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刘凤来 崔鹏

5月30日临近中午，记者在新疆英吉沙
县人民医院遇到刘霞时，她刚完成了两台妇
产科手术，正快步前往附近的山东（喀什）
结核病防治中心英吉沙分中心参加会诊。下
午还要联系邀请专家来医院讲课，过后还得
在当地医院医护人员组建的微信群里主持典
型病例讨论……

第二次援疆，这是她的常态。“2012年
第一次来英吉沙的时候，我们8人的医疗队在
英吉沙县人民医院只帮扶了3个月，工作比较
单一，像是‘插队’。但这次来不一样了，不仅
开展本职的医治工作，还要培训、参与医院建
设、甚至培训当地医护人员说普通话，感觉
是‘领队’，肩上的担子重了不少。”

济宁市第九批医疗援疆队伍中很多人都
有和刘霞一样的感受。“我们的思路是，一
个医疗团队融入当地医院，进行长时间、全
方位、接管式援建。”在英吉沙人民医院副
院长、邹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付臣看来，组
团式援建更有利于快速提高当地医院的医疗
水平。

“这里最大的短板是基本医疗业务，不
适合走‘高大上’的路子，应当扎扎实实抓
基础。”作为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妇科专
家，刘霞第二次进疆，把援建的重点放在基
础工作上。她带领当地医生查房、做手术，
有时候自己站在一旁，指导年轻医生在一线
做手术。妇产科年轻医生比较多，刘霞建立
了医疗组学习园地微信群，把日常培训搬到
了年轻人容易接受的微信上来。

今年刚满30岁的何建刚已在英吉沙人民
医院骨科工作了8年。头7年的时间，因为医

院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进修学习，他只能开
展一些普通创伤治疗，对当地常见的腰椎间
盘突出、胸腰椎结核等疾病患者常常感到束
手无策。去年7月，他遇到了前来援疆的济
宁市中医院医生刘乃彬。刘乃彬来疆后发
现，英吉沙人民医院骨科专业不够细化，表
面上分为骨一、骨二两个科，实际上没有侧

重点，两科医生干的都是一样的活，骨一、
骨二之分形同虚设。为了细化专业，刘乃彬
首先根据自身优势，在医院推广中医骨伤治
疗，并对中药的内服外用等进行了完善。同
时，开展“一对一师带徒”培训，培养专业
人员，成为何建刚的师父。何建刚现在除了
可以治疗普通骨科创伤病，已经能独立完成

腰椎骨内固定、椎体成形、腰椎滑脱、胸腰
椎结核等6种复杂手术。

“只有不断加强培训工作的专业性和指
导性，才能促进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
升，才能促进医院的工作效率和质量的逐步
提高，推动医院整体医疗工作健康有序发
展。”付臣说。在他们的努力下，英吉沙人
民医院开设以援疆专家业务讲座为主要形式
的“济医大讲堂”，提高医务人员的综合素
质、工作水平和工作能力。各乡镇医护人员
根据工作需要，定时或不定时地选派到县医
院相应科室学习，可以和援疆医生进行对
接，以“1+X”模式帮扶各级医生，实现
“从输血到造血”。

苗庆山是济宁市组团式援疆队伍中的一
员，来自济宁戴庄医院，负责组建英吉沙人
民医院心理科。今年1月，一位50多岁的维吾
尔族老太太因浑身不适、失眠四年而先后在
多家医院辗转住院，但均没有得到缓解。机缘
巧合，她投医于苗庆山。在他的精心治疗下，
短短20天，老人的症状得到了有效缓解。她激
动地说：“这几年我感觉我的病治不好了，感
谢上天让我遇到了苗医生，让我摆脱了疾病
的折磨，重新回到家庭。”即将出院时，老
人家属带来了家里种的一大包大枣和一大包
核桃，非要送给苗庆山，为了不驳老人的面
子，苗庆山只好象征性地抓了一把红枣。

暖心的故事源于援疆医疗队的无悔付
出。济宁援疆医疗队员全部为副高职称，涉
及13个专业，从济宁市人民医院、中医院、
邹城、曲阜、金乡、兖州、汶上等地选派，
帮扶受援医院开展提高业务技能、提升服务
能力，通过开展教学查房、师带徒、济医大
讲堂、多学科专业会诊、传染病防控、绩效
改革、加强管理等措施实现援疆任务。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颜丙凯 陈猛

