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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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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消息 畜禽种业是畜牧业发
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是畜牧业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近日，省畜牧局印发全
省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包括生猪、奶牛、肉
牛、羊、蛋鸡和肉鸡等 10个畜种，力争通过
15年的努力，建成比较完善的商业化育种体
系，自主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突破性
品种，确保畜禽核心种源自主可控，筑牢农
业农村现代化和人民美好生活的种业根基。

养猪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良
种是保障养猪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而遗传
改良是不断提高良种性能、促进养猪业提
质增效的重要手段。《山东省生猪遗传改良
计划（2021—2035年）》提出，到 2035年，建
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育种创新体系，建成
更加高效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主导品种
性能水平达到国内领先，生猪种业自主创
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种猪质量

和供给能力显著提升，核心种源本省自给
率达到 100%，并部分供应省外市场；以地
方猪遗传资源为素材培育的特色品种（系）
能充分满足多元化市场消费需求；打造山
东种猪品牌，培育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种猪
企业 5-6家。

奶牛养殖是我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十三五”末，我省在奶牛生产性能测定

（DHI）、种公牛站建设和奶牛育种技术研发
与应用等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山东省奶
牛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提出，到
2035年，奶牛品种登记工作基本覆盖到全
省，不断提升奶牛生产性能测定规模与数据
质量；基因组选择技术全面应用于青年公牛
的选择，开展联合后裔测定稳步推进种公牛
的自主选育；我省种公牛的评价体系与全
国、国际的遗传评估体系无缝对接；建设 3-
5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培育出大量优秀种

公牛并全面普及和推广优质冷冻精液；奶牛
年平均产奶量达 10000千克。

为提高肉鸡种业科技创新水平，提高肉
鸡育种能力、生产水平和养殖效益，《山东
省肉鸡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 年）》提
出，到 2035年，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以市
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结合的现代种业创新
体系。建立起遗传资源异地集中保种与原
产地保种相结合的保种体系，以及重要性
状评估评价体系，建立健全遗传资源动态
监测预警体系，省级保护品种有效保护率
达到 100%。引进国内外的优良肉鸡遗传
资源，建立创新利用的支持保障体系，打造
2-3家国家级肉鸡育种龙头企业。培育新
品种（配套系）3-5个，其中快速型肉鸡 1-2
个、黄羽肉鸡 1-2个、小型肉鸡 1-2个。培
育新品种生产性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良
种供应能力处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占

全国的 20%以上。
另据了解，我省于去年 5月全面启动的

第三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已于去年 12
月 30日完成全部普查数据审核提交。此次
我省普查到 30个畜种 434个畜禽品种 2600
多万头（只/羽），其中能繁母畜 300多万头

（只），种公畜 27万多头（只）。普查品种占
所有畜禽品种（全国总计 948个品种）近半，
普查数据量位居全国第一。

另外，我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
35 个地方品种（含山东小毛驴）在本次普
查中均被发现。蒙山牛、泗水裘皮羊数量
极少，品种存在严重危机。列入红色名单
的烟台糁糠鸡，本次普查仍未发现。新发
现资源填报 37 个 32 万多只（羽），筛选并
经省专家组初步鉴别后，10个有典型资源
特征。

（毛鑫鑫 吴孝兵 陶家树）

“利用我们自身区位优势，抢抓发展
机遇，狠抓项目建设、咬定科技创新、做
强主导产业，全力推动挂车产业发展提
速度、上档次、强实力，实现了由粗放型、
数量型、分散型向技能型、质量型、集约
型的羽化蝶变，我镇现有规模以上企业
38家，其中专用挂车企业 35家（国家工
信部公告企业 30家），‘四下’企业 400余
家。”1月 9日，郓城县杨庄集镇镇长高青
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目前，杨庄集镇挂车产业园是全市
同行业规模最大、全省最具有影响力的
产业园区。2021年，杨庄集镇企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45.6亿元、利税 4.2亿元。

坚持培大育强，持续推动
挂车产业“扩规模”

内提素质外学经验，积极扩大产业
规模。杨庄集镇始终坚持对内“规范、发
展、提高”，对外“联高、联大、联强”的发
展思路，主动向同行领跑者取经问道，引
进先进的管理制度、营销理念和生产技
术，积极扩大生产规模，推动产业裂变式
增长。截至目前，全镇各类挂车企业 30
多家、企业工人达到 4500余人，比 2016
年翻了一番还多。

