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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日前从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悉，济宁将正式推广应用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
推动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据了解，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具有实名制管理、
分账管理、银行工资代发、预警、失信曝光、一键投诉、
统计分析等7大功能，将政府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承包
企业、农民工、银行等各方信息互联互通，实现对工程建
设领域在建项目的农民工工资发放全过程实施监管，对工
资支付情况进行预警预测和统计分析，对失信行为公开曝
光、联合惩戒，将成为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又一利
器。

济宁将成立工作专班，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作为牵头部门，抽调住建、交通运输、城乡水务、人民银
行等单位业务骨干尽快启动平台建设。住建、交通运输、
城乡水务等行业主管部门全面摸清本领域在建工程项目的
底数，确保符合条件的项目全部纳入监管平台。

济宁将推广应用

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进一步降低

一般工商业电价要求，切实减轻企业用电负担，打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济宁市发改委制定印发《关于继续开展清理
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的通知》，联合济宁市场监管
局、济宁供电公司组成专门调查组，深入城区贵和、银
座、运河城等3家商超，走访调查50余家商户，发放《清
理规范转供电加价走访调查告知书》，进一步明确最新电
价政策，对企业经营行为进行提醒告诫，重点检查终端用
户超标准缴纳电费情况以及“搭车收费”问题。目前，各
县（市、区）已全面开展走访调查工作。

据介绍，全市梳理排查100家重点转供电企业，作为
首批走访调查重点，涉及济宁主城区和11个县、市，并通
过督促指导各县（市、区）制订对转供电主体走访调查计
划，加大各县(市、区)清理规范范围，在100家重点企业的
基础上，把辖区内所有转供电企业纳入走访调查范围，确
保政策宣传全覆盖、政策知晓度100%。对调查发现的问
题，济宁市发改委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下发整改通知，责
令企业立即整改到位。对拒不整改、继续实施价格违法行
为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公开曝光，并纳入社会
诚信体系记录。

济宁清理规范

转供电环节加价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包庆淼 姚树华 报道
本报泗水讯 8月25日，“尼山华人教师之家”在尼

山圣源书院揭牌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
会、中华孔子学会国学教育委员会、马来西亚孔学研究
会、北京市学校德育研究会、济宁市教育局、尼山圣源书
院、什刹海书院、敬德书院等参与发起成立的单位代表出
席了揭牌仪式。

“尼山华人教师之家”设在尼山脚下的尼山圣源书
院，这是尼山圣源书院第二个十年的发展项目。尼山圣源
书院已建院11年，近年来，书院配合济宁市教育局国学教
育发展战略，参与培训国学师资7000多名；与国际儒学联
合会、台湾孔孟学会，共同主办了11届“海峡两岸读论语
教论语师资研修班”，以培训国学师资、落实立德树人为
主旨，已经为全国各地培训了9000多位教师；书院作为国
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师资培训基地，连续举办54期培训
班，已经培训了全国各地的市、县教育局负责人、大中小
学校长和教师6000多人；书院配合国际儒学联合会，已经
连续6年为东南亚儒学团体举办研学培训班，培训200人。
“尼山华人教师之家”的成立，为海内外教师建立了一个
共同的心灵之家。

“尼山华人教师之家”

揭牌成立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8月24日至27日，2019年（第36届）全国医

药工业信息年会上发布“2018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
榜单，辰欣科技集团再次入围。

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由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主
办，本次大会以“顺势而动·向新而行”为主题，来自医
药行业的2000多位海内外专家、优秀医药企业代表共话企
业新未来。根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的统计和分析，
2018年度百强榜上榜企业延续了一贯的强劲增长动力，主
营业务收入规模达到8395 . 5亿元，增速达11 . 8%，百强门槛
提升至26亿元。

济宁企业入选

“2018年度中国医药工业

百强企业”榜单

□ 王浩奇 刘凤来 崔鹏

在昆仑山脉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
有一座叫英吉沙的县城，它是古代陆上丝
绸之路的驿站、南疆八大重镇之一。2010年
初，中央新一轮援疆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山
东省济宁市先后派出3批844名援疆干部、
人才奔赴这里，开展新一轮援疆工作。

