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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王丹琪 杨君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在山东省垦利经济开发区宝

丰汽车配件公司，其生产的所有汽配刹车片都
要经历繁琐而有序的制造和检验过程，从钢片
涂胶、配料、压制，到热处理、研磨切割、抛
光，再到质检车间质检，参与生产的一线员工
从无懈怠，目的就是确保产品质量。而从宝丰
汽配公司走出的汽车盘鼓式制动器总成、制动
钳、制动盘、制动片等与汽车相关的零部件，
正因为技术含量高和质量无可挑剔，成为了市
场的抢手货。

刹车片之所以能够“兴企”，是因为它作
为汽车易损件市场需求巨大，然而国内同行业
企业众多，现在已经出现了“薄利多销”的竞

争。“技术在手，心里不慌。”宝丰汽车配件
公司总经理金鑫说，他们公司与上海通用、吉
利集团等多家汽车厂家进行合作，研制出了半
金属、陶瓷、炭陶基等20多种配方系列刹车
片，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车型、不同环境要
求，产品各项性能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
并成功打入欧美汽车零部件高端市场，产品
80%出口。

当下，只有研发新产品，才能在市场上站
稳脚跟。今年以来，垦利经济开发区坚持“链
条拓展、集群发力、产业引领”的发展理念，
通过打造上下游完整产业链、提升配套服务水
平，积极承接园区产业转移，帮助落户企业进
一步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做
大做强主导产业的同时，开发区适时整合市

场、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向产业聚集和
产业链延伸要效益，不断提高产业精细化、集
约化发展水平，激发产业新动力。

园区作为产业聚集的载体、对外开放的窗
口、转型升级的主阵地，在招商引资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垦利经济开发区紧紧围
绕汽车配件、高端机械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等优势支柱产业，组建石油装备制造产业
园、汽车配件产业园、湖北科技工业园等7个
产业园区，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链、产业集群
招商，形成了有效互动，各具特色、有龙头企
业支撑的产业园区，成为地方经济提速的强力
“引擎”。当前，区内形成了以万达、胜通、
明珠、高原钻机、广兴、骏马等大企业为依托
的一整套汽配产业链。这些项目的入驻，使垦

利经济开发区汽配产业链快速壮大发展、产业
规模进一步扩大。

“保姆式服务水平更高更主动，也就更能
赢得企业的信任，让其踏实在域内发展，这样
才能形成共赢态势。”垦利经济开发区经发局
副局长张雪萍说。开发区设立专门全程代办服
务办公室，经发局、规划局等相关业务口参与
代办服务工作，并指定专人担任代办员，对进
驻开发区的企业(项目)，从立项审批到投产运
营的各个环节，各项审批手续实行全程代办服
务，让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

此外，开发区还实行科级干部联系企业制
度，专人专靠专管专办，每月至少一次到联系
企业开展调研，了解进度并帮助解决困难，确
保发现的问题有落实，解决的问题有回馈。

产业链延伸激发新动能

□李明 高杜康 隋卉芳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扫一扫蔬菜包装上的二维

码，各种信息一目了然，这就是蔬菜的‘身份
证’，带证上市的无公害蔬菜吃着放心，销路
自然很好！”12月9日，在广饶县大王健士富
硒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内，负责人王继海自豪地
说。该合作社建设了高标准日光温室蔬菜大棚
500多座，恒温冷库、包装车间、检测设备、
农资供应等配套齐全，并成为东营市15个放心
蔬菜基地之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安
全更加重视和关心，广饶县把维护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初
步构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实现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控，为广大市民提供更
多、更便捷的质量追溯途径。

不仅对农产品生产过程严格监管，农药的
使用也进入了监管的视线里，该县推行农药实
名制销售，对申请获准进入市场销售的农药，
先实行初步质量抽检，检测合格后将每瓶
（袋）农药相关信息录入农资销售市场准入系
统。所有农药都要贴上编码标识，做到一瓶
（袋）一码。这样每瓶（袋）农药的信息和农
户的个人信息匹配之后直接输入数据库管理，
利用农资销售电子交易平台进行全程监管，确
保每瓶（袋）农药流向随时可被追踪。同时，
该县还实施了低毒生物农药补贴试点工作，建
设了补贴示范店，引导菜农使用低毒生物农药
防治蔬菜病虫害，减少化学农药对农产品及环
境的影响。

为了保证农产品质量监管实现全覆盖，从
去年开始，广饶县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纳入
综合执法，将县、镇街两级检验检测、执法取
证、样品采集、质量追溯等设施设备及交通工
具配备齐全。同时，在全县遴选了553名村级
监管员，明确了其职责、任务、报酬等，加强
培训、巡查，落实考核。县农业、畜牧、海洋
与渔业等部门制订了县、镇街、村三级监管人
员专门培训工作计划，确保每名监管人员每年
接受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集中专业培训达40
小时。

