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通讯员 高士东
本 报 记 者 王福录

“现在的无棣驴可值钱了。我家里这两头养
了两年多，最近可是不少买主上门要呢！”4月16
日，无棣县车王镇车王中村的王丙贤对记者说。
经营了30多年的驴买卖，这位年过六旬的老汉
由衷地感叹：“这么多年了，终于盼来了驴的好
年景，多亏了县里放开宰杀买卖的政策啊，现在
是越杀群众养驴的热情越高。”

保护驴种 多策并举

无棣县是渤海驴的中心产区，拥有全省唯
一的渤海驴保种场——— 山东省无棣驴原种场。
2008年，无棣驴原种场和保护区被列为国家级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场区。无棣驴以体格高大、肌
肉发达、毛色纯正、耐粗饲、适应性强而著称，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出口国外，七八十年代无棣
幼驴遍布东北、内蒙古、河南等地。九十年代末，
因役用价值降低，无棣驴逐渐减少。

为抢救性保护无棣驴种质资源，该县于
1998年春出台相关文件，在境内划定竭石山镇
的大吴、小吴、坡宋、张家，埕口镇的孙眨河、宋
王以及马山子镇的大梁王、高井等8个行政村为
无棣驴社会保护区，对无棣驴进行保护性推广。
近几年，相继开展了无棣驴本品种选育、动态调
查、冻精制作和种质创新等工作，并采取严格选
种选配方式，严禁进行其它杂交利用，保种工作

力求精益求精。
2 0 0 6年夏，该县通过“RFID”无线射频技

术，实施了无棣驴生产质量追溯工程，即每头驴
自出生到老死都有电子芯片追踪定位，配有15
位数字唯一编码“身份证”。不论在哪里，只要用
电子扫描仪一扫电子芯片，就可完整地知道驴
的年龄、血统关系、防疫等情况，实现了无棣驴
稳步防疫和提纯。

2011年8月31日，“无棣驴”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通过国家工商总局核准注册，成为无棣县首
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当地，使用“无棣驴”证
明商标的产品区域分布在无棣6个乡镇65个自
然村。

尊重规律 以杀促保

与县里千方百计保护无棣驴原种资源相
比，群众养驴的积极性却越来越低。原因何在？
过分强调保护原种，限制宰杀，养驴不赚钱。

放开杀戒，以杀促保。该县意识到，保护无
棣驴原种资源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养驴不
赚钱，种驴只会越来越少；只有让养驴成为群众
的致富门路，无棣驴才会越来越多。

针对制作阿胶最主要的原料是驴皮，尤其
要制作高端的“九朝供胶”非无棣驴皮（乌头类
型）不可，无棣县与东阿阿胶集团、省畜牧局合
作，在无棣河西营农场共同组建了山东天龙科
技开发公司，旨在繁殖发展优质无棣驴，保护开
发无棣驴这一国标资源，打造一流的阿胶。

新组建的山东无棣天龙科技开发公司，实
施“保护无棣驴计划”，以杀促养。2012年，该县
建起了开放型育种模式，养殖模式也从一家一
户向合作社和规模化过度。无棣种驴场规模由
原来的不足百头发展到300头，县内发展起养殖
户500户，专业养殖村2个，良种驴改良点2个。不
到3年时间，天龙科技开发公司便成为东阿阿胶
公司的重要原料基地。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无棣县驴业养殖从单
纯的畜牧业变为高附加值的生物医药产业，不
但解决了阿胶行业发展面临的原材料瓶颈，而
且创造出一条百亿级的驴产业链。到今年3月
底，天龙科技开发公司存栏无棣驴母驴达500
头，全县无棣驴存栏量达到1 . 2万头。近两年，累
计向外输出优质无棣原种驴1 . 8万头，输出优质
种驴冻精15万份，改良小品系毛驴10万头，在全
国带起活驴养殖终端（一个30—50头）200多个，
成为我国最大的乌驴繁育和输出基地。