从齐鲁大地到昆仑山下，遥遥万里，
从风和日丽运河之都济宁市到浮尘飞扬的
英吉沙大地，山东人的精神加入了新疆人
的性格，融入了新时期援疆工作的国家战
略，济宁市援疆干部人才队伍一路坎坷一
路歌。

10年是一肩使命

“这里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去做，边
疆是最需要我的地方。”第九批济宁援疆
指挥部指挥长李晔在援建期满后毅然留在
了新疆，因使命而来，为情结留下，成为
“融入新疆、扎根新疆、奉献新疆”的真
实写照。

济宁市援疆干部、人才把英吉沙县当
作第二故乡，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交心交
友、交往交流，融为一体、打成一片。每
一个援疆项目的实施过程，都是援疆人走
入当地百姓心灵世界的过程。

没有经历过万里之遥的彻夜难眠、关
掉视频后对家人的深深愧疚，何以谈想
家？没有体会过黄沙漫天后的口鼻出血、
长饮硬水后的头发斑白，何以谈恶劣？为
了祖国西部建设，援疆人不后悔，一批又
一批，一代又一代，维吾尔族同胞的一句
“雅克西”、一句“热合买提”就是对他
们的付出树立的最好丰碑。

10年是一份担当

“来疆时要有一颗无私奉献、扎根边
疆的红心；在疆时要有一颗兢兢业业、务
实担当的忠心；离疆时要有一颗不虚此
行、不留遗憾的安心。”济宁市对口支援
新疆工作指挥部指挥崔加清说，来援疆不
能有“过客心理”，必须真正学进去、融
进去、深进去、干进去。3年的时间，他
走遍了受援地英吉沙县的178个行政村，
老百姓都对他说“感谢”；3年的时间，
他也错过了儿子的中学时光，深夜写给儿
子的信中说的多是“抱歉”。

新一轮援疆工作以来，济宁市共选派
干部、人才844人，承担山东省援疆项目
179个，投入援疆资金22 . 75亿元。特别是
第九批援疆以来，力度逐年加大，2017年
至2019年投入援疆资金10 . 58亿元，实施项
目78个，其中产业类16个，民生类43个，
人才和交流交往类19个，形成了多层次、
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口支援工作格局。

济宁援疆指挥部强化招商引资项目，
相继招引国盛工业园服装加工、即发华和
服饰等27家企业落户英吉沙。累计投资近
2亿元建成英吉沙县服装产业园，入园项
目6个；投资4000万元建设萨罕乡、乌恰
镇、克孜勒三个小微产业园，入园项目5
个；新建、改建卫星工厂151座，进驻企
业20余家，解决就业14000余人。

成绩背后是每一位援疆人的担当。援
疆指挥部最年轻的干部陈猛和妻子刚领了
结婚证，第二天就随第九批援疆干部踏上
了西行的路。援疆3年，他经历了结婚、
生子两件人生大事。去年6月，他名义上
回家探亲，实际却带回了18吨英吉沙县的
色买提杏。为了寻找销售渠道，他脖子、
胳膊晒爆了皮。妻子不忍心，挺着大肚子
四处找关系帮他推销。

济宁市投入援疆资金3 . 16亿元，完成
了17203户安居房改造建设任务。完成了14
个健康体检中心、山东(喀什)结核病防治
中心英吉沙分中心建设工作。加强教育基
础设施建设，鲁英中学、职业高中等学校

建成投入使用。推进国学和国语教育，建
设南疆首个功能齐全的国学书院，打造国
学文化一条街。开展了“情系英吉沙，图
书助成长”活动，累计捐书196万册。深
入开展结对帮扶工作，援疆资金外拿出
2000万元结对帮扶29个村，安装太阳能庭
院灯12100余盏。

济宁推进教育援疆深入开展，助力受
援学校提升教学、教研工作水平。援疆教
师发挥各自特长，除专业课外开展国语培
训9000余人次。发挥“青蓝工程”的作
用，培训教师920余人，为英吉沙县留下
一批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医疗援疆成效显
著，2017年以来先后诊治病人3800余人，
完成各类手术1600余台，会诊800多例，为
医院培养学科带头人35人，培养业务骨干

