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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郓城讯 （记者魏
新美 陈建志）从找场地、办手
续，到安装设备、投产，仅用1 4

天，湖北一家因疫情停产多日的肥
料企业，跨省在郓城县建成新厂。
3月18日，该企业生产的第一批近60

吨肥料运往云南。

湖北格林凯尔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格林凯尔”）总部位于
湖北省武汉市，公司董事长郑勋领
是山东省郓城县人。春节前他回郓
城探亲，本来打算2月1日回武汉，可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他无法返
回，工厂也不能按时复产。

客户在催预订的产品，位于武
汉的工厂不知何时开工，又获悉郓
城县营商环境越来越好，郑勋领动
了 心 ： “ 要 不 就 在 郓 城 建 个 分
厂？”得知郑勋领有投资建厂的想
法后，郓城县相关部门和乡镇迅速
行动起来。

建新厂涉及立项、土地审批、
水电开户申请、消防验收等一系列
问题，手续繁多。是否有闲置厂房
可以利用呢？经过四处寻找，企业
相中了郓城县工业园区一处闲置厂
房，面积约5000平方米。3月2日，

格林凯尔与郓城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签订了厂房使用协议。打扫厂房、
联系安装电路、安排车辆接来工
人……负责项目对接的张鲁集镇党
委书记黄启龙带领一班人跟进服
务，一一解决企业所需。与此同
时，郑勋领着手准备公司注册登记
所需要的材料。

3月3日，郑勋领在网上提交材
料，申请设立“格林凯尔（郓城）
肥料有限公司”，郓城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当天完成审批。

之后，项目推进按下快进键：

3月5日，原料进厂；3月6日，三辆
大巴车从河南商丘接来工人，张鲁
集镇政府事先为工人安排的食宿场
所已收拾停当，并配备了生活必需
品；3月12日，生产设备进厂安装；
3月15日，肥料生产线正式投产运
行。

从生产场地落实到正式投产，
这座年产 2万吨的肥料厂在郓城
“安家”只用了14天时间。

这样的办事效率和贴心服务，
令郑勋领赞叹不已：“真没想到这
么快。感谢老家山东人！”

盼了一年，毕连民终于盼来了
好消息，“今年，省里贷款贴息政
策将养殖户贷款贴息补助范围由年
出栏5000头以上调整为500头，对我
这样不大不小的养殖户来说，是个
利好。”

毕连民是滨州市滨城区市东街
道毕家庄人，从1 9 9 7年开始搞养
殖，到现在已有23个年头了，养殖
规模从最开始的年出栏量十几头发
展到现在600多头。

“前年受猪周期和猪瘟影响，
猪场差一点没撑过来。去年3月，
我从银行贷款了70万元，按照当时
的贷款政策，我养殖规模达不到标
准，享受不到贴息补助。”毕连民
无奈地说。

“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了这一
问题，省内大部分养殖户年出栏量
基本都在5000头以下，所以往年一

般养殖户或养殖场很难享受到贷款
贴息政策。”山东省畜牧兽医局总
畜牧师鲍霞告诉记者，今年3月，
省畜牧兽医局会同财政部门，出台
了一系列稳定生猪生产的政策措
施，其中重点就是做好2020年新增
贷款贴息工作。

鲍霞表示，除了将养殖户贷款
贴息补助范围由年出栏5000头以上
调整为500头外，贴息范围也由过去
流动性资金拓展到新建、改扩建等
建设资金，积极支持养猪大户或者
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有了这个新政策，我之前的
70万元贷款的还款压力小多了。下
一步，我打算扩建养殖场，争取年
出栏量达到1000头。”毕连民笑着
说。

记者在山东省财政厅官网看
到，去年9月，为严控非洲猪瘟疫

情、稳定生猪生产，山东陆续出台
了一系列新政，其中资金方面的补
贴力度远超从前：将非洲猪瘟纳入
强制扑杀补助范围，对养殖主体进
行补偿，补助标准由每头800元提高
至1200元，发放方式由按年结算调
整为每半年结算一次；每头能繁母
猪保险额度提升至1500元，以增强
生猪养殖风险抵御能力。

