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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兆锋 蒋 鑫
本报通讯员 刘考勇 边海涛

“珍惜生命！”7月4日，在郓城县特种
设备安全教培体验中心，在看完警示片后，
山东南特思电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凤起
深有感触地说。

菏泽鲁威啤酒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洪强，
和员工一起在中心接受警示教育后，说：
“通过这次警示教育，真切感受到事故隐患
就在身边，以后再也不敢抱侥幸心理了。”
随后，该公司投资120万元，主动对老旧特
种设备进行更新。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负责人为什么对安
全隐患感触这么深？

警示教育 触及灵魂

“郓城县有7416台(套)特种设备，数量
多、种类全、分布散，监管难度大。”郓城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朱伟介绍，“为有效防范
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我们打破原
有的监管方式，依托县新华职业学校，通过
市场化运作，创新建立了全国第一家以预警
教育为主导的县级特种设备安全教培体验中

心。实现从事后治理向源头防控、由传统模
式向智慧监管、由治标向治本的根本性转
变，走出了行业监管的新路子。”

先看中心的警示教育功能。
记者走进教培体验中心，看到位于中心

左侧的警示教育厅内坐满了学员。大家正专
注地看着安全警示片。一幕幕锅炉、压力管
道等设备爆炸后的惨烈场景，让在场的学员
们不时地发出感叹。

“安全事故发生，多数是麻痹心理和侥
幸心态所致。”郓城县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
安全总监宋贞绪说，县市场监管局量身定制
了80部特种设备事故警示教育片，突出了惊
心动魄的灾难场面、严厉的责任追究、以生
命为代价的惨痛教训等内容，让观看人员从
灵魂深处受到震撼。

钢水包倾覆重大事故、高压蒸汽管道爆
炸事故、压力容器爆炸事故……在生命篇展
区，八大类特种设备的事故案例照片触目惊
心。“如果出现违章操作，就有可能造成事故
的重演，所以必须增强安全意识，按时维检，
始终做到警钟长鸣。”“安全生产，一点也不能
有侥幸心理。”现场的参观者纷纷表示。

目前，郓城县已在该中心开展警示教育
39场1600人次，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和安全生

产理念得到很大提升。38家特种设备企业在
接受警示教育后，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制度、管理机构，主动投资对老旧特种设
备进行了更新。

培训破解“本领恐慌”

再看实操技能培训。
“锅炉的主要燃料流程出现偏差，使整

个锅炉系统都关断了。当重新点燃锅炉的液
化石油气的时候，爆炸发生了……”在锅炉
教学室，教师在燃气燃油一体化教学锅炉前
讲解，学员聚精会神地记笔记。

“据不完全统计，70%的特种设备事故
都与人操作有关，加强培训，提高相关人员
的技能素质至关重要。但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点多面广，人数不一，在单位搞系统的培训不
现实。因此我们利用教培体验中心搞培训，以
提高企业家的主体责任意识，实操人员的操
作技能，监管人员的监管水平。”朱伟说。

宋贞绪告诉记者，从业者业务不熟、操
作不当，是导致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的“顽
疾”。中心有的放矢，破解“本领恐慌”，
强化人才支撑。通过专家授课、现场教学、
流程演练、实操过关、考核上岗等环节，开

展实操人员专业化培训，让实操人员能够真
正了解机械工作原理、具备熟练操作能力。

为配强“双师型”师资队伍，中心从县
新华职业学校选配22名既有理论素养、又有
实践经验的“双师型”专业教师，抓好日常
教学；聘请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山
东工业职业学院等高校院所专家教授，分批
分类对全县1610名特种设备操作人员进行全
员轮训。

“针对电梯、锅炉等不同领域，我们中
心实行‘三个一’培训工程，开展专业培
训。即一个领域一套培训方案、一套教学流
程、一套实操设备。特别是在实操培训环
节，创设真实场景，强化模拟演练，改变过
去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培训模式，把学员
学习特种设备工作原理、使用方法的过程，
变成独立操作、规范操作而且能够应急处置
隐患的过程。”宋贞绪说。

郓城县市场监管局硬性规定，参训人员
必须经过理论考试、模拟演练、现场操作三
项考核，全部过关后方可上岗。截至5月
底，全县特种设备实操人员“三考过关”率
达到80%。“三考过关”的全面实行，在筑
牢特种设备安全最后一道防线方面发挥了关
键性作用。

