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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李丽峰 崔珠峰 报道
本报禹城讯 4月12日上午，在禹城市百

龙创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氢车间，职工刘
圣亮一上班就对生产设备进行了一次全面安
全检查。

“这条年产5万吨低聚异麦芽糖生产线，
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6000多万元，但生产过
程中每小时需要氢气600立方，在加工制作、
运输储存等环节容易出现安全隐患，所以我
们要求职工在生产过程中实行标准化作业，
在检维修过程中严格按照规范操作，杜绝了
危险的发生。”百龙创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魏军说。该公司建立企业、车间、班组
三级安全培训体系，让全员职工经过专业培
训后，个个成为安全隐患排查能手，企业成立
10年来，从未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

今年3月初，百龙创园公司制氢车间职工
孙吉波在例行安全排查过程中，发现1处重大
安全隐患。“当时拿着氢气泄漏探测仪检查
生产设备，检查反应釜装置时探测仪报警，
表明有氢气泄漏。立即打开设备，精确定位
具体位置，发现设备管道和反应釜体相连的
焊口之间有裂缝，马上停工进行维修。如果
发现不及时，时间一长很可能出现意外。”
孙吉波说起来还心有余悸。

今年以来，禹城市组织6万多名职工广

泛开展“查身边隐患、保职工安全，促企业
发展”系列活动。今年一季度，共排除职工
身边安全隐患8000多处，确保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禹城市委书记张安民说：“我们最
大限度地发挥一线职工在排除安全隐患中的
主体作用，突出抓好危化、易燃易爆等重点领
域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做到不留盲区、不漏
一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创新、安全竞
赛和职工合理化建议等活动，引导职工积极
查找身边隐患，全力保安全、促发展。”

禹城市国晶新材料公司运用“互联网+
安全”模式，充分发挥一线职工排查安全隐
患的能力。职工在工作中发现安全问题，可通
过互联网管理系统，把问题提出来，由专门提
案评审小组审议，及时排查处理安全隐患。整
个过程完成后，还将对隐患发现人进行重点
奖励。氮化硼车间职工韩志伟就因为表现突
出受到特别表彰。氮化硼车间高温沉积炉温
度高达2000度，主要靠冷却水达到恒温。原先
冷却水运行情况，由操作工每半小时查看水
管压力表来监测，极易发生漏报。这一隐患由
韩志伟发现并提出后，经过多次改进试验，在
设备循环水管道上加装压力表，将压力表的
压力传导到传感器上，一旦压力超标会发出
警报，彻底消除了人工察看不及时的隐患。

一季度，该公司职工共提出安全隐患整
改提案200多条，公司发放奖励3万多元。

广告

禹城：6万职工一线查隐患保安全
引入“互联网+安全”模式，强化全员教育培训，一季度排除职工身边安全隐患8000多处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陈蓓 程远 报道
本报济宁讯 3月21日，家住济宁市兖州区鼓楼街道李

德荣（化名）的理发店在喜庆的鞭炮声中开业。“像我这样
犯过罪、服过刑的人，政府没有抛弃我们，社会也没嫌弃，
司法局、妇联还专门为我们开办了就业培训班，我会倍加珍
惜，做个堂堂正正的劳动者。”李德荣毫不避讳地对记者
说。“司法援助要灵活，今年针对服刑人员的‘春风送岗’
活动，培训了90名社区服刑人员，目前有60名社区服刑人员
走上了就业岗位。”兖州司法局局长仇立彬表示。

每年三月份为兖州妇联开展的妇女维权月，活动期间，
兖州区妇联联合司法、街道办事处等单位，邀请优秀女企业
家以自身的成功创业经历现身说法，教育、引导、鼓励社区
服刑人员保持良好的心态，用积极的态度择业创业，实现人
生价值。司法局还与兖州青年创业促进会联系，组织“创
客”们为全体女性社区服刑人员和部分有就业需求的男性社
区服刑人员进行就业创业培训。联合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跟据自身需求，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餐饮、服装、电子商
务、商贸经营等专业化职业培训。

兖州向社区服刑人员

就业创业伸援手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滕州讯 4月19日，滕州市举办第八届马铃薯节，

打造滕州马铃薯产业亮点，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推动精准
扶贫，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打造“互联网+”现代农
业跨越发展新引擎。

节会上，1000余名新型农民与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了
“互联网+马铃薯”，推介了滕州马铃薯品牌形象，加强了马铃
薯行业自律，推动了滕州马铃薯产业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加快了全国菜用马铃薯行业风向标创建进程。