头雁领航梯次发展，培育壮大龙头
企业。深入实施龙头企业培育五年行动
计划，杨庄集镇引导企业走差异化发展
道路，鼓励建宇特种车辆、金达挂车、新
亚挂车等龙头企业引进新设备、延长产
业链、开发新产品、提升附加值，进而形
成其他专用汽车及配件企业为补充和配
套的梯次发展格局，促进了集群内部协
作和良性竞争，产业集群整体竞争力大
幅提高。截至目前，全镇已基本形成生
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全产业化链条。
其中，建宇特种车辆连续多年荣获市级
纳税百强企业称号。

优化环境，全力抓好招商引资。杨
庄集镇积极克服疫情影响，综合运用以
商招商、园区招商、亲情招商、环境招商

“四张牌”，着力引进既“好看”又“好吃”
的大项目、好项目，持续增创挂车产业高
质量发展新优势。2017年以来，先后落
地项目 21个、总投资 35亿元。其中，齐
鲁汽贸产品科技创新基地总投资 5.8亿
元，建成后年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2亿
元、利润0.9亿元。

聚焦“专精特新”，持续推
动挂车产业“提质量”

在“专”字上做文章，提升园区承载
能 力 。 杨 庄 集 镇 在 产 业 园 原 有 占 地
2500亩的基础上，又新规划 3000亩，产
业园总占地面积达到 5500亩，有力推动
了建宇特种车辆、金达挂车等实力雄厚
的企业入园发展，使挂车集群规模迅速
扩大。同时，镇政府牵头与企业负责人
共同制定行业标准 103条，依托郓城县
专用车行业商会搭建市场、技术平台，
形成稳定强大的状态以解决企业自身
发展障碍，以现代民营企业的角度进行
产业转型，以抱团发展换来产业的膨胀
壮大。

在“精”字上做文章，推动产业提档
升级。杨庄集镇坚持以技术改造助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园全力推动挂车
产业逐渐向高端、智能、绿色方向迈进。
2016年以来，先后实施重大技改项目 12
个，累计完成投入 15.1亿元。瑞亚智能
共享喷涂工厂利用粉末涂料替代传统油
性涂料，原料利用率由 40%提高到 98%
以上，VOCs零排放，彻底改变了散、乱、
差的分散式喷涂模式，服务辐射 32家专
用车生产企业。

在“特”字上做文章，提升企业创新
能力。实施科技创新“五个一”工程（帮
助企业对接一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引
进和转化一项科研成果，开发一项新技
术或新产品，形成一项专利，培养一支企
业自身的研发团队），加快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促进金达挂车、畅达专用车等

5家企业与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山东
交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建立了紧密的校
企合作技术协作关系，合作研发新产品
110个、转化科技成果 205项。

在“新”字上做文章，深入推进“招才
引智”。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
紧密结合挂车产业发展实际，引导企业
开展“订单式”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活
动，为优秀人才提供绿色通道。2016年
以来，杨庄集镇累计引进“高、精、尖”等
高技能人才 178名，为挂车产业发展提
供了强大智力支撑。

做优精准服务，持续推动
挂车产业“添活力”

主动靠上，提供“保姆式”服务。制
定《杨庄集镇科级领导包保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的实施方案》，包保干部在不影响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每周
深入项目实地走访、现场办公；每月召开
一次联席会议，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解决
问题。2021年，共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 400余项。

纾困帮扶，提供“菜单式”服务。建
立领导干部与企业家“直通车”制度，包
保领导与企业家常态化沟通，及时了解
掌握企业存在的短处、缺陷、不足，提供

“菜单式”集成化服务，落实小微企业融
资担保降费奖补资金，进一步推进减税
降费。2021年，杨庄集镇累计帮助企业
融资 23亿元，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
问题有效缓解。

搭建平台，提供“一链式”服务。按
照“对外合作、对内整合、延伸链条、突出
配套”的挂车产业发展思路，杨庄集镇全
力打造占地 93亩的齐鲁汽贸产品科技
创新基地，引进先进的跨境电商交易理
念，建设集跨境电商、产品展示、技术研
发、维护保养、产品检测等多功能的一体
化自贸平台，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一
链式”服务。

