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肖 芳
本报通讯员 于正阳

年腊月廿八，记者来到全省唯一的畜
牧科技示范园区——— 青岛畜牧科技示范
园，找到了在岛城养殖界颇有名气的“博
士羊倌”刘宗正。

忙了一整年的刘宗正，此刻并没有着
急打包行李回寿光老家过年，而是穿着白大
褂，夹着笔记本，慢悠悠地在羊舍里兜兜转
转，仔细检查着他的一群“小宝贝”。

“这只母羊顺产应该没问题，多注意观
察，地上再铺些草，让它暖和点。”检查
完一只待产母羊后，刘宗正向饲养员细细
交代，同时在自己的本子上做好记录。

刘宗正研究的羊，是“青岛畜禽四
宝”之一的崂山奶山羊。该品种是德国莎
能奶山羊与崂山本地山羊杂交而成，被列
入“全国奶山羊优良品种”，一只种公羊的
市场售价在5000元左右。2002年，崂山奶山羊
曾被作为“国礼”赠送给泰国王后，但近年来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存栏量急剧下降。

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获得动物发
育生物学与生物技术专业博士学位的刘宗
正，2014年8月受聘于青岛市畜牧兽医研究
所，成为“崂山奶山羊工程中心”繁殖育
种研究室的一名畜牧师，一干就是四年多。
该中心位于地处即墨区段泊岚镇的青岛畜
牧科技示范园内，依托青岛奥特种羊场而
建，是全国唯一的崂山奶山羊原种场。

刘宗正的工作是记录、收集和分析崂

山奶山羊的各类生产数据，研究各种饲料
和饲养技术对羊的生长、发育以及生产的影
响，然后再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在奶山羊繁
殖育种、舍饲养殖、疫病防控等方面，指导养
殖户改进生产，提质增效。在他的办公室里，
记者看到了满满一大柜子的档案盒，里面全
是羊群的生产数据，小到某一只羊，大到整
个羊群，都有详实的一手记录。

“说白了，我就是一个‘羊倌’儿，

一个农民，整天在羊舍里待着，你闻闻，
我身上全是羊粪味儿！”刘宗正幽默地进
行了自我定位。只不过，刘宗正这样的
“农民”身怀“绝技”。对于奶羊群的繁
育，不同于传统养殖被动等待自然繁育，
刘宗正会采用同期发情和人工授精的方法
进行大批量配种。在对性能特别优良的核
心群繁育时，他还会采用难度很高的
JIVET技术(牛羊幼畜超数排卵及体外胚胎

培养移植技术，简称吉威特技术)进行快速
扩繁，用时比正常繁育少了6到9个月，大
大缩短了繁育周期。

近年来，刘宗正还带领科研团队完成
了国家星火计划项目《优质畜禽高效健康
养殖及疫病防控技术集成示范》，探索出
一套适宜于崂山奶山羊肉用新品系的规模
化养殖实用技术，同时制订了农业行业标
准《崂山奶山羊规模化舍饲养殖技术规
范》。这些技术在养殖区被推广应用后，
崂山奶山羊基础母羊核心群规模扩大
52 . 2%，繁殖率提高30%，6月龄公羔屠宰率
达到55 . 1%，羔羊成活率提高11%，成年羊
淘汰率降低2 . 3%，产奶高峰期平均日产奶
量达到2 . 8kg。

“随着国家对农业农村改革的推进，
我们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的工作职能也发生
了变化。”刘宗正说，“以前我们主要把
精力放在基础研究和技术研究上，现在我
们更看重如何把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到养殖
实践中，让广大养殖户切实感受到新技术
带来的改变！”近年来，他和团队不仅多
次外出调研，主动走访养殖场和养殖户，
将技术支持和服务送上门，还连续两年举
办崂山奶山羊高效养殖技术培训班，累计
培训200余人次。

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刘宗正和他的
团队忙到大年三十，急匆匆回家看看家人，
初二初三就又回来接着上班。这几年，他很
少休假，父母身体不好，他忙得抽不开身，
妻子生孩子时也只是在家住了短短几天。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蒋海霞