产品出口日韩、欧美，年销售手套过千
万双，实行“总部+卫星工厂”模式，让英
吉沙1300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于翠云是援疆
企业中一位有担当的厂长；督促员工不喝
生水，为员工设计多样的一日三餐，鼓励
他们“劳动就有收获”……于翠云又像是
一位细心负责的家长。

5月29日下午，在英吉沙县萨罕镇小微
产业园内，记者见到于翠云时，她正站在
流水线中间和几位维吾尔族员工交流手套
的加工工艺。“厂区里没有设置专门的办
公室，她几乎每天都和我们一起待在车
间。”托合提古丽是厂里维吾尔族员工中
普通话说得最好的一个，在她眼中，于翠
云就像他们的家长一样，和蔼可亲，没有
一点架子。

于翠云的工厂早在2015年7月就在英吉
沙县落户，是山东援疆重点招商引资企

业。工厂主要生产劳保手套、礼仪手套等
20多种针织品，出口日韩、欧美、加拿大等
地。为了帮助当地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的
愿望，今年一开工，她就决定将生产环节下
移，在乡镇及行政村设立卫星工厂，这种“企
业总部+卫星工厂+农户”的生产组织形式和

“1+X”的产业布局模式，既解放了当地的农
村剩余劳动力，又尊重了南疆广大群众不愿
离家务工的传统习惯。

目前，企业2019年的订单已经签完，上半
年已完成600万双，预计下半年能完成500多
万双。已经实现就业1300余人，其中60%都
是贫困户。

3个宽敞的生产车间内，缝纫机针脚移
动的声音交响出紧张繁忙的旋律，1000多名
工人在重复着背筋、橡筋、缝、剪、翻、
烫、包装的生产流程。菜丽米古丽3月25日
刚刚进厂，因为学得比较快，她现在一天
能做70双手套，转正后每月至少能领到1500
元的工资。丈夫在家种地，两个孩子正在
上学，她在这里上班既不影响照顾家里，

还能挣工资。
“只有企业发展好了，才能保证员工

挣钱多，脱贫攻坚也才有希望。”于翠云
介绍，工厂总部位于县城工业园区，下属
管理中心、剪裁中心、包装中心和物流中
心。工厂在实际生产中坚持“标准管理、
订单发放、原料配送、产品回收”四个环
节紧密结合，在员工上岗培训上投入大量
精力，力求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
贫一户、带动一片、安定一方的目标。目
前已经建成1个总部生产基地、一个小微产
业园生产基地和2个附属卫星工厂，培训就
业员工800余人。

“我们不仅要让员工在物质上脱贫，
还要让他们在生活习惯、思想意识上脱
贫，这样才是真脱贫。”于翠云说，维吾
尔族同胞非常热情，也懂得感恩。她在和
员工交流时了解到，很多员工家里比较困
难。她经常自掏腰包，500元、1000元，接
济他们。有一次，她得知一位职工家里冬
天取暖困难，就拿钱给他，他不要，于翠

云就让人买了1吨煤送到他家。
工厂里有19位维吾尔族工人，他们从

2015年就一直追随于翠云。中间，工厂从芒
辛镇搬迁到15公里外的现址萨罕镇，他们
一路骑着电动车跟了过来。这也让于翠云
非常感动。

原来，很多当地员工靠着一个馕、一碗
水就能过一天。于翠云觉得，这不利于员工
的身体健康，就让食堂根据当地饮食习惯，
设计了抓饭、拉面、米饭炒菜等丰富的饭菜，
一天三顿饭，3个车间轮换着吃。

“劳动就有收获。”除了生活习惯，
于翠云还致力于转变员工们的思想观念，
鼓励他们认真工作，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摆脱贫困的生活。于翠云为每个人定一个
“小目标”，根据每个员工的情况定量，
然后定期加量。起初，部分员工加班到晚
上11点多，她和镇上的干部也一同在车间
陪着他们加班，直到完成当天的任务。在
完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的过程中，员
工能力获得提升，工资也挣得越来越多。