实操人员“三考过关”方可上岗 创新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教培体验中心

郓城：多管齐下拧紧珍惜生命安全阀

□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本报通讯员 蒋晨曦 邹 笑

在巨野县营里镇邢庄村的一处秸秆收购
点，一个个打捆成型的小麦、大蒜秸秆“包
裹”齐整地码放在一边，很是别致。

“我活了一大把年纪了，做梦也没想到麦
秆儿也能卖钱！”65岁的邢庄村村民邢严贵在
将拉来的小麦秸秆过磅称重后，反复清点着
收购人员递来的100多元现金，话语间掩饰不
住喜悦。

营里镇是农业大镇，每年小麦种植面积
有2万亩，大蒜5万亩，而辣椒和棉花的种植总
面积超过6万亩。每年农忙过后，如何有效地
处理收割后的农作物秸秆，曾经是当地面临
的难题，其中以辣椒和大蒜秸秆较为“棘手”。

秸秆，其实是错了位的资源。常年从事防
盗门生产的邢庄村村民邢海洋偶然间萌生了
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做防盗门烤漆，电费成

本很高，后来尝试采用锯末生物质颗粒作为
燃料，但仍收效甚微。秸秆能不能做成生物质
燃料？”经过多次改进设备，他终于成功将小
麦、棉花等秸秆加工成生物质颗粒燃料，而辣
椒、大蒜、大豆等秸秆则加工成畜禽饲料。

“秸秆经过除尘、初粉、二次细粉、挤压、
冷却等10余道工序，只需10分钟就能生产出
生物质颗粒燃料，日产100余吨。”

在山东康百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处
秸秆加工点，负责人邢海洋捧着一把由小麦
秸秆加工成的如小拇指大小的颗粒燃料向记
者展示，别看它们样貌平平无奇，里面却蕴含
着“大能源”。

“这种颗粒化秸秆燃料经过粉碎和高温
压缩后，只有原来体积的十分之一，易于储
存、运输。”邢海洋又以此为契机，研发出了专
用炉具，使得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不产生一氧
化碳，残留低于5%。“这种新型炉具可以自动
点火、自动下料，燃烧率超过95%，已经获得国

家专利11项。”邢海洋说。
邢海洋的带头引领，让越来越多的村民

认识到了秸秆的价值，合作社人数从最初的5
人增加到1000人，承包的土地达到了3万余亩。

“村民可以用秸秆卖钱，根据秸秆类型不同，
每亩地可以增加收入50元到100元。”邢海洋
说，村民还能将秸秆换成生物质颗粒燃料，用
作冬季取暖。

“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市场价为每吨700
元，一个采暖季只需两吨，也就是1400余元。”
邢海洋说，“而使用煤炭取暖，每吨900元，冬
季取暖则需要3吨，相比之下，前者费用节省
了一半。更重要的是，这种燃料属于新型可再
生洁净能源，原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像这种畜禽饲料是由大蒜秸秆和大豆
秸秆按照一定比例加工而成，只需掺入水，便
可直接投喂。”邢海洋说，大蒜是天然的“抗生
素”，具有抗菌、杀菌的功效，畜禽食用后很少
得病。“我们已与6家养殖场建立常年合作关

系，饲料供不应求。”邢海洋说。
秸秆“催”生全新产业链。目前，邢海洋以

秸秆加工生物质颗粒燃料与饲料已形成从打
包、码垛、运输，再到加工生产“一条龙”模式，
吸引周边村庄30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

据统计，2019年到2021年，营里镇年秸秆
收购量约40000吨，综合利用率超过90%。

“综合来看，我们镇探索的这种农作物秸
秆资源化利用模式，带来了多重效应，实现了
环境有改善、群众有收入、企业有收益，取得
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营里镇党委
书记朱良斌说。

目前，巨野县已初步形成了秸秆直接还
田、秸秆肥料化利用为主，秸秆过腹还田、秸
秆腐熟、沼气发酵、食用菌基料、秸秆生物发
电、秸秆腐熟生产有机肥、秸秆转化为生物质
新能源、零甲醛秸秆压缩成木工板等为辅的
综合利用方式，带动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到92%以上。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蒋鑫
本报通讯员 傅子栋 谢丽

6月2 9日下午，在单县谢集镇谢花园
村，单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魏传永，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们一起为村里的老人包饺
子。大家分工协作、有说有笑。不一会儿，热
气腾腾的饺子便端上了餐桌，吃着可口的饺
子，老人们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容。

老党员谢怀稳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
才有今天的好日子。”

当日下午5时，在单县园艺街道张知楼社
区活动广场一侧的红色帐篷下，老人们喜气
洋洋，一边拉着家常一边等待。“今天社区安
排我们聚在一起吃顿饺子，拉着呱吃着饭，真
不孬。”孟照海老人笑着说。