有行业专家表示，审批、用
地、环保一直都是当前养殖大户和
企业反映最突出的三个问题。针对
这些问题，山东省相关部门也提出
了针对性举措。

最近这几天，徐清芳高兴坏
了，当地畜牧兽医部门通过在线办
公的形式审批了她申请的畜禽养殖
建设项目，审批仅用了15天。

“年后受疫情影响，准备好的
材料一直无法上交，后来听说可以

网上申报材料，我就试了试，没想
到很快就批复了。”徐清芳说。

徐清芳的养猪家庭农场位于临
沂市兰山区汪沟镇徐家寨村，去年3

月成立。待养殖场生猪出栏时，正好
赶上了生猪价格翻红，挣了不少钱。
今年，她一直想着扩大养殖规模。

“特殊时期，区畜牧兽医局实
行电子化办公，简化生猪养殖设施
用地备案流程，压缩工作时限，加
快办理备案手续。对符合环保要求
的畜禽养殖建设项目和屠宰场项
目，加快环评审批，审批时限由25

个工作日压缩到15个工作日。”兰
山区畜牧兽医局相关负责人陈则亮
介绍说。

鲍霞表示，审批方面，山东省
出台了“绿色通道”政策，下放跨
省引进乳用种用动物检疫审批事
项，优化流程、简化手续，迅速落

实仔猪及冷鲜猪肉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从2019年9月1日起，对
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冷鲜猪肉的车
辆，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
通道’政策。同时，在2019年9月1日
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对整车合法
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车辆，免收
车辆通行费。”鲍霞介绍说。

在养殖用地方面，山东省自然
资源厅提出，生猪养殖设施用地按
农用地管理，不需落实耕地占补平
衡，取消对附属设施用地15亩的面
积限制，养殖用地占用耕地的不得
收取土地复垦费用。

另外，在环保方面，山东省生
态环境厅提出，严格依法依规科学
划定禁养区，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
的之外，不得超范围划定。进一步
改善环境执法，给予合理过渡期，
严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由，采
取“一律关停”等简单做法，限制
养猪业发展。

一 系 列 稳 价 保 供 的 “ 组 合
拳”，让“飞起”的猪价平稳“落
地”，政策扶持效果开始显现，各
地养殖户养殖热情高涨。

因疫情停摆，跨省建厂获新生

只用14天，武汉肥料企业郓城安“新家”

>>关注疫情下的生猪生产

贷款贴息政策惠及更多中小养殖户，养殖设施占地不收复垦费

政策“红包”激发养猪热情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孙磊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李
伟）3月19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深化制
度创新加快流程再造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介绍
流程再造“1+N”制度体系有关情
况。

《指导意见》提出，注重横向
互动、上下贯通，系统集成、协同
高效，省级重点推动“减权放权授
权”“容新容缺容错”，市、县
（市、区）重点推行“一窗受理·
一次办好”，乡镇（街道）、村
（社区）重点放在基层社会治理、
服务群众办事上。各部门配套联
动、统筹推进，增强流程再造方案
的关联性、耦合性。

按照“应放尽放、减无可减、
放无可放”原则，制定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确认、
行政检查等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压减
计划，３年内将省级行政许可事项
压减50％以上，凡能交给市场的一
律不再保留审批和许可。2020年12

月底前，全面取消市级层面设定的
行政许可。对备案、登记、注册、
目录、年检、监制、认定、认证等
变相审批行为集中清理整治。

《指导意见》还提出，充分向
市县放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生态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重大敏感事项，其它省级行政权力
事项2020年12月底前全部下放给各
设区的市实施，先期在济南、青

岛、烟台市开展试点。深化“市县
同权”改革，推进审批权限扁平
化。坚持权责统一，探索建立能放
能收的动态调整机制，制定放得
下、接得住、用得好的保障措施。

目前，山东形成了《关于深化
制度创新加快流程再造的指导意
见》管总、12个具体方案管具体的
“1+N”制度体系框架，经省政府
常务会议，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会议审议通过。

另外，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还
了解到，我省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环节将从10个单独事项合并为1个
联合验收事项，努力完成压减审批
时间的目标，让市场主体更加有获
得感。

３年内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压减半数以上
年底前全面取消市级层面设定的行政许可

3月18日，昌
邑市魏马村村民
正在将储存在深
井里的大姜取出
来，部分用于姜
种催芽，部分拉
到集市销售。

据了解，春
节以来，大姜市
场需求旺盛，当
地姜每斤一般在
4 元 至 4 . 5 元 之
间。
（刘雨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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