□记者 郭利民 王德琬
通讯员 周倩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11日至12日，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联合汶上县市场监管局共同举行了全市特种设备（电
梯）应急救援演练观摩会，并组织36家电梯安装维修单位
共计72位参赛选手，开展特种设备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
能竞赛。

竞赛期间，36个参赛小组围绕基础知识、电梯各项操
作技能等项目展开激烈比拼。据了解，近一段时期以来，
按照“四不两直”要求，以任务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
单“三张清单”为抓手，以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
产品、网络交易和检验检测安全监管为重点领域，济宁市
市场监管局启动了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在特
种设备领域，从生产、使用、维保、检验、监督、行政执
法、应急救援反应和“三无”电梯等方面，持续开展电梯
安全大检查，强化电梯安全监管，切实保障公众乘用电梯
安全。

济宁市举行特种设备（电梯）

应急救援演练观摩会

□记者 张誉耀 郭利民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从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公布第四批绿色
制造名单的通知》，济宁市有9家企业上榜。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推荐第四批绿色
制造名单的通知》要求，经申报单位自评价、第三方机
构评价、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评估确认及专家论
证、公示等环节，确定了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其中，
绿色工厂602家、绿色设计产品371种、绿色园区39家、
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50家。此次公布的绿色工厂山
东共73家，济宁市的艾美科健（中国）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山东鲁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鹿洼煤矿、山东如
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山东霞光集团有限公司、兖
矿国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等9家企业上榜；公布的绿色设
计产品山东有44种，山东霞光实业有限公司的木塑墙
板、木塑门、木塑地板、木塑装饰板4个产品在列；公布
的绿色园区山东仅1家，为邹城工业园区。

全国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公布

济宁9家企业上榜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近日获悉，济宁市任城区推进高危

行业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目前已有94家
高危行业企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企业投保人数和投保
额均居全市首位。

此次安全责任险投保，任城区在煤矿、危化品、烟花
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渔业生产等
高危行业领域强制推行，在化工行业全面推行，在其它行
业领域积极推广。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了中国人寿等7
家保险公司作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承保人。

截至目前，任城区共有94家高危行业企业投保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参保率81 . 7%，累计保费173 . 36万元，累计保
额25 . 92亿元，企业投保人数和投保额均位居全市第一。

任城94家企业

投保“安责险”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张甲庆 报道
本报微山讯 9月20日，济宁市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暨微山湖大闸蟹文化节在微山县举办。在昭阳街道湖韵
养殖基地的开捕现场，与会嘉宾、网上观众、现场群众共
庆丰收，分享喜悦。该县商务局积极开展网上直播活动，
线上推广销售微山湖大闸蟹、小龙虾等渔湖产品，借助大
闸蟹文化节推动该县渔湖产品“走出去”，助力微山县电
商发展。

微山湖大闸蟹以其体壮膏肥、香味浓郁的特点，多次
在全国性的河蟹评比大赛中斩获金蟹奖、种质奖、最佳口
感奖。目前全县大闸蟹养殖面积近20万亩，年产量约1 . 5
万吨，年产值达20亿元，全县主要养殖基地均已获批农业
部无公害农产品产地与产品认证。微山湖大闸蟹以良好的
生态环境和一湖清水、万顷碧波的独特魅力，彰显出“微
山湖”品牌的影响力，微山湖大闸蟹品牌的知名度、美誉
度正成为一张亮丽的王牌名片，走出山东、叫响全国。

济宁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暨微山湖大闸蟹文化节举办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朱雨桐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一身正气贵自律，两袖清风不染

尘。”日前，记者自太白湖新区了解到，位于太白湖景区南
部的白衣尚书纪念馆项目目前布展进入收尾阶段，计划
于今年国庆节期间向公众开放。

“白衣尚书”为东汉时期郑均的称号，字仲虞，是济宁
市太白湖新区许庄街道李集村人。东汉建初年间（公元76-
84年），郑均因屡进忠言，受章帝敬重。元和二年(公元85
年)，章帝东巡经过郑均故乡任城时，亲自登门看望，并赐
他终身享受尚书的俸禄，史称之“白衣尚书”。

