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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苗海鹏

1月18日，寒风料峭，泰安市岱岳区
粥店街道枣行社区却分外热闹。群众期
盼多半年的搬迁房阁楼问题，在这天得
到了解决。

随着泰安城区西移和岱岳新城区快速
发展，枣行社区逐渐成为城区核心地段。
2020年6月1日，280多套搬迁新房交到社区
居民手中。“我们的新房子按照6层标准
建设，都安装了电梯。阁楼价格为2600元
每平方米，自然成了大家心中的‘香饽
饽’，平均6户竞争一个阁楼。”价高者
得？伤民！平均分配？难办！愁坏了社区
党支部书记刘宪柱。

不久，岱岳区将枣行社区作为“为民

协商”的试点社区，在这里建设了社区
“为民协商”议事厅，成立了社区“为民
协商”委员会。去年12月4日、12月28
日，先后两次召开协商会议：为群众着
想，价格不能提高，采取志愿报名，抓阄
的方式公平分配阁楼。

这是岱岳区“为民协商”的一个缩
影。去年以来，岱岳区搭建区、镇街和
村（社区）三级“为民协商”平台，将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重点在
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推动“为民协
商”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探索“为民
协商”新路径。

“推进基层治理由‘干部说了算’变
‘大家商量办’，努力创出为民协商共商
共识共治的‘岱岳模式’。”岱岳区政协
主席李校军总结了“为民协商”工作机制
共十句话：党政统一领导、政协搭台协
调、民政督促指导、部门各尽其责、“两
委”主导实施、社会广泛参与、严格协商
程序、委员代表监督、成果反馈备案、考

核通报奖励。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基层干部存在

“不愿协商、不敢协商、不会协商”的
“三不难题”。为此，岱岳区出台了《岱
岳区“为民协商”工作规范》，制定形成
了16项具有岱岳特色的系统性、闭环式
“为民协商”工作运行机制。

“其中规定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为
‘协商月’，还规定了‘十必议’内
容、“七步工作法”流程、联系监督
‘AB角’。”粥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峰
认为，工作规范切实可行，“甚至将会
议主持词都进行了规范，真正解决了基层
‘三不难题’”。

今年1月是第一季度的“协商月”，
岱岳区及镇（街道）重点围绕推进“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开展好各类协商，各
村（社区）重点结合信用体系建设、“为
民协商”议事平台建设、新一轮村（社
区）“两委”换届、2021年及“十四五”
期间计划安排制订等工作进行协商议事。

协商的不少事情看似是小事，却是关
系百姓切实利益的大事。“都是一家
人，有事好商量，这样的协商真正解决
问题。”天平街道岩庄社区群众代表刘
灿水说。

从“为民协商”议事厅到“小板凳工
作队”，从会议现场到田间地头，岱岳区
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区11个镇（街道）、
479个村（社区）的“为民协商”平台，
“为民协商”工作全面铺开、扎实推进。
还成立了“岱岳区政协‘为民协商’志愿
服务队”，1月份对全体政协委员进行了
业务培训，一支专业、热情的政协委员队
伍已经走进“为民协商”一线。

“通过‘为民协商’，让群众充分表
达诉求，广纳群言、广聚民智、广求良
策，形成顺民心、合民意的政策措施，解
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真正体现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岱
岳区委书记刘昌松表示。

泰安市岱岳区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探索“为民协商”新路径

“大家商量办”化解分房难

□ 本 报 记 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牛成龙 王洪磊

有身份证编号，还能按摩

“哞…哞…”1月14日四点多，天还
完全黑着，接连不断的牛叫声却已开启了
阳信县华胜畜牧养殖场新一天的忙碌。此
时，场区内灯火通明，养殖场负责人老杨
来到庭院，看见工人正从仓库中用全自动
撒料车拉出饲料，便赶忙上前一起到养殖
棚内投喂。

前边是撒料车将自动搅拌好的青贮饲
料投到饲养槽内，后边则是一辆清扫车查
缺补漏，将遗落在路上的饲料清扫进槽。
伴 着 棚 内 轻 柔 的 音 乐 ， 耳 标 上 编 号
“0151”的大黑牛闷头咀嚼了一阵，在自
动饮水机旁喝完水后，踱步到旁边的黄色
自动毛刷那里蹭痒。