按照“监测、监控、监管、服务”的定
位，广饶县重点建设了县级监管平台和15处质
量追溯点，建成了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中
心，实现了对镇街农安站和蔬菜基地追溯点实
时监控和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数据共享。设立
了农资备案登记服务大厅，建成了农（畜牧）
业投入品监管信息平台，积极推进农（兽）
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经营使用登记备案工
作，农业投入品实施连锁、统购、配送等营销
模式的农业投入品占总量比例达到70%。截至
目前，已准入生产单位127家，准入经营门店67

家，准入配送单位12家，准入产品1360个。
广饶县在规模较大的果品种植基地设立监

测点7处，按时抽检苹果、葡萄、冬枣等样品
检测农药残留，对全县获证食品生产企业和生
产小作坊建立了电子档案，在全县食品生产企
业推行实施“六个标准化”保障工程，防止生
产过程降低标准。还将食品法人企业基础信息
录入广饶信用网，建立食品企业“红黑榜”制
度，通过各类媒体及时曝光企业不良行为。

标准化生产是提升农产品质量的关键，广
饶县按照种植实际，印制了主要农作物、畜禽
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和安全用药等内容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挂图和工作手册1 . 2万册，制定
发布地方标准8项，发放生产记录2万本，推行
统防统治、绿色防控、配方施肥、健康养殖等
技术，标准入户率达到100%。在农产品追溯系
统中科学地设置种植计划、田间管理、施肥用
药、质量检测、采收管理等多个端口，引导企
业标准化生产。通过开展蔬菜水果标准园、畜
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示
范场创建工作，建成了高标准粮食基地55万
亩、省级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4处、花卉苗木
基地5万亩、标准化畜牧养殖场区68处、海淡
水养殖17 . 3万亩。

伴随着农产品质量的提升，在广饶，一大
批农产品打了自己的品牌，截至目前，该县农
业、畜牧、水产品等“三品一标”农产品无公
害、绿色、有机认证率分别达到40%、70%、
55%以上。

广饶县为农产品制作“身份证”

放心食品走上百姓餐桌 □李明 绍华 小杰 报道
本报广饶讯 “这就是我们的中药材基地，

种植了白首乌、半夏等中药。目前与江苏、安徽
及省内的中医药大学、制药企业、医疗机构等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12月8日，在山东福茂药
业有限公司内，该公司经理陈学礼介绍。

广饶县利用林场多、片林多、林地资源丰富
的优势，在大力发展林苗间作、林菌种植、林菜
间作、林下育苗、林下养殖等传统林下经济模式
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林下油用牡丹、林下中药材
种植等新兴林下作物种植。同时，研究探索发展
森林生态旅游、农家乐、经济林采摘等新兴林下
经济发展模式，逐步打造出一条“双向延伸、两
翼展开”的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子。目前，全县林
下经济面积已发展到5 . 6万亩，近2 . 5万人参与了
林下经济建设，林下经济实现总产值2 . 5亿元，
仅此一项农民人均增收236元，初步形成了区域
特色明显的林间种养经济带。

林下经济
实现总产值2 . 5亿元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延智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2月7日，山东省经信委下发

《关于公布山东省第二十三批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的通知》，公布山东省第二十三批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名单，全省共有225家企业通过评审认定，
东营市企业山东正辉石油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东
营广兴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山东广域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等6家企业名列其中。

新增6家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李明 于芳 报道
本报广饶讯 12月12日，记者从广饶县财政

局获悉，今年广饶县县级财政共补贴农业保险
248 . 06万元，比去年增加24 . 8%，为2008年开展农
业保险分级补贴以来单年最高补贴金额。其中种
植业保险补贴小麦33 . 4万亩、玉米47 . 2万亩、棉
花5 . 2万亩，养殖业保险补贴能繁母猪1455头、
育肥猪31866头、奶牛7927头，林业保险总数2940
亩。

自2008年以来，广饶县级财政承担的农业保
险补贴累计支出1258余万元。2014年，在原有的
种植业保险补贴的基础上，新增加了养殖业保险
和林业保险，以及日光温室、苹果、桃等共计8
个类别的保险补贴，2015年又分别上调了小麦、
玉米和棉花3个类别的种植业保险补贴标准，近3
年来县级财政农业保险补贴共支出585 . 09万元。

248万元
补贴农业保险

广饶县检验
检测中心工作人
员在对蔬菜样本
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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