“全国各地的改良户包括配种站，每年都调
我们的原种驴同那边进行杂交，现在仍有6头
在省农科院采集冻精。”无棣种驴场负责人闫
金华说。在无棣县，有“养一头毛驴相当于种
三亩地，一头驴相当于一个小银行”之说。
2015年，市场上驴皮价格在3500元左右；无棣
驴皮因皮厚、单张大、出药率高特点，每张价
格达4000元左右。业内人士称，近年来，全国
九成以上的阿胶产自山东，山东阿胶使用的驴
皮半数以上有无棣驴基因。

给“无棣驴”产业注入文化元素
2015年秋，结合全县旅游产业背景，无棣县

规划建设了以“驴文化、乡村文化”为核心的天
龙农庄旅游景区，主推畜牧游品牌，今年5月将
正式开放。这是该县在无棣驴产业中注入文化
元素的一个大胆设想。

该景区依托无棣驴原种场及东部闲置土
地、水面、房屋，一期工程投入600万元，主要由
无棣驴原种观光区、红高粱景观休闲区、香苇塘
开心垂钓区和驴友居服务接待区四个功能区组
成。无棣驴原种观光区，主要打造张果老倒骑
驴、骑驴看唱本、驯驴试驾、体验农家乐环节，让
游客充分体验喂驴、赏驴、骑驴的农场主感受；
红高粱景观休闲区，在种驴场东面的香苇塘开
心垂钓区驳岸推土造园，片植油菜、红高粱、向
日葵等农作物，实现春天油菜花开、夏天油葵飘
香、秋天红高粱满地美景；在驴友居服务接待区
配建特色餐厅，主要是炖驴肉、包驴肉包子，品
尝系列驴肴。白天亲子游可充分体验垂钓、骑
驴、坐车的感受，晚上在乡村旅社和新建的鲁北
小院入住，重温“记忆中的炊烟和乡愁”。今年3
月，农庄还未正式开放，各地游客已纷至沓来，
共接待游客130批次。

时下，当地又将无棣驴与扶贫工作相结合，
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力争让无棣驴成为
困难户脱贫的好帮手。按照规划，今年将有3000
头无棣驴撒着欢儿奔向农家。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渠怀素

今年蔬菜价格过山车般飞涨，但滕州市民
却波澜不惊，享受着政府打通价格服务“最后
一公里”后的便利。4月21日，记者来到滕
州，探究物价部门创新机制、搭建平台服务群
众的做法。

超市平价蔬菜

比批发市场便宜15%

乐天玛特超市蔬菜区专门辟有平价蔬菜直
销专柜，醒目的“平价蔬菜”标牌下面，波菜1 . 8
元/斤，而滕州农产品批发市场当天售价2 . 25元
/斤；油菜1 . 2元/斤，而批发市场价格为2 . 1元/
斤……经理李景军告诉记者，我们按照物价局
规定，每天选出15种蔬菜以低于批发价15%的价
格销售。

家住滨江花园小区的居民朱永红正在挑选
平价西红柿：“这里的平价青菜每天都更换，菜
很新鲜，一点也不糊弄人。”

超市里的蔬菜比批发市场还便宜，滕州是
如何做到的呢”的？孔凡臣介绍了2014年3月开
始实施的农副产品平价商店建设，凡是自愿参
与建立平价农副产品直销区的超市必须从物价
局提供的63种菜篮子农副产品中，自主选出至
少15个品种作为平价蔬菜，销售价格低于城区
主要农贸市场均价的15%以上进行足量销售。
物价部门在平价直销区域安装摄像头，实时远
程监控直销区蔬菜的价格、品质和供应量。目
前，全市共建成超市平价直销区8家，社区平价
直销单体店3家，累计销售平价蔬菜770万斤，销
售金额1060万元，按每斤蔬菜平均让利0 . 45元计
算，累计让利320余万元。