耳朵标签上的“0151”是这头大黑牛
的身份证编号，这里每头牛都有这么一个
唯一的编号，根据号段能追溯到这头牛是
哪个公司的，来自于哪家养殖场。

“这牛可舒坦了，听着音乐，便于精
神放松，黄色毛刷是它们的按摩器，牛
去蹭它，它就自动运转，给牛按摩，不
仅能梳理毛发，去除牛体表的寄生虫，
还可以通过按摩让牛的脂肪渗透到肌肉
里，提高牛肉的品质。自从2019年阳信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菜篮子’直供基
地，消费者对牛肉的品质、安全要求更高
了。”老杨说。

滨州阳信县被称为“中国第一牛
县”，拥有阳信牛肉、鲁西黄牛、渤海黑
牛三大地理标志认证，76家规模以上肉牛
屠宰企业，全县存栏肉牛27万头，年屠宰
能力达120万头，列全国县级第一位，近
年来，畜牧业总产值已突破550亿元。

2019年以来，滨州市积极推动优质农
产品“走出去”，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建设，不只是蔬菜，还包含了各种农
产品、加工产品等食品，共63大类。”滨

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市委农办副主
任张秀葵介绍，山东借箭牛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5家农业企业被认定为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加工企业，加工企业数量位居
全省第一。

成立于2006年的阳信华胜清真肉类有
限公司是一家粤港澳大湾区肉类直供企
业。“单我们这个养殖示范园，就占地
200多亩，有2处肉牛养殖场，设计存栏能
力是6000头，现在存栏渤海黑牛、鲁西黄
牛、利木赞杂交牛、夏洛莱杂交牛、西门
塔尔杂交牛2000头左右，循环饲养、屠
宰。”华胜清真肉类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元
顺说。

一品一码，全程可追溯

饲养只是牛肉供应链的第一环节，端
上市民餐桌的高品质牛肉，还需经过严格
的屠宰、加工和运输环节。

1月14日一大早，阳信县畜牧兽医服
务中心的赵金芹便来到了华胜清真肉类有
限公司的待宰圈，对本次将要屠宰的146
头肉牛进行抽样尿检。“一共抽检了10
头，采取新鲜尿样进行检测，主要是看瘦
肉精是否超标。”赵金芹说。

“每次屠宰之前，我们都会提前向县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进行报备，首先是我们
公司对每头牛进行挨个自检，检疫员来到
之后再从中进行随机抽检。全部合格
后，给我们出具屠宰通知书，我们才能
进行屠宰。”华胜清真肉类有限公司化
验室主任张冬梅介绍说，除了瘦肉精等
药残检测外，受新冠疫情影响，他们每
次出库外销的产品，还都会请专业第三方
检测机构进行核酸检测，发货时配备核酸
检测报告。

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安全检测也是极其
重要的一环。“工人在进入车间之前，都
要全副武装，换上专门的工作服、口罩、
头套和水鞋；先进入风淋门，把身上的灰

尘、头发之类的吹掉；再进行手部消毒和
脚部消毒。加工过程中用到的器具如刀
具、手套等，也都需要两个小时一消
毒。”华胜清真肉类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
任史立娟介绍，而对于加工生产过程中，
和肉类直接接触的地方，他们还会采取循
环检测方式，由化验室工作人员每天随机
从工作人员的服装、套袖、围裙、案板、
刀具、传送带、推车、肉钩等部位进行采
样，在专门的实验室做细菌菌落等的检
测，所有生产环节3天就可全部循环检测
一遍。

“保证产品品质的另外一个法宝就是
我们产品的精细化分割和加工。”史立娟
介绍，他们采用了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美
国进口设备屠宰，宰后吊挂、排酸工艺成
熟。

今年20多岁的刘志龙是车间的一名剔
骨工，排酸后的牛胴体进入加工车间，在
他的熟练操作下，不到一分钟便分割成了
4大块，然后分别进入相应的传送带流水
线，进行进一步精细分割。上脑、前腿、
颈肉、前腱子、背脊、腑肋、牛腩、米
龙、后腱子……在工人们的精细操作下，
一头牛分割的品种可达260多个，真可谓
当代版的“庖丁解牛”。

而分割完的产品迅速进行热缩真空包
装，再进入零下40度的速冻库冷冻。记者
注意到，不仅养殖场的活牛有自己的身份
证，这些加工出来的肉类产品也都有自己
的专属二维码，通过手机扫码便能看到这
款产品的原料信息、检疫信息、屠宰过
程、加工信息、产品详情和企业的详细信
息，一品一码，全程可追溯。

“山东牛肉，我们吃着放心”

1月15日上午，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
张装车，一宗9吨重的“肥牛砖”通过专
业冷链物流车从华胜清真肉类有限公司启
程，发往深圳龙岗区。

