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子路 滕敦斋 报道
本报济南4月30日讯 今天下午，省

委书记刘家义到济南调研重点工程项目建
设情况，并看望慰问坚持节日工作的一线
职工。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文
涛，市长王忠林陪同调研。

刘家义首先来到济南市轨道交通R3
线龙奥站施工现场，深入工地看望正在进
行作业的工人，向大家表示节日问候，叮
嘱大伙一定要保重身体，劳逸结合，始终
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刘家义详细询问工人

食宿条件、防暑降温措施、工程建设进
度，听取全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汇报。他
强调，在项目建设中，要把好安全质量效
率关口，每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万无一
失，努力争创“ 鲁班奖”；在规划建设时
要着眼长远，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精
神，把保泉放在第一位，施工过程中一旦
发现泉眼，应立即采取措施，确保泉脉安
全。

济南中央商务区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
立、机器轰鸣，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

象。刘家义来到这里，现场察看项目进展
和工地保障条件，深入了解中央商务区规
划、征地拆迁、产业招商、市政管廊建设
等情况，要求在推进项目建设中，坚持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切实改善济南城
市形象，同时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地上
地下市政工程，充分满足群众出行、娱
乐、购物等多方面需求。刘家义与现场施
工人员一一握手，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
家表示慰问和感谢。他说，“ 五一”假
期，大家牺牲休息时间，坚守岗位、加班

加点、辛勤付出，为济南城市建设与发展
贡献了力量。你们参与建设的项目是省市
重点工程，希望大家在施工中一定确保安
全，确保工程质量，确保施工效率，推进
工程建设顺利开展。全省各行各业要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本职岗位干
事创业，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以极端负
责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努
力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作出积极贡献，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刘家义到济南调研重点工程建设情况

□ 本 报 记 者 王 川
本报通讯员 刘国伟

十年练得文秀才，十年练不成田秀
才。

与土地打了二十七年交道的郯城县
向阳村大棚种植户李丕华，经常被人

“ 笑话”。他最初养殖小尾寒羊，两年
后赔了1000多元。接着他拿出3亩田改
种辣椒、芸豆、黄瓜等蔬菜，一年后又
赔了7000多元。大棚草莓进入“ 黄金三
年”后，他却贱卖了自己部分草莓大棚
和设备。

“ 以前别人都笑话我傻，养啥啥亏
本，种啥啥赔钱。”李丕华经常自嘲。

皮肤黝黑，两鬓斑白，52岁的李丕
华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却非常好学。
2012年，“ 新型职业农民”首次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郯城列入全国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的首批试点县。李丕华得知县里
要选职业农民，还有免费的培训课程，
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

李丕华报名如此积极，除了好学的
性格，还在于常年在大棚里劳作，深知
农业技术对于改变“ 亏本”“ 赔钱”境
况的重要性。在新型职业农民试点以
前，李丕华已经折腾了十几年。

李丕华所在的郯城素有“ 鲁南粮
仓”之称，十几年前，还在种粮食的他
到烟台农博园参观，当看到6元一斤的
草莓时，他纳闷同样的土地，收入怎就
天壤之别？脑袋一热，李丕华当即订购
了400棵“ 丰香”草莓种苗。

回村后，他花了近5万元在原来种
蔬菜的3亩地上建了3个宽度约6米的普
通拱棚，也就是俗话说的“ 面包棚”。
第一年，3个“ 面包棚”的草莓卖了1 . 2
万元，还不到投入的三分之一。

“ 一开始不知道草莓有休眠期，苗
撒下去，秋天就不长了。当时逛遍了镇
上大街小巷的书店，甚至在县城的新华
书店也没找着一本草莓养殖的专业书

籍。”舍得投入，但效果却并不如意，
李丕华很苦恼。

2007年，草莓进入“ 黄金三年”，
慢慢摸索下来的李丕华终于顺势获得成
功，每个大棚草莓的纯收入达到1 . 5万
到2万元间。他扩大种植规模，从3亩流
转土地扩大到22亩。

但黄金时期过后，“ 面包棚”草莓
行情跌宕起伏，人工成本逐年递增，李
丕华突然发现自己“ 好像已经种不出别
人想吃的草莓了”。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首批试点，给李
丕华带来了新的机遇。三年前，他通过
自己的努力，拿到了通红的《 郯城县新
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成为了山东省
认定的第一批“ 持证种地”新型职业农
民之一。

“ 草莓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的时候
兑多少水，平常自己摸索的跟老师讲的
有很大差别。”让李丕华印象最深的是

《 农产品质量安全》这门课程。“ 老师
说，我的草莓有机肥不应该按照说明书

兑3斤水，而是兑6斤。回去一试，果然
‘ 烧’苗子的情况好了不少。”

深切体会农业知识带来的改变，李
丕华越发热衷于职业农民的培训。仅
2015年一年，李丕华就去了八趟寿光、
两趟兰陵、一趟昌乐和一趟济南培训。
回来以后，李丕华居然把自己的“ 面包
棚”卖了。

