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市莱芜区延长生姜产业链，开发出100多种生姜产品

全球七成姜片来自这里

我省政法机关扎牢制度“篱笆墙”，筑起防止干预司法“防火网”

如实记录受“褒奖”不如实记录受“处理”

□ 本报记者 赵君 沈静

潍坊市坊子区法院在审理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中，该院工作人员刘某某请求主审
法官王岩对案件被告易某某给予照顾。王岩
当场拒绝，并在法院系统“三个规定”记录
报告平台上如实记录。今年3月，坊子区法
院对承办法官王岩严格执行“三个规定”予
以褒奖，对刘某某给予纪律处分。

去年11月，威海市环翠区法院法官培训
中心于某某违规向该院执行局秦某某过问其

妻子与他人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进展情况，
并要求予以关照，秦某某未按规定记录报
告。今年6月，于某某受到党内警告，秦某
某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行为，
严重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严重损害司法公信
力，也是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重点整治的
“六大顽瘴痼疾”之首。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三个规定”的
贯彻落实，特别是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以
来，全省政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三个规
定”要求，把违反“三个规定”顽瘴痼疾作
为专项整治的重中之重，通过不断加大对
“三个规定”贯彻落实情况的日常监督管
理，进一步健全严格责任追究、褒奖落实典
型、办案过程全记录等制度机制，推动“三
个规定”落细落实，为公平公正司法提供坚

实保障。
今年以来，省委政法委联合省纪委监委

印发《关于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
定”的意见》，组织开展专题宣讲活动2182
场次，41 . 1万余名党政领导干部和政法干警
签订严格执行“三个规定”承诺书，建立季
度汇总分析、定期通报、检查督导、追责问
责等制度机制，推动“三个规定”贯彻落实
常态化长效化。

全省法院系统建立强制记录填报机制，
将“三个规定”落实情况嵌入全流程网上办
案系统，并作为案件流转、结案的必填项，
一案一填写、一案一提醒、一案一反馈。全
省检察系统建立月度通报、专项督察、情况
核查、违纪违法案件倒查等机制，在办公电
话和干警手机设置严格遵守“三个规定”彩
铃提示，加强日常监督警示。全省公安机关

建立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一把手”负责制，
在立案侦查、提请批捕环节，嵌入直报信息
系统，作为必经环节和必选动作强制填报
“干预信息”。全省司法行政系统通过设立
违反“三个规定”举报电话和信箱，组织开
展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与所属部门主要负责
人、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中层干警、
班子成员与存在问题苗头干警、中层干警与
普通干警“五必谈”，督促引导干警围绕是
否违反“三个规定”开展自查自纠。

各市党委政法委与纪检监察机关建立沟
通协商机制，联合纪检监察机关倒查违反
“三个规定”的问题线索，深入查纠整改贯
彻落实“三个规定”不认真、干预司法插手
具体案件处理、违规打听案情和不正当接触
交往等行为，有力促进了“三个规定”要求
落实落地。

□ 本报记者 赵国陆

霜降时节，济南市莱芜区大王庄镇一
望无际的姜田里，姜农们迎来一年最忙碌
的收获季：起姜。

虎口崖村姜农吴松的地里来了两拨客
人。一拨是几个年轻人以网络直播的方式
带货卖姜，来自莱芜区张家洼街道的带货
主播张文莹说：“起姜的季节到地里直播
效果更好，很多人没见过姜是怎么收获
的。”

另一拨是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研究员吕华及其团队，正在忙着测产，
作为本土生姜专家，她在田间地头和姜打
了几十年的交道。每到收获季，她的团队
就要验证之前一些试验效果，正在莱芜区
广泛推广的“秋延迟”种植技术是其中之
一。

瓜屋子村姜农崔树果在地里熟练地削
掉姜秧，把鲜姜码进篮子里。“今年雨水
大，咱这沙土地不积水，亩产都得在1万
多斤。”崔树果把当天挖出来的鲜姜用篮
子装着，通过绳子吊送到五六米深的姜窨
里。他的姜窨能存近万斤生姜。这种恒
温恒湿的储存方式原始而古老，姜在地
下可以存储三年，相比恒温冷库几乎是
零成本。

“生姜很娇气，喜水怕涝，喜光怕
晒，没有丰富的经验很难种好。”大王庄
镇政府主抓农业的李诚勇告诉记者，全镇
5 . 3万亩耕地，接近4万亩种姜，作为莱芜
姜的主产区，始终保持高产，正常年份来
说，每亩起码收益两三万元，这比其他农
作物都要高。