“为有效提升太白湖新区文化氛围，太白湖新区投资
1000余万元，建设了白衣尚书纪念馆。”济宁市北湖旅
游服务中心副主任冯乐告诉记者，济宁太白湖景区经过
多年发展，已经成为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湿地保
护、水质净化等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区，该纪念馆建成之
后，将打通湖上和陆上两条游览线路，使游客在景区内
实现微循环旅游。

太白湖新区

再现千年廉吏“孝”“廉”佳话

致力地方脱贫攻坚，关心员工生活点滴，援疆企业厂长于翠云———

是厂长，更是“家长”！

从“插队”到“领队”，开展“一对一师带徒”培训

组团式医疗援疆获点赞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颜丙凯 陈猛

6月20日，英吉沙县的杏子进入集中收
获期。果农们将杏子一个一个摘下，小心翼
翼地放进篮子里，脸上堆满了丰收的喜悦：
“今年的杏病虫害少，亩产增加了。去年销
路也打开了，还打出了‘冰山玉珠’的品
牌，这小小的杏子身价也提高了不少。”

可前两年，英吉沙杏却没这么惹人喜
爱。由于病虫害防治措施不到位，英吉沙杏
蛀果率达90%，商品率基本为零，杏品牌形
象受到负面影响，产业发展遭遇严重危机，
直接影响果农增收。果农们一度想砍掉杏
树，改种核桃和红枣。

近两年，济宁援疆指挥部带来的专家让
果农们改变了主意。指挥部联系了山东高等
院校专家，对英吉沙杏病虫害防治进行“把
脉问诊”，制订有效应对措施，集中开展了
为期5个月的林果病虫害防治工作,先后开展
石硫合剂清园、悬挂性诱剂诱杀食心虫，有
效地控制了病虫害蔓延势头，食心虫发生率
大大降低。同时，先后两次组织大规模人工
追肥，有效补充了树体营养。

济宁市援疆指挥部产业组副组长陈猛介
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英吉沙县加强果园
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有效措施。据监
测，去年上市的杏食心虫蛀果率控制在13%
以下，商品果率达60%以上。

英吉沙县拥有悠久的种杏历史，是我国

著名的“英吉沙杏之乡”，种植面积30万
亩。杏肉质厚而多汁，纤维少，果味甜酸适
度，香甜爽口，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维生
素、蛋白质及微量元素，有“冰山玉珠”之
美称。但是由于不耐储存运输，英吉沙杏很
难外销，多数产品只能低价销售或做成杏干
制品，杏农收入微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
低。“好货不如好行市，辛苦了大半年最后
卖不上好价钱，更窝心。”果农们表示，种
杏不比种小麦、玉米，风险比较大，每年啥
时候杏卖出去了，他们才能彻底松口气。

济宁援疆指挥部设身处地为果农增收、
产业发展着想，去年杏一下来，就和英吉沙
县委、县政府策划组织了“‘杏’福送上
门”——— 英吉沙杏大型销售活动。首批18吨
鲜杏产品运抵山东市场，第二批18吨鲜杏发
往上海市场，均销售一空。

济宁市援疆指挥部专门为英吉沙鲜杏销
售设计定制了“冰山玉珠”精美礼盒套装，
免费提供给农业合作社和农户，并联系冷链
物流，专车发往内地市场。英吉沙县积极组
织农户人工采摘和分拣，确保最优质的英吉
沙杏第一时间装车。山东省和济宁市援疆工
作指挥部利用新闻媒体、微信等社交平台扩
大宣传，让“英吉沙杏”在山东风靡一时。

随着活动的推进，品质优良的英吉沙鲜
杏越来越受到山东、上海两地消费者的欢迎。
此次“‘杏’福送上门”——— 英吉沙杏大型销售
活动成为助推英吉沙县贫困户脱贫攻坚的有
效手段，带动了全县杏产业化发展。

请来专家防虫害，万里卖杏助脱贫，济宁援疆指挥部———

为英吉沙发展助一臂之力

济宁援疆医疗领队、英吉沙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付臣带领受援医院医师教学查房。

□马文青 报道
“英吉沙杏”全国巡展走进济宁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正向市民介绍英吉沙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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