳
定。一季度，淄博地区生产总值实现900 . 39
亿元，同比增长6%。第一产业增加值20 . 83
亿元，增长3 . 6%，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00亿
元，增长5 . 5%，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79 . 56
亿元，增长6 . 9%。

据了解，3月，淄博市财税收入扭转1—
2月份的下降态势，呈现小幅增长。前3月，
该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 . 76亿元，同
比增长3 . 11%。其中税收入库41 . 04亿元，同
比增长5 . 66%，占比达63 . 4%，同比提高1 . 6
个百分点。各税种中，城镇土地使用税、土
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税增长居
前，分别为64 . 1 6%、25 . 3 3%、17 . 3 8%、
10 . 83%，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契税、印花
税仍同比下降。

一季度，淄博市国地税收入合计完成
106 . 24亿元，同比增长0 . 81%。其中地税增长
3 . 85%，国税下降1 . 01%。从分产业税收看，
二产和工业税收分别增长2 . 58%和1 . 74%，三
产税收则下降3 . 11%，其中房地产税收下降
30 . 26%。

一季度，淄博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 . 2%。分类别看，衣着类上涨3 . 6%，居住上
涨2 . 5%，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
1 . 8%，涨幅居前；食品、烟酒、家庭设备用
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有小幅
上涨，交通和通信下降1 . 4%。工业生产者价
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略有回升。一季度全
市工业品出厂价格累计同比下降8 . 7%，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累计同比下降11 . 5%。

一季度，淄博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98 . 25亿元，同比增长14 . 4%，增幅同比回落
3 . 5个百分点。从产业投资情况看，二产和
工业投资分别增长16 . 5%和17 . 4%，增幅同比
提高2 . 7个和4 . 8个百分点，三产投资增速为
10 . 2%，增幅同比回落15 . 5个百分点。

淄博一季度

生产总值超900亿元

□刘磊 周洁 焦翠娟 报道
本报高青讯 近日，记者从高青县人民

政府获悉，由高青县人民政府、山东省农副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高青)等部门共同承
办的淄博市首届网上农博会将于5月1日至7
日在鲁中农副产品金质网举办，网址为
www.gqjc.net。

据了解，本届农博会以“绿色有机农
业——— 优质、安全、生态、品牌、产业竞争
力”为主题，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积极推广“三品一标”认证和二维码识
别技术，促进淄博市特色农副产品的展销、
贸易合作和产业化发展，通过互联网+模式
减少流通环节，推动农副产品市场流通网络
建设，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建
立全国名优新特农产品经贸交流合作的高端
平台，更好地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

本届农博会将以会展、文字、图片、
FLASH动画等形式，按地区特色展馆、产
业展馆方式，集中展现淄博及周边地区农业
发展成就，对农业企业和专业种植、养殖合
作经济组织及其产品进行展示、推广促销，
共创品牌、共谋发展。

淄博首届网上农博会

将于五一开幕

高青县唐坊镇以市
级示范镇建设为统领，
以项目建设为纲，深入
实施“双百”工程，积
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和民生事业发展，实现
镇域发展新的飞跃。

阅读提示

巩道化正在给鸭子喂食水草(资料片）。

梁孙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梁文家(右二）
带领群众成立绿森蔬菜种植
合作社，集体聘请技术员进
行专业指导（资料片）。

阅读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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