然而，今年生姜遭遇罕见的“小
年”，行情不好，大部分姜农都把鲜姜存
了起来。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徐坤分析，原
因主要包括三个：因为连年收益较高，生
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全国达400万-500
万亩；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出口量大幅下

降；今年雨水大，生姜普遍丰产。他建
议，莱芜区应当尽快规划建设全国性的生
姜交易平台，根据大数据来指导生姜的种
植、销售，同时建大型生姜储存基地，破
解生姜增产不增收的问题。

姜农的鲜姜收获之后，过一个月左右
等姜秧完全枯萎脱落，才能彻底成熟。他
们的鲜姜每年通过收购点送往15公里外的
山东万兴食品有限公司，这家我国生姜出
口第一大户，两个加工基地正在加工各种
姜产品，日加工能力超过220吨。记者在
现场看到，生姜过一遍全自动生产线，就
变成姜粉。

“我们的产品80%以上出口，深加工
产品主要销往美国、中东、欧洲等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出口额达 3亿美

元。”该企业工作人员韩国栋说，作为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有生姜基
地3000亩，合同基地超过2100亩，带领姜
农做全球生意致富。

近年来，公司不断延长产业链，出口
产品从传统的保鲜姜、腌渍生姜、姜芽，
逐渐发展到脱水姜片、姜粉、寿司姜片、
姜饮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如今进口黑胡椒
等原料，与姜粉等调制成复合调味品，产
品远销欧美市场，实现“买全球、卖全
球”，产值也从每吨上千美元的初级农产
品升级为每吨过万美元的高附加值制品。
公司还联合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智远、邹学
校先后成立了院士工作站，与江南大学共
同成立“生姜加工技术联合研发中心”。

目前，莱芜区以生姜为主的出口、加

工、流通企业达244家，其中国家级龙头
企业2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18家，形成
了生姜产业发展的“新雁阵”。年储存加
工能力超过140万吨，远远超出本地产
量，开发出“食、药、卫、健”四个字号
100多个品种的生姜产品。69家企业拥有
自主进出口权，生姜及其制品的出口量占
全国的七成左右，姜片在全球的市场份额
高达70%。

据了解，莱芜生姜已被列为济南市十
大农业特色产业，市财政每年列支1000万
元专项扶持资金。为了减少灾害对生姜种
植积极性的影响，莱芜区创新开展地方补
贴型生姜保险，保费按照市、区、农户3:
3:4比例投保，遇到自然灾害、流行病虫
害，每亩最高获赔4000元。

一份中小学午餐的配送之旅

□ 本 报 记 者 赵国陆 王 原
本报通讯员 曹 磊 刘爱君

11月15日清晨6:00，位于济南市历城区
的山东历享合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历享央厨”）的生产车间已是灯火通
明，穿戴全套防护服的早班员工晨检消毒之
后进入车间，按当天的订单有条不紊地启动
各条生产线。全部员工都在无死角的监控下
操作，订餐学生父母可以通过手机随时远程
察看厨房的每个角落。

历享央厨由济南市历城区政府主导，历
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近4000万元，与历
城区教育和体育局联合打造，设计单餐供应
量达5万份，是目前省内规模最大的国营配
餐机构。

山东历享合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凯宗介绍，目前，历享央厨已形成集中采
购、工业化洁净生产、统一配送、全程追溯
的现代化中央厨房餐饮产业链，保证学生的
集体供餐需求及个性化需求，实时生产过程
全程可监控，从种子到筷子皆可安全溯源。
“我们会提供10-20元不同规格的餐品，供
学生及父母自主选择。还提供常规餐、过敏
餐和清真餐三类餐品。每天出餐餐品有几
十种，保证做到2周内不重样。比如今天是

80克的把子肉，外加一荤两素。”郭凯宗
说。

记者在车间看到，检验部员工正在进行
食材入库前的“体检”：肉类检测瘦肉精
含量、鱼类检测孔雀石绿成分、蔬菜检测
农药残留，消毒后的餐具也要检测大肠杆
菌等。

在央厨冷藏区，门口温度计上显示
“3 . 7℃”。按照规定，蔬菜类停留不能超
过24小时，冷冻食材只能停留1周时间，常
温食材则会根据保质期尽快使用，一个月一
调度。