在帐篷的另一侧，四口冒着腾腾热气的
大锅一字排开，志愿者们手握着铁勺和笊篱，
准备下水饺。

在距离广场不远处的陈丹丹家，十几位
志愿者分成三组，围着长桌正忙得不亦乐乎。
摆在桌上的饺子馅，散发着阵阵香气。在志愿
者们擀面皮、填馅儿“天衣无缝”的配合下，不
一会儿一排排水饺便把大托盘摆满了。

陈丹丹说，为了准备晚上的饺子宴，她与
村里的志愿者们一早从市场买来猪肉，然后
剁馅、调馅、和面，忙到下午两点，能为老人们
做上一顿可口的水饺，她很开心。

“准备下饺子！”下午6时许，随着张知楼
社区书记马涛的“一声令下”，一盘盘饺子下
到热锅里。随后，志愿者们陆续将一碗碗水饺
端到老人们面前。“香！这饺子馅调得真香。”
孟照海老人咽下一个饺子后喜滋滋地说。

看着老人们有滋有味地吃着水饺，一旁
擦汗的马涛松了一口气。他告诉记者，今天他
们为社区举办的饺子宴所花费用是村民自发
凑的，锅碗等用具也是村民各自从家里搬来
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目的就是让大家传

承孝善敬老的美德，为社区近70位老人送上
一次‘暖心’饺子宴，也是‘我为群众办实事’
系列活动之一。”马涛说。

晚上7点，在结束了“饺子宴”后，由单县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涛组织的乡村夜话
在张知楼社区的大院开始了。“大家有啥问题
畅所欲言，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他与二十
几位村民围坐在一起，一起讨论社区事务。

村民董永强首先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社区人多，电动车自然也就多，每

次充电，住在楼上的村民就把电线扯到楼下
来充电，一个是影响美观，更重要的是存在安
全隐患，我建议建几个车棚，大家在车棚里充
电，一是电动车可以集中存放，二是解决了充
电安全问题。”说完，在座的村民纷纷点头支
持。

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村民陆陆续续
提了8条意见。在听完问题后，黄涛说：“今天
大家提的意见，有一些现在就可以答复，比如

槐树枝太长和下水道堵塞的问题，明天社区
书记就能安排人来修剪和疏通。建充电车棚
和打工干活等问题，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尽
快为大家解决。”

单县把党史学习教育与驻村蹲点和扶贫
帮困深入结合，发挥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作用，
创新开展了“七个一”活动。干部每月至少一
天驻村；每月在困难群众家里自付餐费吃一
顿饭；每月参加一次饺子宴；每月组织一次乡
村夜话；每月排查化解一起矛盾纠纷；每月参
与体验一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活动；每月对
所联系的农户进行一次巩固脱贫攻坚质量

“回头看”。活动开展以来，县级和副科级以上
干部发挥模范作用，县直各部门党组织和各
乡镇(街道)党(工)委班子成员相继走进农村，
深入农户家中了解群众诉求，把为民办事真
真正正落到实处、落到细处。让百姓既体会到
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同时也让群众切
实感受到了为民办实事的效果。

单县深入农户家中了解诉求，开展“七个一”活动办实事暖人心

70位老人吃饺子拉呱乐陶陶

“包袱”变“财富” 催生全新产业链

巨野秸秆综合利用率超92%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杨华建 报道
本报东明讯 7月3日，国网东明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对110千伏燕城变电站进行红外测温，保障夏季可靠供电。
国网东明县供电公司以“四个服务”宗旨为指导，强

化服务意识，规范服务行为，完善服务标准，协助客户保
障供电安全，落实保障措施，确保供电保障和优质服务工
作万无一失。

党建统领“亮旗登高”。坚持“抓党建·促安全”工作思
路，对供电所服务队队长、服务队队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进行
专项培训，明确保电行动的意义、目标责任、实施举措，引导
党员服务队不等不靠、精准服务，坚决兜好民生底线。

重要客户“1+1结对”。与重要化工客户结对，制订
“客户吹哨、党员报到”服务方案，以客户“哨令”为服
务指令，主动开展走访座谈，耐心听取客户意见建议。帮
助企业制订有序用电方案，做好避峰错峰用电指导，为客
户进行设备“义诊”，保证企业安全稳定有序用电。

电力设施“祛病除疾”。针对迎峰度夏期间电网运行
现状和台区用电特点，提前对25个变电站进行用电安全隐
患排查，结合调控运行对电网昼夜负荷变化进行监控，全
面梳理变电设备发热、重过载等安全隐患，逐一登记并及
时整改。利用红外测温、局放检测等新技术，及时发现并
消除设备缺陷，确保变电设备安全运行。