滕州春秋两季马铃薯种植65万亩，约占全省1/4；年产
量200余万吨，约占全省1/3；出口量占全省1/2；“两薯一
粮”亩均效益8000元以上，是全国马铃薯二季作区种植面积
最大、单产最高、效益最好的县（市）。滕州市被命名为
“中国马铃薯之乡”，滕州马铃薯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
品，成为中国菜用马铃薯第一品牌。

滕州马铃薯节

聚焦“互联网+”

□左效强 付书勇 报道
本报沂源讯 沂源县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优势资源，巧

用农业开发的手段，把农田变美景，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按照旅游名镇带动型、果乡人家示范型、城市里的乡村
主题型等三大类型确定了首批16个示范点(20个村)，进行集
中打造，建设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

沂源县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立足山区实际坚持项目跟着产
业走，依托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建成以苹果、大樱桃、韭菜
为主的有机农业示范基地2 . 3万亩。同时，依托项目区建设，鼓
励引导群众发展生态旅游业，兴办采摘园、农家乐20余家。突
出体现地方民俗特色，开发了盛全山庄、双马山旅游区、清珍
源生态园等特色旅游产品，开发农副产品、旅游食品、手工
艺品等特色旅游商品100多个品种，成功打造了沂源黑杂
粮、翠微茶及千秋雪系列农产品特色品牌。

沂源农田变“绿富美”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20日下午，青岛市市南区珠海路街道

开展了一场独具特色的邻居节活动，来自俄罗斯、美国、波
兰、韩国等国家的20多位外国友人，受邀来到邻居节活动现
场，与辖区邻居们一起写书法、学剪纸、包饺子，体悟中国
传统文化。

在活动现场，几位外国友人饶有兴趣地跟着社区的阿姨
们学习剪纸。在剪纸高手的指导下，猴子、兔子、龙的形象
活灵活现，不一会就跃然眼前。来自美国的萨拉说：“这是
我们第一次自己体验剪纸，感觉很神奇、也很有意思，听说社
区中心有剪纸大师，我们以后要去社区拜师学习。”来自美国
的辛迪也表示，“这样的活动非常好，和邻居们在一起很开心。
以后我们还要带孩子一块来学习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珠海路街道外国居民多，中外文化交流多，通过举办
邻居节，可以让这些远在他乡的外国友人有家的感觉，加强了
彼此间的沟通交流，便于我们社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珠海路街道澳门路社区居委会主任郭爱萍表示。

市南区珠海路街道：

外国友人做客社区邻居节□记者 董 卿
通讯员 张建锋 杨京华 报道
本报莒县讯 漫步在莒县洛河镇章庄

云水湾农业观光旅游示范园内，小桥流
水，碧波荡漾，宛如置身于一幅幅山水
画中。据了解，该示范园由洛河镇吸引
大渔水产投资8000万元建成，占地2000
亩，集观光、采摘、垂钓、休闲和自然
生机于一体，成为人们休闲旅游的“世
外桃源”。

“工商资本活血”进入农业项目，云
水湾农业观光旅游示范园是成功代表之
一。目前，该项目已被省海洋渔业厅、省
财政厅立项为“海上粮仓”项目，这也是
我省沿海市首个现代农业发展优质鱼产业
项目，为莒县发展现代农业再添亮点。

春暖花开，寨里河镇旅游观光采摘蓝
莓基地里已经有来尝鲜的游客了。该蓝莓
基地建成以来，不仅吸引了县内外的大批
游客前来观光采摘，还吸纳了附近100多人
就业，辐射带动农户300多户。

近年来，莒县积极引导工商资本进入
现代农业产业领域，“反哺”农村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培育了一批上规模、有特
色的农业项目，为现代农业发展带来强劲
动力。

农忙时节，在库山乡龙泉峪村果品种
植专业合作社打工的老王喜笑颜开，去年
他种的3亩多地流转了出去，每年不仅获得
1500多元的土地流转费，还通过在基地打
工每天收入60多元。据悉，该专业合作社
去年一次流转土地2000亩发展果品种植基
地，设立果品流通市场，建设果品恒温库
储存基地，村民除每年获得每亩500元土地
流转费以外，三年以后还可以按土地入股
数量进行收益分红。该合作社带动了周边5
个贫困村发展林果种植产业1000余亩。

“工业之花”结出“农业之果”。工
商资本的进入极大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
展。截至今年3月份，该县以“公司+合作
社+农户”、“公司+农户”、“公司独
资”等模式吸引17 . 15亿元工商资本进入103
个农业项目，涉及流转土地面积69747 . 7
亩，投资总额比2015年底增加9 . 97%。目
前，莒县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项目共吸纳农
村11225人就业，辐射带动农户25015户。