2月12日一大早，记者来到淄博市周村
区王村镇卧虎山，在淄博豪艺养殖有限公
司办公室里，经理丁乃勇正在和会计算
账。“每天可发电1600度，除去特殊天气
不易发电，一年发电达57万度。”丁乃勇
一拍桌子，“嘿！一年发电收益就有63万
元呢！”临近春节，猪肉俏卖，可这个养
猪场经理不算卖猪账，竟算起了发电账。

豪艺养殖有限公司建成已有10年，占
地200余亩，生猪存栏量6000余头，年出栏生
猪可达12000余头，在淄博当地算得上是养猪
大场，年收益数百万元。2014年，丁乃勇又动
起了粪污循环利用、沼气发电的念头。当年，

总投资400万元的沼气设备正式上马，中央
和地方还分别补贴了100万元。

设备有了，发电却并不顺利。沼气靠温
度发酵产生，冬季温度低，沼气产量小是制
约大型沼气项目有效运转的重要因素，因此
许多大型沼气项目基本处于停产和半停产
状态。为解决这一问题，去年9月，他们又投
入18万元进行设施改造。彻底解决了冬季产
沼气不稳定的问题，实现全年均衡运转。

丁乃勇告诉记者，现在公司每天产沼气
约800立方米，年产沼气约30万立方米，主
要用于养殖区喂料系统、粪污处理等设备
运转，企业用电自给自足。目前，他们正
在国家电网办理发电上网许可，办好后公
司可为城市供电，又能多一笔收入。

豪艺养殖是淄博市第一家国家级生猪

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如今，养猪场可年处
理固体粪便量4380吨，年处理污水量2190
吨，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率
达100%。年可减排COD1051 . 2吨，年减排总
氮153吨，年减排总磷23吨，从根本上解决
了猪场粪污横流和污染扰民的问题。“得
益于此，虽然去年环保查得格外严，但企
业顺利通过检查，经营也没有受到影
响。”丁乃勇颇有点自豪地说。

周村区畜牧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畜禽养殖污染面广量大、构成复杂，规模
养殖场因其养殖数量多、粪污产生量大、
自身消纳困难等，更是畜禽养殖的主要污
染来源。为此，周村区把40家规模养殖场
作为全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突破口，集
中人力物力，去年仅用一个月就健全完善

了污染治理设施。目前，全区40家规模养
殖场储粪场、污水池、雨污分流设施等建
设率达100%，223家养殖专业户污染治理设
施配建率达到98%以上。2016年底前，禁养
区5家养殖场全部实现关闭搬迁。在2017年
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周村区实现了养殖污
染“零投诉”。春节前夕，周村区畜牧局
对规模养殖场开展集中指导，进一步规范
生产，巩固环保治理成果。

最近，丁乃勇正忙着生产有机肥，进
一步扩大循环利用效益。“现在市面上的
有机肥多是鸡粪做的，猪粪做的比较少，
目前还在推广阶段。”虽然4个月只卖出了
7吨，但老丁坚信，环保治理、循环利用这
个大方向是没错的，这是国家政策关注
点，也是企业利益新的增长点。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万照广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许秋茹是枣庄市薛城区市

场监管局副局长，作为一名标准的“城里
人”，眼下养成了一个习惯：一周不去“乡
下亲戚”家走走串串，聊聊家常，帮衬慰问
一番，心里就不舒坦。春节期间，她去给结
对联系帮扶的周营镇沙井村65岁的贫困户杨
其军拜了年。

据了解，薛城区从去年起，在全区党员
干部中广泛开展联系服务群众“百千万”活
动，组织全区100名领导干部帮包100个后进
村居和100家企业；组织全区1000名机关干部

帮包1000户困难户和联系1000名致富带头
人；组织全区10000名党员联系100000户普通
群众，走进群众听民声、深入基层解难题、
服务为民促和谐。

活动开展以来，党员干部以“身入更需
心入”为根本遵循，以“三忌三必须”为要
求 (忌电话访谈、蜻蜓点水，必须登门拜
访、详细登记；忌穿堂过屋、冷脸示人，必
须坐牢板凳、嘘寒问暖；忌虎头蛇尾、村居
代办，必须亲力亲为、有始有终)，每人每周至
少开展一次走访帮扶活动，“身入”察民情，