输配线路“特巡特控”。成立无人机线路巡检支队，
将科技创新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充分利用无人机设备对输
配电线路实施全方位巡视。结合无人机监控系统，克服地
形地貌困难，快速发现线路隐患并进行研判，工作效率有
效提升。组织开展夜间线路特巡165次，对重要用户线路
进行跟踪排查，实行24小时监控，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本报菏泽讯 7月1日，菏泽市财政局组织县级领导干

部、各支部书记和部分党员代表，来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的革命老区鄄城县，开展“心系滩区、助力发展”主题党
日活动。了解滩区建设发展情况，以及滩区人民所需所
求，研究财政支持滩区、积极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

活动当天，市财政局党员干部参观了舜王城中药材市
场、菏泽中禾健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旧城镇六合社区黄
河滩区迁建纪念馆，重温了入党誓词，又与乡镇、社区以
及产业带头人进行座谈。座谈会先后听取了县区滩区迁建
基本情况，并了解财政资金在滩区产业方面的支持效果，
以及目前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制定解决措施。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让我们看到了黄河滩区高质量发
展的成果，亲身感受到了滩区人民艰苦奋斗、创业的拼搏
精神，倾听了滩区人民的所需所求，找准了财政支持滩区
建设和发展的着力点。经过初步对接，市县乡财政部门多
方筹集资金，支持滩区发展。”菏泽市财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肖友华说，下一步，菏泽市财政局将赓续红色血脉，
担当时代责任，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实现突破菏
泽、后来居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皇甫燕飞 报道
本报菏泽讯 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充分发挥镇、村妇

联巾帼力量，以“庭院美、居室美、厨厕美、家风美”为
创建要求，以推动家庭文明建设为切入点，将“美丽庭
院”和乡风文明等工作密切结合，充分调动群众的热情和
积极性，打造了一批批美丽庭院示范户，共同助力人居环
境整治和创城工作开展。

董楼村美丽庭院示范户陈秀香说：“自从开展美丽庭
院评选以后，村里经常广播美丽庭院倡议书，我们村好多
户在村妇联主席陈玉梅的带领下，周周开展大扫除。天天
收拾整齐，也是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俺村有一个美丽庭院示范户一条街，一户比一户干
净整洁。”刘庄村妇联主席谷秀芝说，“去年年底，在示范户
中开展了评比活动。现在，村民争着邀请到家里看看是否符
合美丽庭院的标准，都希望能评个美丽庭院示范户。”

据悉，黄店镇先后通过美篇、公众号、村村响广播、
发放倡议书、悬挂宣传条幅、书写宣传标语等方式，大力
宣传美丽庭院创建的好处，在全镇掀起了评选“美丽庭
院”的热潮。

“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们镇就把这项工作
纳入了各村年终考核，通过村干部和村“两委”投票评选出
了一批示范户。”镇党委副书记王怀堂说，“此外，镇里整合
妇联、管区、行政村力量，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

黄店镇严格按照室内“五净”，院内“五无”，家中
“五有”要求，以美丽庭院示范户这一“点”，带动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这个“面”，在全镇形成了户户争创、家家
争优的良好氛围。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本报菏泽讯 6月29日，菏泽市政府新闻办举行菏泽

市食品生产标准化管理工作新闻发布会。记者获悉，菏泽
市推行的食品生产安全标准化管理是“三标”管理、6S管理
以及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管理的统称，相
比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更加宽泛，在全省属首个推行城市。

菏泽市推行的食品生产安全标准化管理中“三标”管
理是指“亮标承诺、对标生产、核标检验”，使企业准确
理解和应用食品安全标准和操作规范；6S管理，是一种精
益生产管理模式，主要用于解决生产现场“脏、乱、差”
问题；HACCP体系是一种食品安全保证体系，主要用于
分析危害、控制关键点和风险防控。其包含的三项内容，
各有所用、各有侧重。

菏泽市市场监管局将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切实
将食品生产安全标准化管理工作推向深入。此外，还在食
品生产经营环节全面推行。农田种植、畜禽养殖与屠宰、
餐饮流通都要推行“三标”管理、6S管理以及HACCP体
系管理理念，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提升食品安
全治理能力，确保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食品安全。

确保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食品安全

菏泽在全省首推

食品生产安全标准化管理

菏泽市财政局聚焦滩区发展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客户吹哨 党员报到

国网东明县供电公司多措并举保供电

定陶区黄店镇

打造一批美丽庭院示范户

□蒋鑫 郜玉华 报道
7月4日，在菏泽市牡丹区安兴镇田楼

村，村民正在梨园里给梨树上的果实套袋。
近年来，田楼村着力发展梨树、桃树等

果树的栽植，发展前景看好。安兴镇依托当
地良好的生态环境，积极引导群众把种植业
和乡村旅游业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发展林果
经济，乡村振兴动力十足。

梨园套袋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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