“ 村里人说我‘ 神经’，家里人说
我折腾，但是从外地学来的新大棚该建
还得建。”卖掉面包棚，李丕华建起了
4个总占地16亩的新大棚，最宽的一个
大棚的宽度达24米，是面包棚的4倍，
可谓名副其实的“ 超级”大棚。

“ 占地4亩多的大棚，晚上降温
慢，温度恒定了，大棚内授粉的蜜蜂也
活跃，授粉率提高。并且拖拉机开进来
完全没问题，这样才能把地翻到位，避
免板结。”李丕华说。

他的“ 超级”大棚草莓产量高，质
量好，价格比普通草莓贵一倍。很多村
民慕名前来学技术，李丕华作为“ 持证

上岗”的种植户也乐意传授，带动了周
边村庄发展大棚1万亩。

现在，李丕华从“ 被笑话”变成了
村里人的“ 大师傅”。

记者见到李丕华时，他正与邻村
百发蔬菜合作社的理事长王成通在甜
瓜大棚里研究叶枯病。说起自己搭建

“ 超级”大棚的折腾经历，李丕华嘿
嘿一笑说，他最大的动力，源自一次
职业农民培训时授课老师对一个问题
的解答。

“ 丰香”品种草莓的育苗费时费
力，李丕华问老师，怎么才能不这么费
劲？“ 老师告诉我，把头抬高，张开
嘴，天上掉馅饼最不费劲。”答案虽然
不“ 标准”，却深深刻在了李丕华的脑
子里。被认定为职业农民以来，只要身
边有培训的课程和机会，李丕华再忙也
去，从未落过一次。

□ 本 报 记 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王亚峰

4月18日中午，28岁的山东能源枣矿
集团付村煤业公司采煤一区工人张海岭下
厨做了两个菜，一家人吃完午饭，他才开
车到20公里外的单位上中班。晚上9点
多，张海岭下班回到家，看到女儿还没有
睡，又陪她玩了一阵。

这是矿上取消夜班后张海岭惬意的一
天。但在今年2月23日之前，付村煤业公
司还和全国大多数煤矿一样，延续着传统
的早、中、夜三班倒的井下生产作业制
度，每月一轮换，夜班要从晚上8点上到
次日凌晨4点。

张海岭说，轮到夜班时，整整一个月
上下班两头见不着太阳，白天疲乏得一睡
一整天。前几年枣矿集团招聘的青年职
工，很大一部分受不了这个苦选择离开。
长期昼夜颠倒工作，不仅伤害了矿工的身
体健康，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据统计，煤
矿事故70%以上都是在夜间发生，夜班是
安全最为薄弱的时期。

枣矿集团深深认识到，要想改变这种
状况，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对煤矿传统作
业方式来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他们在系统
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打造集约高效生
产体系，推进“ 三个变革”——— 推进生产
方式变革，实行集中生产、集中检修、集
中休班“ 三集中”模式；推进生产工艺变
革，打造薄煤层、中厚煤层一次采全高自
动化工作面，向装备自动化控制、数据智
能化采集、采煤无人化值守跃进；推进生
产组织变革，整合工作面安撤、机电安装
检修、地质测量等队伍，实行专业化服

务、市场化运作。
2016年，枣矿集团先后引进了包括全

省首套6米大采高综采工作面、全省首套
薄煤层综采工作面在内的“ 三大一小”综
采设备。记者在付村煤业公司1007工作面
看到，自动化大采高装备巍巍壮观，一眼
看不到头的工作面上却不见一人，支护帮
板随着煤机推采自动移动。

“ 1007工作面采用新装备后，实现了
自动化生产，单班单面作业人数由30多人
压减到10人，产量却由3000余吨提升到
10000吨，消除了原来担心的因班次减少
影响产量的问题。”该公司生产科副科长
卓俊勇介绍说。采煤工人不上夜班了，收
入比以前还提高了10%左右。

要取消夜班，不仅是提高单班产量如
此简单，还要对“ 储装运”系统进行升级
改造，保证煤生产得出来运得出去、提得
上井。枣矿集团高庄煤业公司目前在为取
消夜班做着准备。他们对井下皮带运输、

供电、提升等系统进行技术升级和远程自
动化控制改造，多数岗点实现无人值守。

“ 我们正在建设亚洲最大的6000吨井
下煤仓，大力提升井下储煤能力，着力解
决生产能力与提升运输能力不匹配的矛
盾，为下步取消夜班、周末集休不生产但
24小时有煤提做准备。”高庄煤业公司副
经理刘小平说。

取消夜班不仅是付村建矿20年头一
遭，也是枣矿集团130多年历史上的第一
次，在全国煤炭系统也不多见。省煤炭工
业局局长乔乃琛评价，“ 这是煤炭行业生
产模式的革命性变革”。

枣矿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满慎
刚告诉记者，刚刚闭幕的枣矿党代会提出
了建设“ 实优强富”新枣矿的目标，他们
将在全集团逐步推广取消夜班等新模式，
把“ 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不断提
高职工的幸福指数，推动企业和谐发展水
平提升。