60余人，推广新技术新项目20余种，填补
了受援单位10多项技术空白。

10年是一种情怀

没有家人的细心照料，济宁援疆人带
着组织上的重托，带着领导的殷切希望，
带着家人的叮嘱和亲友的祝福，走上漫漫
援疆路。

英吉沙县中小学推广国语教学，学校
图书存量少、国语版书籍极度缺乏。得知
这一情况，济宁援疆指挥部迅速在山东后
方发起了“情系英吉沙·图书助成长”爱
心图书募捐活动。济宁11家市直部门共同
下发联合捐赠倡议书，济宁一中慈善义工
团的14个孩子捐书800余册，济宁附小的孙

艺桐同学拿出自己积攒的压岁钱购买了
1051册新书，梁山县一位市民个人捐书
3000册，济宁职业技术学院贾庆超教授给
英吉沙县国学书院捐了12万元个人书籍。
两个月的时间，济宁援疆指挥部副指挥刘
凤来带领英吉沙教育系统募捐工作组，跑
遍济宁14个县市区和德州、威海等地，募
捐到198万册图书。

像这样，济宁援疆指挥部举行各类捐
赠活动20余次，累计捐款捐物折合4500万
元。

一段援疆路，一生援疆情。新一轮援疆
10年，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戈壁边缘
小城换新容，英吉沙县经济发展天堑变通
途，老百姓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天
山南北百花艳，鲁疆两地一家亲。

昆仑山下儒乡情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新疆英吉沙县姑娘艾丽米古丽以前每
年都要赶路万里赴山东的服装厂打工，今
年她哪儿也没去。因为工厂建到了家门
口，她骑10分钟的电动车就到了。

工厂来了，是因为济宁援疆指挥部“四
级平台”建设发挥了作用。2017年以来，济
宁援疆指挥部围绕脱贫攻坚这一大局，实
施“以产业促就业、以就业促脱贫”战略，发
展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
产业，实施了县工业园区、乡镇小微产业
园、农村社区卫星工厂(乡村车间)、家庭工
厂的就业脱贫新模式，让当地老百姓，尤其
是家庭妇女就近就业，尽快促脱贫。

在英吉沙县，很多村民因为无法正常
就业脱不了贫，尤其是家庭妇女，往往因
为需要照顾家庭没法外出打工。

济宁援疆指挥部产业组副组长陈猛介
绍，在县级层面，他们推动建立了英吉沙
县工业园区。新一轮援疆工作开展以来，
投入援疆资金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建
设，目前园区初步达到“七通一平”，新

疆诚祥建安、巨龙钢构、喀什神恋有机食
品、德源农林、中疆环境股份等一批企业
先后进驻，解决英吉沙县群众就业3000余
人。今年总投资1 . 5亿元的华迈照明项目已
经签约落地，预计当年解决就业800人。英
吉沙县鲁英服装产业园是第九批援疆重点
打造的纺织服装专业园区，先后投入援疆
资金建设标准厂房18栋，配套建设员工宿
舍区、食堂、生活超市等，吸引中兴手套、即
发华和、锦绣纺织、晋亿服饰等6家纺织服
装企业进驻，解决本地群众就业800人。

乡镇小微产业园是“四级平台”中的
第二级，目前投入资金在英吉沙县萨罕
镇、乌恰镇和克孜勒乡三个人口较多、劳
动力资源丰富的乡镇，建设标准厂房11
栋，招引即发华和服饰、即发假发制品、
锦绣纺织手套生产、锦绣森雅针织、泰疆
制衣等项目进驻，目前已经解决本地群众
就业3000人，其中贫困户占比一半以上。