自动洗菜机、葱蒜斩拌机、全自动打蛋
机、锯骨机……自动化设备让饭菜制作变成
了流水线生产。成筐的土豆经过球茎类净菜
自动加工生产线，清洗、削皮，切丝均匀；
23口燃气搅拌炒锅“一”字排开，操作人员
“照单下锅”，将油盐酱醋等调料根据菜单
配好，很快一锅100多升的菜品就做好了。
接着，经过高温、臭氧、紫外线三重杀菌消
毒的餐盒登场。

饭菜装盒后还要“过两关”：金属异物
探测以及微波加热隧道。每份配餐都要过安
检，一旦发现疑似金属等异物，流水线自动
停机排查；最后还要经过微波加热隧道，配
餐温度将根据季节不同调至60℃到95℃。据
工作人员介绍，配餐到达学校后还将进行现
场测温，温度不低于60℃的才属于合格配
餐。

在分装区，工作人员田庆芳带领3名同
事，熟练地将“走”出“隧道”的餐品按照

订单分装进保温箱，贴上标签封箱，上面印
有学校、班级、数量等信息。随即，保温箱
被运进厢式配餐车，每个车厢装有4个摄像
头，全程监控可随时查看。质检员胡路亮清
点确认后落锁贴封条。

三辆绿色配送车鱼贯而出，5分钟之
后，上午10：30，出现在历城区易安小学。
开箱测温，饭菜温度62 . 5℃。田庆芳等12名
工作人员把900余份盒饭、玉米粥、水果，
分发到各个楼层的教室门口。

11：30，易安小学三年级六班教室，学
生杨皓岚已经领到自己的营养餐：一个绿色
的保温餐盒里装着米饭、把子肉、肉丁烧豆
腐、渔家双鲜和蒜蓉油菜，还有一碗玉米粥
和一个苹果。他说：“每天的菜都很好吃，
还不重样。”

班主任季雪莲告诉记者，班里有38名学
生，在学校就餐的有21人。配餐要保证吃饱
吃好，胃口好的小朋友可以免费去备餐箱续
餐。而孩子有鸡蛋、牛奶、海鲜等过敏情
况，父母可在订餐时注明，为孩子选择过敏
餐。

杨皓岚的妈妈杨春凤坦言：“此前中午
都是老人接送孩子回家吃饭，每天来回跑，
很辛苦，居民楼里的小饭桌饭菜质量又难以
保证。”此前，杨春凤作为代表去参观历享
央厨，回来就决定让孩子在校吃配餐了。
“手机下单很便捷，还能看到孩子的菜谱和
实时配餐过程，每餐15元，每月300多元伙
食费挺实惠的。如果孩子请假没去上学，餐
费当天就可以退还。”杨春凤说。

易安小学副校长高文凤说，目前，学
校在校生1362名，秋季开学时，全校吃配餐
的学生数量为500人左右，两个多月过去，
吃配餐学生数增加了400多人。“在吃配餐
过程中，老师们还会开展习惯养成教育和
劳动教育，比如餐前礼仪歌、餐后整理
等。”

历城区教体局局长李新生告诉记者：
“以历城区为例，现有70多所中小学有配餐
需求。此前，全区有38家配送公司，供应3
万多学生午间配餐，虽然满足学生需求，但
是配餐公司多是中小型私营业主，配餐标准
不一、监管难度大，食品安全和营养搭配很
难保证，家长难以放心。”历享央厨由历城
区市场监管局和聘用的食品检测第三方进行
监管，运行两个月来，得到不少学生及其父
母的认可。

中小学生午间接送难和就餐难问题，一
直是困扰着学生父母的一个社会难题。今
年，济南市教育局承诺“布局建设10所中央
厨房，实现全市有午间配餐需求的中小学
100%全覆盖”，并将其作为济南市政府22件
“为民办实事”之一。

济南市总督学宋豫表示，截至2021年秋
季入学，济南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927所，
在校生82 . 41万人，有在校午间配餐需求的
学生28万余人，目前有15家中央厨房式配餐
机构为中小学生提供服务。市教育局近两年
共投入专项资金1600万元，推动学校食堂供
餐、中央厨房式分级配送等。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刘翔云 王恩标

又逢冬季，大雁如约而来。夕阳下，东明黄河滩区，鸟儿翔
集、嬉戏、鸣叫，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的“长枪短炮”。

“大雁本来是匆匆飞过的旅鸟，但它们‘恋上’了东明
黄河滩，改变了生活习性，变为冬候鸟。这说明黄河滩区的
栖息环境好了，生态环境越来越有魅力。”菏泽市林业局首
席专家王海明介绍，这些大雁族群从遥远的内蒙古、黑龙江
甚至西伯利亚等区域远道而来，长途跋涉到东明黄河滩越
冬，一直停留到来年三月，已连续十余年未曾间断。