莒县为工商资本“架桥”哺农，流转土地面积69747 . 7亩，辐射带动农户25015户

17亿“工商活血”孵化103个农业项目

□马桂路 张阳 报道
本报平阴讯 “水井废弃了不能用，

主管材还要订制，但时间不等人。我们就
算架一条临时管道也要把水送到厂里，无
论如何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耽误企业投产运
行。”今年初，山东和利盛铝加工有限公
司整体租用了位于平阴县孔村镇的肥矿集
团平铝公司闲置厂房，从事铝材加工生
产。但让和利盛董事长陈士国忧心忡忡的
是，老厂区原来的水井已经废弃，偏偏铝
型材加工降温工序和消防又离不开水。新
成立的孔村镇招商办公室得到消息后，第
一时间就协调相关部门为企业引来了临时
输水管道，解了燃眉之急。

今年以来，汇丰炭素15万吨异地搬迁、
万方15万吨生坯生产线技术改造、万邦物
流、绿富地10万吨发酵项目和中海油风电、

大唐风电三期等落户孔村镇的12个新建项目
和1个续建项目已全部开工，13个项目总投
资达11 . 5亿元，全镇承载项目落地能力进一
步增强。

在各地招商引资压力普遍加大的情况
下，孔村镇能有今天的招商引资形势，除了
全国炭素产业基地的资源集聚优势和自身区
位优势等“硬件”之外，离不开全镇多年来
一直坚持的资源招商、园区招商和物流招商
理念，以及诚心为客商着想、为项目服务的
以情招商和以商招商“软件”优势。今年，
孔村镇从人员上选调精兵强将，在平阴县率
先成立了专门为项目服务的孔村镇招商办公
室，职责就是发挥政府平台的作用，解决企
业落户、投产中遇到的问题，为企业提供融
资以及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等方面的帮助，
让投资落户孔村的客商早日扎根建设。

总投资11 . 5亿13个项目已全部开工

孔村镇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通讯员 初宝瑞
记 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记者4月16日到滨州高新
区采访时了解到，有5 0多年种植历史的
“小营大米”名气更大了，已经成为帮助
群众致富的重要载体。“高新区管委会通
过推行‘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基
地+农户’等模式，实现了小营稻谷种植与
二三产业的有效对接，‘小营大米’已成
功帮助当地103户、178名贫困群众实现脱
贫，走上了靠米致富的新路。”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李福友说。

滨州高新区曾经以盛产“小营大米”
闻名遐迩。近两年，通过改变种植模式、
发展大米加工产业、注册商标品牌等措
施，“小营大米”不仅通过“农超对接”
成功打入全国各地市场，还被贴上旅游商
品的标签成功推销进“五星级”酒店，实

现了传统农业与二三产业的完美对接。
2013年，小营街道黄王居委会居民集

体参股，成立了振兴稻谷专业合作社，流
转土地2000亩，晒场7491平方米。为了拉长
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该村2014
年又成立了兴奥农机专业合作社，投资500
多万元新上了大型碾米机，在全省率先开
展了水稻“水直播”、“旱直播”新技术
实验，并取得重大成功，水稻平均亩产达
1000斤左右。

该居通过采取“股份+合作”“底金+

分红”的方式向村民分配收益，以每人每
年补贴2600元或1500斤粮食的条件，整体流
转集中耕地3000亩种植大米，并将村里有
劳动力的老人集中起来，聘请到合作社负
责稻田的日常管理工作。目前，合作社集
中聘用了30人，每人每年增收2万元，成功
实现了4户7名贫困人员脱贫。

振兴稻谷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农户”
的成功模式，产生了示范带动效应。位于
青田街道的玉龙食品有限公司采用“龙头
企业+基地+农户”模式，打造了万亩高效

生态稻蟹种养科技示范园，吸引了周围村
庄2000多名劳动力就业。在安置附近村庄
群众就业时，该公司优先考虑被流转土地
的贫困人员，按照每人每天80元标准发放
工资，贫困群众非常轻松地实现了在家门
口“上班”。目前，已实现附近村庄99户
171人脱贫。

滨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聂林介绍，
今年，力争8个贫困村每村都有1个特色产
业，每个有条件的贫困户都有一项增收项
目。

滨州高新区种植业与二三产业有效对接

“小营大米”助178名群众脱贫

□朱芳芳 报道
禹城市最大限度发挥一线职工在排除安全隐患中的主体作用，职工个个都是安全隐患

排查能手。图为山东贵和电气有限公司职工正在认真检查劳动保护设备，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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