5月29日下午，英吉沙县萨罕镇小微产
业园，艾丽米古丽熟练地踩动着缝纫机踏
板，手中的布料在针板上飞舞，一双双防静
电手套鱼贯而出。她所在的喀什锦绣纺织

有限公司小微产业园厂房内，1300多名维
吾尔族工人和她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
地忙碌着。艾丽米古丽说，她今年3月25日
进厂，现在一天能做70双手套，既能挣钱，
又能顾家，“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和艾丽米古丽相比，城关镇八村的村
民足不出村就能打工赚钱。5月29日，村
卫星工厂车间里忙得热火朝天，工人们有
的坐在缝纫机前专心缝制手套，有的在将
成品整理打包，秩序井然。工厂负责人古
丽妮沙介绍，中兴手套总部的车每天把原
料送来，同时将成品运走。工厂目前每天
的生产量可达540双，年纯盈利能有五六
万元。工厂有工人81名，他们每天把孩子
送到工厂旁边配套建设的幼儿园后，过来
上班。工人根据农忙时间，工作时间灵
活，工资按件计算，最高的每月能挣2000
多元，顾家、上班两不误。

“总部+卫星工厂”的模式是济宁援
疆的典型创新经验，也是“四级平台”中
的第三级平台。陈猛介绍，企业在英吉沙
县鲁英服装产业园设立总部，实施裁剪、
整烫、包装等前端和后端工序，在农村社

区设立卫星工厂(乡村车间)，实施缝纫工
序。目前，英吉沙县已经建成卫星工厂
(乡村车间)150座(不含小微产业园11座)，达
到了全县行政村全覆盖，吸引了中兴手套、
鑫辰新服饰、祥瑞服装、鑫日盛服装、龙祥
家纺等一批服装企业进驻，并因地制宜组
织当地村民设立服装专业合作社、食品加
工合作社、农副产品加工合作社等，目前已
经带动本地群众就业8000余人。

第四级平台是家庭工厂。济宁援疆指
挥部推动农户利用家庭空间和业余时间发
展生产。即发假发制品项目待前期培训工
人技艺熟练后即可在家进行假发编织生
产，预计可带动200户农户成立假发编织
家庭工厂。新乐泰汽车坐垫编织项目，已
带动十余户农户在家从事汽车坐垫编织。

济宁援疆指挥部牵线搭桥，促成青岛
即发集团与英吉沙县职业高中达成合作协
议，打造“总部+千家万户”的新型经营
模式和“足不出户，在家就业”的就业模
式，真正实现群众就业不用出家门，破解
南疆地区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两
难”并存的问题。

四级平台一体化，就近就业促脱贫，济宁援疆扶贫模式获点赞

过去万里找工作，如今工作找上门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从最初的农村手工业档发合作社，到
全国品种最全的发制品和中国大型纺织服
装制造基地，即发集团这个“中华老字号”
企业所焕发出的熠熠光芒吸引了全国乃至
世界的目光。如今，在南疆的辽阔大地上，
即发集团紧紧抓住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的历史机遇，充分依托新疆地区优
质原料和政策优势，以“总部+卫星工厂”
的模式谱写着产业援疆的新篇章。

2015年11月，即发集团在新疆喀什地
区英吉沙县建立了“新疆即发华和服装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和公司”)。2017年6
月，又在英吉沙县萨罕乡建设“萨罕即发服
饰小微产业园”，吸纳当地少数民族员工
2000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被授予“山东省
重点援疆项目”。

“老字号”的大手笔

“中国智能化程度最高、单台价格最贵
的缝纫设备在哪儿？”

“它不在内地，而在新疆，在全国针织
行业龙头、即发集团有限公司援疆建设的
企业里。”

5月29日，当记者来到坐落于英吉沙县
的华和公司时，公司副总经理候可胜说：

“产业援疆绝不是落后产能的转移，而是高
新技术的输出、高起点的企业谋划和市场
布局。”

“华和公司位于济宁市援建的英吉沙
县服装产业园内，项目投资6800万元。
2016年2月底，华和公司生产设备全部到
位。”即发集团副总经理万刚说，即发集
团高层给新疆项目的定位是：信息化、自
动化、现代化、智能化。基于此，华和公
司的生产设备是整个集团最先进的。比
如，缝纫机全部从日本进口，电脑自动裁
床购自美国，它们均是目前世界一流的新
品，有的单台价格超过100万元。

华和公司的“豪华阵容”，给当地人
带来了强烈感受：“亚洲纺织业龙头来
了！”“山东企业是来干大事的，高起
点，大手笔，谋划长远。”