这种看似“剥夺”超市利润的行为，却意外
得到了各大超市的欢迎。

“自从我们超市设立了蔬菜平价区，店里的
人流量明显增加。虽然平价蔬菜压缩了我们的
利润空间，个别品种甚至还要赔本，但我们生鲜
区的销售额明显增加，其他商品的营业额也比
以往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家家悦超市店长张文
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去年，滕州又将平价机制向药店延伸，15家
药店挂上了“价格惠民药店”牌子，药店设立专
门的惠民药品专区，选择100种常用药，按照不
低于社会平均价格10%的幅度销售。

在新康府前路药店惠民药品专区，记者随
手拿了一盒舒筋活血片，标价10元。物价部门采
集到的该药品社会零售价是10 . 2元。

价格APP让市民货比三家

一大早，荆善安居小区居民张大刚想买箱
纯牛奶看病人，他打开手机下载的滕州物价
APP“价格通”，输入“金典纯牛奶”，滕州城区所
有大型超市该牛奶的价格全部显现出来，开车
直奔价格最便宜的贵诚超市。

张大刚使用的价格手机客户端，是滕州市
物价局开发的价格服务新平台。孔凡臣介绍说：

“这个价格信息发布平台，直接连接各大超市、
零售药店数据库，每个大型超市接近10余万种

商品，价格一个都不会少。不管用手机搜索查
询，还是扫描商品二维码，手机上出现的价格就
是收银台结算时的价格。”

记者操作时发现，该客户端还有水、电、气
以及户口证明打印费等200多种公共事业和行
政事业收费价格标准，一旦有违规行为，市民可
直接拨打客户端提供的电话举报、投诉。

滕州是我省人口最多的县级市，总人口170
万，“柴米油盐酱醋茶”价格连着百万人的心。滕
州市物价部门围绕建设直面群众的价格服务载
体，每天通过地方新闻媒体、价格服务网站、小
区LED物价显示屏、免费手机短信等方式，采集
公布涵盖超市、农贸市场等50多家、40个大类、
800多种商品的价格，设置了55个价格监测网
点，配备专职采价员86名。

高效准确的物价信息采集，及时多样的价
格信息发布，既方便了市民，又便利了商家，实
现了物价调控由刚变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
提下，挤压了价格水分。据统计，自2010年开展

重要民生商品价格采集公布以来，滕州各商家
已累计下调7600余个批次的商品价格，平均降
幅达10%，降价额达2 . 65亿元。

50多万亩土豆参保价格险

滕州是全国闻名的“马铃薯之乡”，目前大
棚土豆正陆续上市。在田间地头，农业、物价部
门及镇街工作人员、保险公司职工都在向种植
户宣传、办理马铃薯价格保险。

在姜屯镇田高庄村富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理事长田伟告诉记者：“我们种植的500多亩大棚
土豆刚刚入了价格保险，种土豆只赚不赔”。

去年，富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468亩秋土
豆加入了价格保险，目标价格为0 . 85元/斤，保
费160元/亩。滕州物价部门在土豆集中上市期
间监测的田头价格为0 . 80元/斤，因此参保农户
获赔120元/亩。保费政府出80%，农户出20%，这
样农户每亩实际获赔88元。富田468亩土豆保险
公司赔付了4万多元。

谈到土豆保险，田伟动情地说：“以前，怕价
格波动大赔本，整天提心吊胆的。现在上了保
险，解除了后顾之忧，收入有了保障，最起码不
会‘血本无归’。”

据滕州市物价局局长孔凡臣介绍，滕州被
确定为全省首批4个蔬菜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市
之一，去年率先开展了土豆目标价格保险，全市
春秋两季土豆及大白菜参保27 . 26万亩、农户
25035户，省及滕州市政府财政补贴2917 . 7万元，
农户自交保费729万元，获得赔偿2925万元，户
均788元，真正解决了制约农业发展的“菜贱伤
农”问题，稳定了蔬菜价格。

据了解，今年滕州春季设施土豆和露地土
豆目标价格分别定为1 . 00元/斤、0 . 80/斤，出险
后种植户最多可分别获得2000元/亩和2500元/
亩的赔付。

“最新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已有近20万亩土
豆参保价格险，春秋两季加起来，肯定会突破50
万亩。”孔凡臣自信地说。