通讯员 郭恒杰 季行岚 记者 郑华伟

1月 11日，在成武县

白浮图镇孙庙村，村民们

正在采收菠菜。据村民

介绍，由于前期和收购方

签署了合同，上千亩菠菜

早早被订购一空，即将装

车运往沈阳。据悉，孙庙

村有着 30余年的蔬菜种

植历史，为了提高土地利

用率，村民们选择在空闲

期种上生产周期短、见效

快的菠菜，这种循环间作

的种植模式，进一步增加

了菜农收入。

记者 杨 飞 摄

1月 11日，牡丹区沙土镇虎运牛肉操作车间内，工人正在搬运牛肉。近年来，沙土镇积极推进市级重点镇建设，通过建立
食品工业园区，引入虎运牛肉、裕鹏、锦全、汇宝、随园、伊森、掌中宝、云海等十余家肉食品加工企业，产品涵盖牛羊肉、鸡肉、鱿
鱼串、玉米串、猪排、猪肚等50多个品种，带动2000余名村民就业增收。 记者 李若生 摄

近日，在郓城县政务服务中心内西南
角的“工会妈妈小屋”内，两名女职工正在交
流育儿心得。这所位于公共场所的“工会妈
妈小屋”自投入使用以来，已经成为服务中
心哺乳期、生理期的女职工和携带孩子前来
办理业务女群众交流育儿心得、心理调整和
舒缓压力的温馨场所。

“工会妈妈小屋”是市总工会将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推出的一项惠
及广大女职工的重要民生项目，通过建设专
门的女职工私密空间，配套相应设施，为孕
期、哺乳期和生理期女职工提供关爱、贴心
服务，维护女职工的特殊权益。

在“工会妈妈小屋”内记者看到，小屋
虽然不大，但配备完善、功能齐全，十分温
馨。不但设置了防滑地面、儿童床、儿童餐
椅、沙发、电源插座、垃圾桶等物品，而且还
配备了宽大洁净的宝宝护理台和内含滑梯、
秋千、海洋球等玩具的儿童娱乐区域。

“小屋有专人管理，定期进行消杀和
卫生清理，保持小屋整洁、舒适的环境。”
郓城县审批局工作人员王明舒感慨地说，
这样一个私密场所让孕期和哺乳期的女
同胞们在工作之余有了一个可以放松和
休息的地方，让她们这些“职场妈妈”们备
受温暖。

王明舒告诉记者，2021年夏天，有一位
怀孕的女客户在办理营业执照业务时突感
身体不适，由于没有同行的家属，商事登记
科工作人员赶紧将她搀扶到“工会妈妈小
屋”，一边询问孕妇身体状况、安抚她的情
绪，一边联系她的家属。当得知该孕妇有贫
血且由于天气太热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时，
工作人员赶紧利用小屋内配备的湿巾为她

物理降温，很快该孕妇的情况就得到了好
转。

据市总工会女工委主任吕晓华介绍，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市总工会将学习成果转
化为工作成效，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在全市育龄女职工人数较多、有
需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力推进“小屋”建
设工作，并积极倡导一些公共场所、经济园
区、商务楼宇建设“小屋”，使其成为基层落
实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保护的重要阵
地，以满足广大孕期、哺乳期和生理期女职
工的需求，保障她们的特殊权益。目前，全
市已建成“小屋”127所，市总工会进行了逐
一验收。

记者 时苏建

我省发布10个畜种遗传改良计划
力争用15年自主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突破性品种

““订单菠菜订单菠菜””喜获丰收喜获丰收

杨庄集镇：全力推动挂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建设“工会妈妈小屋”保障女职工特殊权益

龙头企业引领龙头企业引领 带动农民增收带动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 周天宇）日前我市发
布的 2021年水文年报显示，2021年，全
市年平均降水量达到 1090.6mm,较 2020
年 同 期 偏 多 73.0%，较 历 年 同 期 偏 多
67.0%。数据显示，2021年降水量是我市
有水文资料记录以来年最大值。

据市水文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1 年 1—5 月 份 ，全 市 平 均 降 水 量
143.4mm，较 2020年同期偏多 70.0%，较
历年同期偏多 12.0%，占全年降水量的
13.1% ；6—9 月 份 降 水 量 872.9mm，较
2020年同期偏多 87.0%，较历年同期偏
多 90.0%，占全年的 80.1%；10—12月份
降水量 74.2mm，较 2020年同期偏少 3%，
较历年同期偏多 13%，占全年的 6.8%。
与历史同期相比较，2021 年 6—9 月、2
月、9月降水量分别为 872.9mm、59.5mm、