付村煤矿采煤工人不上夜班了
◆山能枣矿集团以人为本推进煤矿生产模式变革 ◆单班产量提升，工人收入增加

“ 田秀才”持证种大棚
□记者 王 川 报道
本报济南4月30日讯 记者从省海洋与渔业厅获悉，5月1日12时

起，山东比往年提前一个月进入伏季休渔期，所有应休渔渔船将一律
按时进港停泊休渔。

据悉，我省近海主要经济鱼类因气候变化、过度捕捞等原因导致
产卵期提前，5月份渔民捕捞的渔获物里充斥着大量幼鱼，使休渔效
果未达到预期目的。今年初，农业部发布了以延长一个月为重点的新
伏休制度。

山东海岸线长度3345公里，现有应休渔渔船2 . 6万余艘，目前已
经认定的专业渔港码头140余座，可供渔船停靠的自然港湾和停泊点
300余处，渔船数量多，分布广。且今年是国家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
度的第一年，同时又面临着周边环境异常敏感、渔业管理对象异常复
杂的形势，伏休管理存在一定压力和挑战。

省海洋与渔业监督检查总队渔政处处长叶伯春表示，我省实施的
渔船、渔港“ 双包保”责任制，将会明确休渔渔船和渔港的具体监管
部门和责任人，并每日开展渔港巡查，详细核实停港渔船信息，推行
休渔渔船日报告制度，准确掌握渔船动态情况。

伏休期间，我省持有到韩国水域作业的流网船和渔业辅助船，必
须于5月1日开始与国内渔船同步休渔。

记者了解到，我省将重点打击渔船通过私下买卖民间作业证到朝
韩作业，严防越界到朝韩敏感水域作业。持有到韩国入渔许可证的外
省籍流网船和渔业辅助船，也不得在我省渔港卸渔获、上供给，违反
者从严处罚。从我省渔港出航到朝韩敏感水域、朝鲜西海岸等水域引
发涉外事件的，将会追究渔船驶出港经营人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人的责任。

此外，记者了解到，一些渔民担心，骤然缩短一个月的作业期，
再加上燃油补贴资金减少等因素交织，可能会对生产收益和生活造成
一定的影响。“ 考虑人工、燃料成本及收益等因素，短期看延长休渔
期可能会减少捕捞量，但从长远来看，通过渔业资源的休养生息，能
有效提高渔船捕捞的数量和质量，渔民收益并不会明显减少。”叶伯
春认为。

叶伯春告诉记者，我省鲅鱼、亲虾以及近海资源品种繁育期大多
集中在4月至6月，延长这一个月将有效地保护经济鱼类产卵繁殖期和
幼鱼成长期，增加渔业资源的补充量，有利于资源生态修复和生态结
构完善。伏休期间，海产品会通过冷藏加工、养殖替代等途径供给。

休渔期提前一个月

我省渔船今起歇网

据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4月30日，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
群众出游热情不减，带动“ 五一”假日旅游市场持续繁荣。据国家
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当天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5770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330亿元。

公路方面，各地出城方向车流依然较大，高速公路经过疏导，
拥堵状况有所回落；铁路方面，4月29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65 . 3万
人次，与去年“ 五一”假期同比增加74 . 6万人次，增长5 . 8%，创历年

“ 五一”假期单日新高。30日全国发送旅客继续超千万人次，部分地
区受降雨影响客流减少。

各地短途游、近郊游市场火爆。探亲访友和亲子游为都市游主
题，市内公园景区客流集中；以山水踏青、乡村体验为主的城市周
边游同样需求旺盛。旅游休闲方式更加个性化，帆船、游艇、潜
水、骑行、徒步等备受年轻游客欢迎。出境旅游方面，东南亚短线
游受到追捧，突尼斯、摩洛哥等新兴小众目的地受到欢迎。

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

创“五一”假期单日新高
各地短途游、近郊游市场火爆

□ 责任编辑 廉卫东 江昊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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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郯城县大棚种植户李丕华（ 右）与百发蔬菜合作社理事长王成通商量秋
后大棚种植作物选择。

小图：李丕华（ 右）与王成通在大棚里研究叶枯病。

□记者 王 川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6年，山东被农业

部列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体推进示范
省，全年培训新型职业农民2 . 8万人。
在此之前，2012—2015年，中央和省财
政共投入资金4亿多元，全省培训新型
职业农民7万余人、认定超过1万人。

我省农民创业培训被农业部评为全
国十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之一，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实现了从“ 培训”到

“ 培育”的转变。去年，我省研究制定
了《 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施方案

（ 2016-2020）》，计划到2020年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50万人，初步打造一支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具有新理念、新
技能、新觉悟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我省五年培训

9 . 8万新型职业农民

□记者 王世翔 通讯员 李 峰 报道
“ 五一”小长假期间，高青县田源农业示范园内形态各异的

稻草人引来众多游客。

◆近海主要经济鱼类因气候变化、过度捕捞

等原因导致产卵期提前

◆伏休期间，海产品通过冷藏加工、养殖替

代等途径加强供给

□记者 方 垒 通讯员 陈镜旭 报道
休渔期来临之际，东营中心渔港内大部分渔船已提前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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