“言入”释民惑，“心入”解民忧，切实帮助群众
解决一批难题，办好一批实事。

面对群众大大小小的问题诉求，区里对
一家一户的个性问题、面上的共性问题、因
基础条件限制形成的区域性问题、涉及长远
的趋势性问题逐一建立清单，实实在在帮助
群众解决了一批“急难愁”问题。针对群众
反映的交通、排污、亮化基础设施不完善，
带来生活不便的共性问题，区里一追到底，
加大财政支出，化解了一批民生遗留问题，
办了一批惠民实事。

邹坞镇洪村贫困户巩守奎因腿脚残疾长
期赋闲在家，生活拮据。区信访局副局长刘
统志走访中得知其自强创业的想法，立即联
系区畜牧兽医局，帮他培训肉兔养殖技术，

实现了养殖致富的梦想。
截至目前，薛城区10411名党员和机关干

部人均到所联系帮包的村居、企业及致富带
头人、困难户、普通群众家中调研走访18次
以上，累计搜集、梳理群众反映问题和意见
11200余条，建立帮扶工作台账37140余份，
累计为基层群众解决各类难题49185件次，架
起了党员干部联系帮扶群众的“连心桥”。

“为确保活动不搞形式、不走过场，从
根本上避免水过地皮湿现象，区里制订了三
年帮扶规划和年度帮扶计划，对党员干部入
户走访情况随机抽查，纳入年终个人业绩考
核。”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种法立说。

“身入”察民情 “言入”释民惑 “心入”解民忧

“百千万”活动解群众近5万难题

“我就是个新时代的农民”
———“博士羊倌”刘宗正和他的一群“羊宝贝”

养猪场老板算起发电账
一年发电50万度，收益63万元

□记者 董卿 通讯员 韩乃栋 胡斌 报道
本报蓬莱讯 2月9日，蓬莱市启动为期两个多月的

“仙境清风”净化网络环境专项行动，当地40多家知名网
站、论坛、“两微一端”等互联网平台相关负责人参加启
动仪式。会上公布了本次净网行动的实施方案，并成立了
蓬莱市首个“网络发展联盟”。该联盟成员单位涉及产业
发展、部门职能、区域协调、党建引领等多个互联网宣传
领域，为监管部门和互联网从业者有效沟通架起了桥梁。

本次“仙境清风”净网行动主要通过正面引导与负面
清理相结合、规范劝导与依法打击相结合等线上、线下举
措，合力净化网络环境，提升网络发展管理水平。线上，
全面清理网上有害信息，依法对网上有害信息及时封堵删
除和侦查调查；畅通举报渠道，在全市重点网站、论坛公
布举报方式，接受网民监督举报。线下，重点对网络文化
企业、文化场所进行实地排查，依法打击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和娱乐场所违规行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郜玉华 梁涛 报道
本报菏泽讯 牡丹区的胡某系一窑厂的承包者，由于

经营不善，生产了3年就关门停业了。胡某在经营期间，
欠发24名工人2016年度的工资317230元，后来胡某失联。
经牡丹区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立案查实后，移交牡丹区公
安经侦大队处理，将胡某控制之后，胡某分别于2017年的
3月和7月两次结清了所欠全部工资。2017年，牡丹区累计
追回并发放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1270万元。

2017年，牡丹区先后接到群众投诉、信访、上级移转
交办、专项检查立案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136起，涉
及群众2320人。该区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对涉嫌拒不支付
农民工劳动报酬的5家用人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向公安部门
办理了移交手续，将逾期拒不支付的2家用人单位向人民
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同时，牡丹区不断创新和完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方式方法，进一步健全了企业工资支付情况监控机制。对
可能发生较大数额欠薪问题并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及时对
企业进行预警，发出《责令改正指令书》、《建议书》
等。对因欠薪问题引发的群体性或极端事件，立即启动应
急工作机制，采取得力措施快速稳妥处置。对企业一时难
以解决拖欠的工资或企业负责人欠薪逃匿的，及时动用应
急周转金、欠薪保障金等，先行垫付工人的部分工资或基
本生活费，帮助解决被拖欠人的临时生活困难。