277.3mm，均创造了我市历年同期最大的
降水量记录。

从各县区降水量来看，东明县降水
量最大为 1201.9mm，成武县降水量最小
为 1018.5mm，其 他 县 区 在 1048.9—
1135.1mm之间。最大点降水量东明县三
春集站 1430.9mm。与历史同期相比较来
看，牡丹区、鄄城县、东明县2021年降水量
分 别 达 到 1135.1mm、1082.5mm 和
1201.9mm，是这些县区历年最大降水量。

在降水分布方面，2021年我市降水
量大于 1000mm的区域基本呈均匀块状
分布，而大于 1200mm区域主要分布在单
县东部、鄄城县西北部和东明县北部的
小部分地区。同时，全市 2021年共发生
10次较大场次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夏秋
季节。

2021 年我市平均降水量 1090.6mm
为有水文资料记录以来年最大值

本报讯（记者 张 慧）1 月 12 日，由
菏泽市中华文化促进会、菏泽市齐鲁
文化促进会主办的“孟兆九先生山水
画艺术展”在市博物馆开展。副市长
侯婕、市政协副主席付守明出席开幕
式。

孟兆九，山东菏泽市人，生于 1959
年，曾任巨野县工艺美术总厂车间主任、
副厂长，巨野美术公司经理，特艺品公司
经理，中国书画艺术品拍卖公司顾问，菏
泽市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是我市

山水画家的优秀代表。他的画作寄情山
水，大气磅礴，取材广泛，视觉独特，作品
意境高雅，寄托浓浓的家国情怀。自参
加工作以来，他设计的工艺品、美术绘画
作品，参加国内外各界大展，曾获多项名
人名画奖项，并被编入《中国当代名人
录》，有 70余幅作品在专业报纸和杂志刊
登发表，有部分作品被国家博物馆、美术
馆画院收藏。

据悉，本次展览为期五天，共展出孟
兆九作品 40余幅。

孟兆九山水画艺术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 孟 冰）1月 11日，全
市新冠肺炎应急处置全要素实景演练动
员会召开。会议传达了省指挥部《关于
开展新冠肺炎应急处置全要素实景演练
的通知》，对各县区应急处置演练作出部
署。副市长侯婕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连日来，各地相继发生局
部聚集性疫情，并因临近春节人员流动
加大，增加了疫情蔓延的风险，各级各部
门要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迅速开
展实战化应急演练，筑牢疫情防控底线，
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贯
彻国家、省关于应急处置全要素实景演
练的要求，深刻理解防控演练的巨大意

义，并通过演练强化疫情防控措施，达到
查短板、补漏洞，检验方案、预案，锤炼队
伍、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的目的。

会议要求，各工作组、工作专班要迅
速与县区做好对接，并做好演练的准备、
业务指导和物资保障工作。要对标对表
演练方案，落实目标责任，不留空当、不
留遗漏。同时，市各督导组要深入一线
督导指导，及时进行抽查、评估演练时
效，提升科学防控能力。要抓紧完善春
节期间聚集性疫情应急处置预案，以及
春运、重点人群、公共场所、聚集性活动
等疫情防控、疫苗接种和服务保障工作，
全面落实外防输入措施，确保群众过一
个安全健康的春节。

全市新冠肺炎应急处置全要素实景演练动员会要求

确保群众过一个安全健康的春节

经市委常委会研究，李东燕同志拟

任市直部门单位正县级领导职务，杨绍青

同志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为了增

加干部任用工作的透明度，接受群众监

督，现予以公示。

李东燕，女，汉族，1973年 4月生，省

委党校大学，工程硕士，中共党员，东明县

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

杨绍青，男，汉族，1975年 9月生，在

职大学，中共党员，鄄城县委原副书记。

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

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市委组织部反

映（信函以当地邮戳时间为准）。反映问

题要实事求是，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

名。对线索不清的匿名电话和匿名信函，

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公示期限至 2022年

1月 19日。

接访时间：上午 8:30—12:00；下午 2:
00—5:30

接访地点：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市委办公大楼 415房间)
举报电话：0530-12380
举报网址：http:∥www.hz12380.gov.

cn
举报短信：15315612380

中共菏泽市委组织部

2022年 1月 12日

干部任前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