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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莱西讯 ( 通讯员李
晓军)“虽然受大气候影响，
但有青岛雀巢公司做坚强后
盾，我们的鲜奶一点没滞销，
企业一直不停地收奶，经济上
一点没损失。”近日，奶牛养
殖大户黄绍军高兴地说。

莱西市委市政府把发展奶
牛养殖业，作为强市富民的一
项民心工程来抓，畜牧业总产

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越来越
大，奶牛养殖已成为农民增收
的支柱产业。据了解，近年
来，莱西作为全省奶牛养殖大
市，奶牛存栏 8 万多头，每天
产鲜奶 500 多吨，年增加农民
收入 3 . 5 亿元。

但前段时间，受三鹿奶粉
事件影响，虽然鲜奶质量全部
达标，但个别奶牛养殖户还是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出现
了卖奶难现象，不少养殖户丧
失信心，准备另寻增收途径。
面对突如其来的困难，莱西在
全面落实国家、省、市有关
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对奶牛
养殖业从信息、技术、资金
等方面进行重点扶持，帮助
奶牛养殖户渡过难关。

为提升养殖户的信心，

该市及时将上级扶持政策落
实到每一个奶牛养殖场、
户，成立了“牛奶事件应急
处置小组”，协助食品安全
质量监督部门进一步规范鲜
奶生产流程，搞好奶牛疫病
检测，加强饲养管理，确保
产出的每一滴牛奶的质量安
全。同时，印发了《致全市
广 大 奶 牛 养 殖 户 的 一 封

信》，引导奶户科学养殖，
守法经营，讲究诚信，保证
鲜奶质量，鼓励奶牛养殖
场、户建设挤奶厅。目前，
青岛榕昕牧业、姜山岭前奶
牛场等养殖场投资 30 余万元
建设了现代化挤奶车间，全
市 90% 以上奶牛养殖户采用
机械挤奶设备。

为及时破解鲜奶滞销难

题，降低奶农的损失，该市
派出专人，南下江苏、西到
泰安、北上北京，重点考察
业绩较好的乳制品加工企
业；利用网络优势，搜集周
边乳制品加工企业信息，咨
询合作事宜。

目前，莱西奶业已逐步
走向产、加、销正常发展的
轨道。

新华社济南 11 月 6 日电 记者从山东
省民政厅了解到，截至 9 月底，山东各地农村
低保标准已全部提高到不低于年 900 元。

今年以来，山东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省
政府关于农村低保标准由每年 800 元提高到
9 0 0 元的承诺，省财政预算农村低保资金
2 . 4 9 亿元，市、县两级预算农村低保资金
6 . 3 亿元，争取中央转移支付补助 1 . 3 9 亿
元。

截至 9 月底，山东省各地农村低保标准
已全部提高到不低于年 900 元，全省平均达
到每年 1045 元，最高为 2400 元。

受国内外市场影响

省内各地油价微降
本报济南 11 月 6 日讯 在国际油价下

降、国内销售低迷的双重影响下，我省各地
部分民营加油站从上周开始陆续调低成品油
销售价格。受此影响，近日，中石油、中石
化在部分地区开始自行降价。

11 月 6 日，中石油山东公司一位中层管
理人员确认，11 月以来，山东部分地区的加
油站的确调低了价格，“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
仅下调了 0 . 05 元和 0 . 07 元”。他说，按照国
家发改委有关规定，加油站的成品油零售价
格可由经营企业在零售基准价基础上，上下
浮动 8% ，“此次下调油价，符合这个规定。”

油价下调缘于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
水。山东财政学院教授王蔚称，仅 10 月份
一个月，国际原油价格就由每桶 100 多美元
降到了 80 美元/桶，目前已回落到 70 美元/
桶左右。“而现在国内市场仍然执行国际原
油每桶冲高 12 0 美元时的价格，显然不合
适。”王蔚表示，调低零售价格是大势所
趋。 (李梦)

邹平掏 150 万元

补 贴 困 难 奶 农
本报邹平讯 ( 通讯员李远征)为积极应

对“三鹿奶粉”事件对奶业造成的不利影
响，近日，邹平县将对部分困难奶农给予一
次性饲料成本补贴。

据悉，此次补贴按照每头产奶奶牛每天
1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补贴范围包括全县
9000 余头产奶奶牛，补贴金额按平均 16 天
计算，即每头产奶奶牛补贴 160 元。全县共
补贴 150 余万元。

目前，邹平县共有奶牛养殖户近 90 0
户，存栏奶牛 2 . 4 万余头。 11 月底之前，
县财政部门将会同畜牧兽医部门通过“财政
涉农补贴资金一本通”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
到奶农手中。对不能通过“一本通”发放的
养殖户，直接将补贴资金汇入其银行账户。