牡丹区追回被拖欠

农民工工资1270万元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许振峰 尹丽娜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新春伊始，为鼓励在外经商企业家和创

业者返乡创业，2月13日，济宁经开区成功举办“欢迎回
+”新春招募会。招募会上，济宁经开区人社局积极宣传
人才政策并进行深入解读，让参会在外企业家及时掌握经
开区的人才政策信息。

据了解，济宁经开区人才政策再次升级，对企业引进
的全日制本科学历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或副高级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资格人员，且与企业签订3年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
险的，3年内分别给予每人每年最低5000元、最高3万元的人
才津贴；对评定的市级技能拔尖人才，3年内给予每人每年2
万元人才津贴；对在经开区申报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万人
计划”和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的创新人才，可以享受
最高40万元、最低18万元的奖励；对引进的创业、创新领军
人才，最高可享受1000万元科研扶持经费；对价值特别重大
的国际领军创业团队项目，最高可获得1亿元资金扶持。

□本报记者 李 媛
本报通讯员 张德杰 孙科强

55亩连栋温室大棚，透明空旷，一畦
畦的草莓一眼望不到边。春节前，车晓松跟
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草莓大棚里。室外
零下近十度，室内温暖如春，一片片的绿意
中透露着草莓点点红。

“虽然大棚面积有超5个足球场那么
大，但草莓不是越大越好，保证自然生长才
是最佳原生态。”场地的“大”、草莓的“小”，
是车晓松追求的一种不一样的“自然”。

80后的车晓松脸庞上架着一副无框近
视镜，文质彬彬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

“农民”。“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在北京当了5
年教师又回到了老家。”车晓松指的老家就
是他土生土长的平度市云山镇铁铃庄村。

从北京民办高校的青年教师到乡村的
“农民创客”，从种植行业的门外汉到当
地产业发展的带头人。车晓松说，难舍的
故土情结和对家乡产业发展的期盼，让他
坚定了回乡创业的信心。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经过5年多的发
展，如今他正奋斗并享受着“莓”好的时光，
去年12月初开始收获草莓，目前亩收入已
超过3000元。附近村庄的20多位农民也加

入了草莓采摘队伍，每天收入100多元。
“这些草莓可不一样，‘吃’的全是营养

物质。”车晓松介绍说，他用豆粕和淘汰
的香菇胚基混合发酵两个月，再施到地
里，厚度达20多厘米，浇水时再配合使用
沼液，长出的草莓香气浓、口感好，能收
获到“五一”前后。

高达6米的温室大棚，生长着高度不
足20厘米的草莓，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
车晓松指着大棚外的一片地说，这是1万
多棵樱桃树苗，去年春刚栽上，等长成五
六年的大树，再将樱桃树移进大棚，当年
就可丰产，可以实现与草莓的同棚复合栽
培。“那时，大棚里就是地下‘草莓
红’，树上‘樱桃红’。”车晓松说。

据了解，樱桃和草莓是云山镇的两大
主导产业，目前全镇大樱桃种植面积达4万
亩，草莓种植面积1万亩，每年带动农民增
收10余亿元。在车晓松的影响下，铁岭庄及
周边村庄30多名在外打工的青壮年也纷纷
回乡创业，并时常到车晓松的大棚里取经。

“乡村振兴战略第一条便是产业兴旺，
云山大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
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产业。”车晓松说，下
一步，他的梦想是建设好樱桃庄园，发展采
摘游，引领全镇大樱桃产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李 超

2月18日，大年初三，博兴县店子镇大杨村
59岁的菜农杨明良起床后来不及洗漱，第一件
事便是打开自己的智能手机，低头摆弄了好一
会儿。“刚才大棚里的温度高了，我打开放风机
放放风，给棚里降降温。”杨明良笑着亮了亮手
里的手机，意思是大棚的温度，手机可以控制。

大杨村是全县闻名的青椒、西红柿产
地，杨明良是大杨村的青椒种植户，去年他
承包了1个村里新建的特大冬暖式大拱棚。

“这种大拱棚长260米，宽32米，最高地6米
高，每个棚占地12亩，一个棚足足抵原来10个
棚的面积。”在跟随杨明良去大棚的路上，他一
边介绍大棚的情况，不时拿出手机看看。