史河山和马元刚是承担这次运输任务
的专职司机。一路上简单休整了两次，两
位师傅除了检查车辆安全，最主要的任务
是检查车厢的安全性和密封性，“毕竟咱
这是冷链运输车，得密封严实才能保证里
边的制冷效果，保证牛肉的品质。”史河
山说。

2000多公里的路，两位司机师傅歇人
不歇车，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奔波，1月
16日19时30分，车辆终于抵达深圳市龙岗
区。

交接货物时，深圳金禧康食品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首先检查了随车的货物清单、
检疫合格证和核酸检测报告，在对车辆外
部进行消毒后，开始卸载货物。之后，这
些从阳信南下的“肥牛砖”经过进一步加
工，就变成了市民熟悉的肥牛卷，陆续开
始走上深圳市民的餐桌。

“我们目前在深圳300多家商超有销
售专柜，在春节前1个月左右的销售旺
季，销量可达100吨。近年来，随着消费
者对牛肉的消费量越来越多，我们公司牛
肉切片产品，差不多以每年10%的幅度增
长。我们和滨州华胜集团合作后，从专柜
反馈的情况来看，销量很不错，消费者对
品质也很认可。”深圳金禧康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曾庆源说。

记者在深圳市多家商超走访，看到均
有产自滨州的牛肉产品销售。“深圳当地
有两家企业做冻品牛肉制品，金禧康公司
的销量是比较好的。进入冬季，专柜的牛
肉销量每月上涨5%左右，上个月能有10万
元左右的销售额，其中金禧康能占到7成
左右。”深圳佳满福超市运营主管张军介
绍，“通过我们在会员群、生鲜群里组织
的活动，很多顾客反馈，产自滨州的这个
牛肉，肉质口感比较好，味道很纯正，而
且价格也比较实惠。”

今年32岁的小林和妻子都是广东汕头
人，小两口来深圳已经打拼十几年。1月
18日这天，两人初中时的好友小李来拜访
他们。许久未见的好友到家里做客，小林
专门去超市买了牛肉等火锅食材来招待，
“我们这边的人都爱吃潮汕口味的火锅，
牛肉是每次吃火锅的主角，必不可少。”

听说吃的牛肉产自山东滨州，小李不
禁竖起了大拇指，“以前只知道山东是有
名的蔬菜产地，没想到牛肉也这么好吃，
山东的牛肉，我们吃着放心。”

□ 本 报 记 者 纪伟
本报通讯员 董青 韩晴

1月12日中午，在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山
前村，70岁的贫困户范奎杰正在床上睡午觉。方
桌旁的炭炉烘出热气，抵御着室外的严寒。

范奎杰的二儿子范景芳正在家中陪伴老人。
为了保证老人温暖过冬，早在一月初，册山街道
的工作人员就送来了一只崭新的炭炉，还为家中
安装了六块碳晶板电暖器。要是炉火不够旺，就
可以打开碳晶板电暖器，30秒就能发热，迅速提
升室内温度。

“最贴心的是，街道担心老人不舍得用电暖
气，还给家里的电费账户里充了一百块钱。”据
范景芳估计，这几天家里的温度都在15℃之上，
老人们穿着棉衣一点都不觉得冷。

与记者一同前来采访的册山街道宣传委员曹
砚秋负责该街道的民政工作。据他介绍，今年临
沂市遭遇了一次降雪和一次寒潮降温，最低温一
度突破零下10℃，为了保证群众温暖过冬，册山
街道提前走访，为110名贫困户和低保户送去了
炭炉、电暖气等取暖设备。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老人生活节
俭，考虑到老人们为了省电可能宁愿冻着也不开
电暖气，我们安排了一部分资金，让村居工作人员紧急为110名贫困
户和低保户各充了一百元电费。”曹砚秋说，街道要求所有资金不允
许以现金形式发放给贫困户，必须充到账户里，就是为了让前期安装
的电暖气真正发挥作用。

按照册山街道民政部门的计算，即使六片电暖气24小时一直打
开，每天耗电量也只有5度，相当于每天2 . 5元。一百元电费足以帮助
老人们扛过严寒。“这笔账我们给大家都说明白了，就是为了防止他
们为了省钱而受冻。”曹砚秋说。

取暖设备送到了群众的家中，这110份特殊的电费，更是把政府
的温暖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今年的冬天格外严寒, 如何让群众度
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在寒潮来临前，临沂市委、市政府紧急下发《关于确
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的紧急通知》，要求统筹做好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工
作。在册山街道发生的故事，也同样发生在临沂市的其他地方。