政府抢通销路 熨展奶农眉头
为化解三鹿奶粉事件影响，莱西市千方百计解决卖奶难

“自从加入鲁盛养鸭专业合作
社，购苗、饲料、销售、防疫、资
金都不用愁了，光去年一年就赚了
4 万多元。”临沂市河东区相公街
道郭团村村民高玉春说。目前，河
东区肉鸭养殖户已经达到 1000 多
户，鸭农年增收 6000 余万元。这
是临沂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一
个缩影。

临沂市是农业大市，农业人口
占全市总人口的八成以上，如何有
效地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是摆在市委市政府面前的头
等大事，而蓬勃发展的新型农业专
业合作组织就是一个积极的尝试。
临沂市市长张少军告诉记者说：
“近年来，临沂市以优质农产品基
地建设为抓手，规范发展专业合作

社组织，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的发
展，有力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
加。”

随着农业发展日趋国际化和市
场化，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越来越不
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单
枪匹马的农民迫切需要抱团闯市
场。在临沂，新型专业合作组织如
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截至目前，
临沂市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经
达到 11 1 2 8 家，带动农户 96 . 6 2
万人，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数
量居山东省第一位。

说起专业合作社的好处，河东
区供销社主任叶军颇有心得：“合
作社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农户的养殖
购销问题，单个农户遇到的资金匮
乏、标准化生产、经营风险问题，

还增强了农民的合作意识、契约意
识和诚信意识。”

组建专业合作社，农民是最直
接的受益者。“专业合作社实际上
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这种新型
互助性经济组织可以有效地整合市
场信息，开展农产品产前、产中、
产后服务，从而有效地降低成本，
抵御市场风险，有效地增加农民收
入。”叶军告诉记者。莒南县筵宾
镇齐家庄蔬菜大棚专业户李长堂算
了这样一笔账：“当市场价格低的
时候，合作社按保护价每斤 0 . 5
元收购；如果行情好，合作社就以
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平均价格
差价按 4 ： 6 分成，农民拿大头。
俺 6 分地的大棚每年至少收入 1 . 5
万元。”

如今，临沂市农业合作社的
组建形式越来越灵活。“现在的
农业专业合作社主要有三种形
式：一种是农业龙头企业带动
型，这种合作社规模一般比较
大，管理比较严格和规范，合作
社采取统一供种、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制定收购保护价；再一
种是种养大户等农村里的能人带
动组建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规
模一般比较小；还有一种就是由
农民自发组建起来的合作社，这
种管理一般比较松散。但是无论
哪一种专业合作社都能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莒南县农业局局长崔佃胜说。

本报记者 杨德超
本报通讯员 郇恒赛 刘斯峰

11 月 6 日，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
在台北宾馆会见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一行。
这是陈云林向马英九赠送著名画家韩美林
的画作《骏马图》。 《厦门日报》供图

新华社台北 11 月 6 日电 台湾当
局领导人马英九 6 日上午在台北宾馆
会见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及协商代表
团主要成员、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等
海基会人员。

宾主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
互赠了礼品。

据新华社台北 11 月 6 日电 海协
会、海基会 6 日上午在台北举行记者
会，宣布两岸互赠大熊猫、珙桐树与
长鬃山羊、梅花鹿。来台时间延宕数
年的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即
将落户台北市木栅动物园，有望在春
节前后与台湾同胞见面。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在记者会上宣
布，“团团”“圆圆”在履行完相关
手续后即将抵台，落户台北市木栅动
物园。同时，他受汶川地震灾区羌族同
胞的委托，向台湾方面赠送 17 棵珙桐
树苗，以表达深深谢意。

马陈会面 云林赠“马”

马英九会见陈云林
两岸互赠珍稀动植物

农 村 低 保 标 准

提至不低于900 元

临沂：万余合作社让农民抱成团

临沂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
起点上：临沂市委、市政府正在全

面打造与人口大市相匹配的经济
大市、“物流天下”的商贸强市、古
今文化相辉映的文化名市、滨水生
态环境优越的宜居城市。这一目标

与省委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要求
是一致的，是对经济文化强市建设
质的要求和速度的规定。我们立足
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要求谋划临

沂，全面推进“经济大市、商贸强
市、文化名市、宜居城市”建设，努
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跨越
发展之路。 ——— 临沂市长张少军

市 长 语 录

城市名片

临沂市，常住人口 1027 . 5 万，
总面积 1 . 72 万平方公里，是山东省
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市。2007 年，
临沂市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1660 . 5
亿元，增长 16 . 2% ，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206 . 6 亿元，增长 4 . 7% ；第

二产业增加值 847 . 3 亿元，增长
16 . 3% ；第三产业增加值 606 . 6 亿
元，增长 19 .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