正是有了价格保证，滕州土豆种植快速膨
胀，春秋两季达65万亩，是全国最大的二季作土
豆产区，年产量200万吨，产值40亿元，成为当地
农民致富增收的支柱。

滕州打通价格服务民生“最后一公里”

超市蔬菜比批发市场还便宜

“无棣驴”为何越杀越多
◆单纯保护种群，群众养驴不赚钱 ◆放开宰杀买卖，群众养驴积极性上升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刘伟 王昭脉 报道
本报胶州讯 4月19日上午，胶州举办首届

“家秀”活动，通过优秀家风家训评选、家庭美德
讲解、家庭图书漂流等，讲述邻居们的精彩故事，
引导市民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在全社会倡树
文明之风。

“身边的事最有说服力，优秀家风家训评选和
家庭事迹，可以让居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
胶州市南社区居委会主任黑振兰说，市南社区共有
3024户，前期征集到家风家训800余条，由居民评
选出优秀家风家训50条，展示在小区广场周边的宣
传栏上，供居民参观学习。

“家风家训既是家庭的价值追求，也是良好社
会风气的源头，今后‘家秀’活动将每年定期举
办，常态化开展。”胶州市文明办副主任庄孟坤介
绍，通过在“家秀”中讲述邻居们自己的故事，加
强邻里之间的联系，让市民在相互学习交流中提升
自身素质。

据了解，去年以来，胶州市811个村（居）均结合
村庄实际开展了道德典型评选活动，各村（居）以“五
好文明家庭”为主体，引导村民从优秀生产生活习
惯、传统风俗入手，提炼“好家训”，培养“好家风”，形
成了“村村有榜样，户户学先进”的浓厚氛围。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张海庭 沙德纯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自从村里通了自来水，我们喝

上了放心水，心里敞亮多了。”近日，记者在牟平
区王格庄镇小寨村采访时，听到最多的就是村民对
全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赞许。村党支部书记李强
告诉记者，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让全村182户饱受缺
水之苦的村民不再为“吃水难”发愁了。

为让群众早日喝上放心水、安全水，近年来，
牟平区大力实施饮水安全工程，切实提升群众的生
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截至去年年底，共完成投资
9264万元，解决了全区324个村饮水问题，直接受
益群众达23 . 1万人。目前全区552个村庄通自来
水，普及率99 . 5%；32 . 69万名农民喝上了“放心
水”，占全区农村人口的93 . 9%。

在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上，该区坚持规模和效
益同步发展，建立健全了工程管理长效机制。各村均
设立了水利员，完善了水利员工作职责、工作守则、
服务承诺及办事指南和考核办法等规章制度。此外，
对连片集中的供水工程由镇政府安排专人管理，同
时向各村收取水费，用作工程运行维护经费。

目前，该区饮水安全工程正向纵深发展。“今
年计划投资60万元，新打机井及配套4处，新建大
口井1处，解决3个镇街5个村2100人的饮水问题，
并安装5套净化水设备，10月底前全部完工，让群
众吃上安全卫生水。”该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夏洪雷 傅珍鸽 报道
本报临沂讯 4月22日，临沂市河东区政府同

江苏卡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举行临沂新能源汽
车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临沂新能源汽车产业园落
户河东区。

河东区作为临沂市的东城区，具有良好的资
源、区位、交通和产业优势。江苏卡威汽车工业集
团是国内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领军力量，该
项目计划总投资100亿元，占地3000亩，分为整车
和零部件配套体系两大部分，建设地点位于国家级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主要生产悍马纯电动
车、纯电动皮卡、纯电动SUV等，建设冲压、焊
接、涂装、总装、调试五大工艺生产流水线。项目
全部建成后，临沂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将逐步成为北
方最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研发基地。该项目一期
投资45亿元，占地880亩，将于2017年12月建成投
产，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300亿元以上。

牟平324个村庄
告别“吃水难”

胶州首届“家秀”活动
晒出好家风

临沂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落户河东

□张环泽 报道
市民在乐天玛特超市购买平价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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