东明县作为黄河入鲁第一县，黄河滩区面积317平方公
里，近年来东明县以林长制为总抓手，高度重视黄河滩区生
态保护工作，加大野生动物宣传保护力度，大鸨、大天鹅、
灰鹤、白额雁等珍稀野生动物每年来这里越冬，种群数量也
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据初步调查统计，今年飞来大雁有
10万余只，灰鹤有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鸨有300多
只，东明县林业局局长文玉生介绍说。

每年11月初，大雁来时，东明县林业系统的工作人员每
天都会对雁群集中分布区域，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主要活动区
域，进行观察、巡逻，并组织志愿者在黄河沿岸村庄进行野
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今年入冬以来，东明县已救护野生动
物种类9种18只，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短耳鸮、红
隼、纵纹腹小鸮等。

近年来，菏泽沿黄各县区不断加大对湿地的修复、保护
力度，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提高村民爱护鸟类、保护环
境的意识。目前，菏泽市已建立市级以上湿地公园20处，苍
鹭、白鹭、雁鸭等100余种珍稀鸟类已在湿地内安“家”。

鸟儿“恋上”黄河滩，因为这里有守护人。这段时间，
有“鹰匠”之称的菏泽护鸟志愿者李海洋同其他志愿者一
起，经常晚上到黄河畔巡逻三四个小时，制止盗猎、救助落
单的迁徙候鸟。几年来，李海洋自筹资金，救助放飞猛禽和
其他野生保护动物千余只。他还发起成立菏泽鹰匠猛禽救助
中心，该机构是全国第五家、菏泽市首家经过合法程序备案
的伤病猛禽救助公益机构。“只要看到蓝天中鸟儿在自由飞
翔，就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李海洋说。

我省建立全民健身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省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第一

次会议召开。据介绍，根据《山东省全民健身条例》，报经
省政府批准，同意建立山东省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我省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主要职责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决策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推进健康山东建设的任务要
求；研究落实《山东省全民健身条例》和国务院《全民健身
计划》的政策措施，制定《山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强
化各级政府主导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主体责任，协调有关部
门和单位抓好全民健身相关任务措施的落实；加强对《山东
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及时按程序向
省政府报告工作情况。

我省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由15个省直部门和单位组
成。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体育局，承担联席会议组织、联
络和协调等日常工作。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
议。

□通讯员 孙占堂 报道
近日，东明黄河滩区群鸟翔集。

□记者 赵国陆 报道
图①：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研究员吕华（左）在姜田中测产。图②：山东万

兴食品有限公司的生姜深加工车间。

从旅鸟到冬候鸟

十万只大雁“恋上”

东明黄河滩

①①

②②

这里的企业有笔“信用账”
□记 者 从春龙

通讯员 王 聪 李蓓蓓 赵真真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企业信用好，办业务就是快！”近日，烟台

欣和食品有限公司开发区分公司工作人员程艳在山东自贸区
烟台片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拿到了食品生产许可证。

“办食品生产许可证先要完成现场勘验，以前得先到窗口
提交纸质材料，在家坐等工作人员上门勘验，然后到窗口办后
续手续。现在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发几个视频，就完成了
勘验。”提起“远程勘验”带来的好处，程艳直竖大拇指。由于企
业的信用良好，烟台片区政务服务中心为其开通了“信易批”
绿色通道，指定专人先为其提供了远程帮办代办服务，半小时
就完成了“远程勘验”。

工作人员将办证所需条件告知程艳，征得同意后启动“我
要办食品加工厂”的主题式服务，提供食品生产、卫生许可等
多事项的联办业务，当场发放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办理时限由
法定10个工作日压减到现场即办。

在烟台片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正在构
建。通过信用查询，合格的企业不但可以享受“信用+承诺审
批”带来的快捷政务服务，还能通过“信用+金融服务”获得信
用贷款。烟台片区依托信用评价体系初选“白名单”企业，累计
为200多家企业实现融资20亿元。此外，烟台片区以企业留抵
退税应退税额作为保证，由商业银行自主审查、自主发放，为
企业提供信用贷款融资，财政给予贴息支持。

“我们将企业划分为A、B、C、D、E五类风险等级，越来越
多的企业享受到了无形资产转化的有形便利。”烟台开发区市
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王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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