担当回报社会的“即发责任”

5月30日，在华和公司内，19岁的帕
提麦·拜合提正认真地做着手里的剪裁工
作。“我在英吉沙县职业高中上二年级的
时候来到厂里实习，程彩虹主任给了我悉
心的指导，让我成为了业务骨干，现在我
每个月的收入超过了3000元，不仅帮助家
里盖好了房子，还攒了一万块钱。”帕提

麦·拜合提说。在华和公司，像帕提麦这
样实现稳定就业的维吾尔族职工有400多
人，算上公司的卫星工厂和扶贫车间，带
动当地就业人数超过2000人。

以产业促就业，以就业促稳定。即发
集团落户喀什的过程离不开山东、新疆两
地各级政府和援疆指挥部的大力支持。英
吉沙县政府在服装产业园为企业无偿提供
了7栋标准厂房，并按照即发集团要求进
行装修改造；青岛市和即墨市政府提供了
1000万元的企业发展支持资金；省、市援
疆指挥部为华和公司无偿提供900万元的
机器设备，为发制品项目提供了628万元
人员培训补助；省、市援疆指挥部和英吉
沙县政府争取了自治区370万元纺织服装
专项资金。

“新疆剩余劳动力虽然多，但其地域
面积广大，人员分散，组织规模化生产难
度大。”万刚告诉记者，公司通过“总部
+卫星工厂”这一创新模式，将工厂化零
为整，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既降低了
企业经营成本，又让农民工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种地、做工两不误。”万刚认为，
这种模式非常适合劳动密集型的针织行
业。

关爱员工的“即发温度”

“每个月我能领到三四千元的工资，不

仅可以贴补家用，还能够买到喜欢的衣
服。”帕提麦·约麦尔来华和公司工作已有
三年的时间。说起这三年的变化，约麦尔的
脸上绽放出了阳光般的笑容，“我家中新添
置了洗衣机和冰箱，自己还买了电动自行
车。”

缝纫车间主任程彩虹告诉记者，在和
女孩们的朝夕相处中，她们的点滴变化让
自己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维汉一家亲，鲁疆心连心。对于济宁
援疆指挥部干部产业组成员、英吉沙县发
改委副主任陈猛来说，2017年3月带领英
吉沙县职业高中28名学生前往青岛参加即
发集团发制品培训班的经历可谓记忆深
刻。

“这次去青岛即发集团参加培训，往
返交通费用及保险费用由济宁援疆指挥部
承担，并给他们购置了背包、手提箱、服
装，还给每个孩子准备了扶持金。”陈猛
介绍，通过在青岛的培训，他们作为技术
骨干可以带动更多的维吾尔族同胞加入到
假发制作工作中。

2017年5月，在青岛发制品厂举行了
“即发发制品传统技艺培训首次表彰会暨
维汉一家亲联谊会”，对前期学习成绩较为
优秀的10名学员进行了表彰，发放了奖品；
结合今后培训计划，进行了“维汉一家亲”
联谊活动，28名发制品厂职工分别与28名
维吾尔族学生结亲联谊，并送上精美礼物。

“总部+卫星工厂”模式吸纳两千人就业

即发谱写产业援疆新篇章

□郭刚 报道
在新疆即发华和服装有限公司车间内，老师正在指导新入职的员工。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林通 朱雨桐 李娜娜 报道
本报济宁讯 8月31日，备受瞩目的济宁车站南路跨

老运河桥顺利通车。
车站南路跨老运河桥梁工程北起车站南路与渔皇路，

南至京杭路，全长约810米。桥梁全长约417米，道路红线
宽度45米，双向6车道设计。该桥梁横跨世界文化遗产老
运河，为保护桥梁跨河西侧的赵村闸及其闸下月河遗迹，
整座桥从赵村闸南侧绕行后连接车站南路。俯瞰桥梁，整
座桥呈S形横卧运河之上，气势恢宏。

据了解，车站南路跨老运河桥项目是济宁市委、市政
府确定的重点工程、民心工程，历经500余天的奋战，提
前两个月实现通车，创造了省内同等规模跨线桥施工用时
最短纪录。

车站南路跨老运河桥

正式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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