“以前大棚调温都是依靠人工放风，现在
我们都靠这个自动放风机。”老杨说的自动放
风设备，都安装在大棚内的柱子上，每隔50米
配置一台，设备的液晶屏上显示当时的温度、
湿度等参数。杨明良介绍，当设定好温度以后，
哪一段需要放风，这个区域的设备就自动开启
放风，温度合适后，设备自动关风。

“如果人工来放风的话，上午要放两
次，得占用2个小时，下午再关风，又占用1
个多个小时。现在，只要手机能上网，大棚里的

温度、湿度，放风机的工作状态(放风或关风)
等等都在手机上实时显示，出现什么故障、问
题，也在手机上报警。”杨明良坦言，使用这些
智能设备管理蔬菜大棚后，自己再也不需要一
天往返好几趟，比以前轻松多了。

“过去施肥把肥撒到地里，让肥料顺着
沟流，施肥量很难精确控制，现在大棚里预先
铺设了滴灌系统，配合这种水肥一体机能够把
肥料精确地送达每一棵植株，根据需要，还能
控制施肥的时间，固定量的肥料可以1个小时
施完，也可以半个小时施完，让浇水、施肥的过
程实现了自动化。”杨明良说。

“根据现在的长势，它的坐果率完全没有
问题，每棵应该不低于四到五斤椒。这一棵椒8
块钱，一个棚可以种23000多棵，一季的收入就
接近20万元，刨去材料费、人工费等等，自己有
15万到16万元的纯收入。”谈到效益，杨明良很
有信心。

作为大杨村的主导产业，村里超过60%
的农民利用大棚种植青椒、西红柿等蔬菜。
“现在，村里凡是识字的菜农，差不多人手
一部智能手机，我们用手机、用机器管理大
棚蔬菜，既省时又省力。这大过年的我们串
门、聊天的时候，吃饭、走路的时候，都习
惯拿出手机来瞅瞅，用当下时髦的说法，都
成‘低头族’了。”杨明良笑着说。

菜农用手机管理大棚乡村里的“莓”好时光

蓬莱“仙境清风”

净网行动启动

济宁经开区人才政策升级
最高可享1亿元资金扶持

□记者 吕光社 报道
“不用刷卡，刷脸就能在餐厅就餐！”这一新潮时尚

的就餐支付方式目前成为邹城市孟子湖新区工作人员就餐
消费的新选择。

2月8日，承包该食堂的万邦物业公司负责人介绍，公
司投入30余万元，引进智能支付系统和带有芯片的托盘，
就餐人员将托盘放在餐盘区，系统会自动计算菜品、面食
和汤的金额，自动识别就餐人员的面部，刷脸便可实现自
动支付（上图），而且刷脸仅需一秒，方便快捷。

1秒识别，刷脸就能吃饭！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张秀华 报道
本报滨州讯 继2017年1月25日滨州北海至滨州快速

直达免费公交开通后，2018年2月13日，北海经济开发区
城区至无棣县、沾化区直达免费公交启动运营。凡往返北
海至滨州市区至邻近县区无棣、沾化以及在北海经济开发
区城区内的乘客全部实行免费乘车。

走进新开通的城区免费公交车，车内宽敞明亮干净。
63岁的陈树珍带着孙子从滨州回北海老家过年，抑制不住
满脸的兴奋。“去年开通了滨州到北海的免费公交，现在
区内也开通了，我们回家更方便了！”

这个“大礼”不仅惠及北海3万多名市民，也极大方
便了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滨州大数据产业园、华为等进驻
北海的国内大中型企业的近3万名员工。

近年来，北海经济开发区民生和交通事业取得了长足
进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在滨州市名
列前茅，居民基础养老金达到滨州市最高。北海客运中心相
继开通了北海至邹平、北海至无棣、北海城区以及北海至滨
州免费公交的多条公交线路，并率先实现了城区主要街道
及所有村居的公交网络全覆盖，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出行。

北海经开区城区及周边

2县区直达公交全免费

□肖芳 报道
刘宗正正在园区羊舍里记录崂山奶山羊的生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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