河东区对辖区内敬老院老人，按照每人1000元拨付取暖补贴，投
资37万元新建了冬季供暖锅炉，对辖区特困和低保人员中444户756人
困难群众，每人发放价值400元的棉衣棉被和米面油等生活用品；临
沭县为贫困群众购买取暖设备小太阳等300多个、御寒被子衣物430余
件、大衣110件、床上四件套70套；莒南县针对孤儿群体，每人发放
慰问金500元……

记者从临沂市民政局了解到，临沂市按照“全覆盖、不留死角、
不漏一人”的要求，各镇街统筹协调工作队成员、网格员等进村
庄、进社区，逐村逐户查看取暖、用电、防疫等情况。全面落实各
项惠民政策，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纳入救助范围，及时足额
发放城乡低保、五保对象、困难老人、孤儿的生活救助资金和其他
补助资金，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确保每家每户、每名群众温
暖过冬。在做好城乡低保、五保对象、生活困难老人、孤儿等生活
安排工作的同时，高度关注城乡低保边缘户，因临时性、突发性特
殊原因造成基本生活出现较大困难的家庭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及
时给各镇街补足临时救助资金及额度，加大临时救助力度，扩大救
助覆盖面，确保困难群众生活安排不漏一户、不余一人。同时，临
沂市将特殊困难群体作为本次排查的重点，提前下拨乡镇临时救助
储备金共682 . 94万元，用于困难群众小额临时救助及购买棉衣棉被
等御寒物资，为9112名困难群众发放26 . 9万元的御寒衣物，为296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残疾人和即时帮扶人员，发放了共计91 . 41万元
温暖过冬救助金。

“第一牛县”肉品直供粤港澳大湾区，从阳信养殖场到深圳餐桌，记者一路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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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信县被誉为“中国第一牛县”，是全国农业标准化肉牛示范县、黄河三角洲绿色

畜产品生产基地，2019年更是被认定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1月14日-18

日，记者走进阳信县肉牛养殖、加工基地进行探访，并一路跟随冷链物流车前往深圳，

实地采访一头牛从养殖到屠宰、加工直至市民餐桌全过程。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杜昱葆 报道

1月25日，沂南县三和玩具有限公
司西桃花村加工点，农民在赶制“牛转
乾坤”生肖玩具。春节临近，喜庆的生
肖牛玩具备受市场青睐，在当地玩具加
工点，就近打工的农民加班加点赶制玩
具，增收迎新春。

加工牛玩具
增收迎新春 □记者 贺莹莹 报道

本报德州1月26日讯 今天，德州市举行2021年1月份重点招商项
目集中签约活动。

22个项目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集中签约，总投资294
亿元，标志着德州市招商引资工作迎来了新年“开门红”。此次签约
既有内资项目，也有外资项目，包含医药制剂与原料药配套项目、小
米生态链谷仓学院德州创新孵化平台、医疗防护用品产业园项目、雪
榕生物蘑菇深加工项目等，涵盖高端装备、新能源与节能环保、医养
健康等领域，既有央企强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项目，又有极具成
长性的专精特新项目，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与德
州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将为德州市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注入新活力。

德州22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294亿元

律所集中登记地试点

在青岛自贸片区落地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宋磊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近日，泰华商恒（青岛）联营律师事务所通过了集

中登记地认定申请，标志着青岛自贸片区首次将律师事务所纳入集中
登记地范围，这在全省尚属首创。

为给企业创造更多发展空间和机遇，青岛自贸片区出台《中国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关于先行先试开展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的试行意见》和《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
岛片区集中登记地试行办法》，在全省实现了“三个首次”，即首次
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金融机构纳入集中登记地范围，首次
支持住所（经营场所）按照互通适用的原则登记，首次允许企业向登
记部门申请办理歇业备案。

据介绍，企业集中登记地政策放宽了对企业住所的限制，打破原
有“企业注册登记须拥有独立房间作为住所”的惯常做法，注册企业
数量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极大解决了中小企业寻找注册场地难、租
金费用贵的问题。

“在青岛市司法局的支持和认可下，我们积极与国际接轨，采用
国际化通行模式，率先试点将拥有完备企业服务资源的律师事务所纳
入企业集中登记地的范围。”青岛自贸片区审批管理部业务负责人
王海涛介绍，“这种做法，一方面使用集中登记地的住所进行登
记，有效释放了住所资源；另一方面，作为集中登记地管理方的律
师事务所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为进驻企业提供法务、金融、商务等
各类服务，在服务的同时也有效协助市场监管部门做好企业后期监管
和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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