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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牡丹区

本报讯（通 讯 员 郜玉

华 贾斌 孔得旺） “ 这 里

环 境 越 来 越 好 了 ，周 末 的 时

候 我 们 经 常 和 朋 友 一 块 来

玩 ，看 到 这 水 清 岸 绿 的 景

色 ，心 情 非 常 舒 畅 。”近 日 ，

在 牡 丹 区 安 兴 河 岸 边 ，前 来

游玩的市民张春婷感到惬意

无比。

安 兴 河 的 美 丽 蝶 变 是

牡 丹 区 水 务 局 积 极 落 实 河

湖 长 制 推 动 河 湖“ 长 治 ”的

重 要 缩 影 。 2022 年 5 月 底 ，

牡丹区已经顺利完成安兴河

上 游 的 治 理 工 程 。 2024 年 ，

安兴河申请省级美丽幸福河

湖，争取省级资金 335 万元，

目 前 各 项 工 作 正 在 紧 张 建

设中。

近 年 来 ，牡 丹 区 牢 固 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 ，统 筹 水 资 源 、水 环 境 、水

生 态 治 理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河

湖 长 制 ，以 美 丽 幸 福 河 湖创

建为抓手，在持续抓整治的同

时，在“水文化”上做文章，推

动“水、城、人、景”合一，沿岸

变得水清景美，居民水生态获

得感大大提升。

为 确 保 水 环 境 长 治 久

清 ，牡 丹 区 通 过 严 格 落 实 河

湖 长 制 ，积 极 推 动 美 丽 幸 福

河湖建设，构建了分工负责、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牡丹

区水务局提醒督促各级河长

切实履行河道安全第一责任，

定期开展巡河，早发现、早处

理涉河“四乱”等问题。经过

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治理，辖区

内 河 湖 生 态 环 境 明 显 改 善 ，

“生态牡丹区”再现“水清、岸

绿、景美”河湖景象。

此外，牡丹区还通过开辟

水上生态长廊，持续改善区域

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七里

河水上以及周边旅游设施的

建 设 ，推 动 了 区 域 旅 游 经 济

发展，实现产业振兴，助力牡

丹区走上旅游经济可持续发

展之路。

本报讯（通讯员 郜

玉华 王娜） 近日，菏泽

牡丹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成功促成国安文

化旅游有限公司和青岛工

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达成

合作，共同推动牡丹芍药

的种植、盆栽、鲜切花与新

品种研发培育等领域的合

作发展。

今年以来，牡丹省级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主动搭台当“红娘”，推

动建立牡丹领域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机制，促进牡

丹科技创新，推动更多牡

丹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发起成立

了菏泽牡丹高新技术发

展联盟，汇聚高等院校、

科 研 院 所 、牡 丹 龙 头 企

业、花卉种植基地及关联

产业发展的行政部门等

21 家理事单位，打造集研

究、评价、服务为一体的

创新服务平台。积极与

高等院校开展“产学研”

合作与技术交流，将中国

农科院科研成果“水肥一

体化”高效农业技术在当

地牡丹产业推广应用。

同时，牡丹省级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积

极实施“牡丹人才”聚合

举措，建设产业发展“智

能库”。逐步摸清统计国

内牡丹芍药产业行业的

高新人才，建设了人才信

息库，经常联络开展牡丹

人才交流、技术培训与合

作等活动，举办牡丹芍药

科研成果推介会，促进科

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

架”，加速牡丹芍药产 业

发 展 。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

媒体记者 郭卫东） 11
月 15 日 ，牡 丹 区 人 民 政

府 新 闻 办 公 室 、牡 丹 区

发展和改革局联合举行

加快推进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新闻发布会。

近年来，牡丹区立足

区位资源禀赋，锚定高质

量发展目标，坚持集聚发

展现代服务业、改造提升

传统服务业，四大商贸物

流园区、八大专业市场、

十大城市综合体持续壮

大，各重点商圈影响力、

辐 射 力 不 断 提 升 ，牡 丹

路、中华路“一纵一横”楼

宇经济发展格局初步形

成，前三季度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236 亿元，

增长 6.8%。

强 化 政 策 和 规 划 引

领，制定了系列服务业产

业 发 展 意 见 ，明 确 全 区

现代服务业重点产业发

展 方 向 ，引 导 各 类 现 代

服务业有序发展。扎实

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工

作 ，先 后 开 展 了 省 级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经 验 做 法

被印发推广。同时，牡丹

区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 ，厚 植 教 体 医 养 产 业

优 势 ，推 进 现 代 服 务 业

积 聚 成 势 ，优 化 服 务 业

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优

质高端、特色突出、多点

开 花 ”的 服 务 业 发 展 新

格局。

本报讯（牡 丹 晚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郭卫东） 11 月 18 日 ，牡 丹

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结合区教

体局举办集团化办学工作新闻发

布会。

近年来，牡丹区不断加大教育

投入，强化城乡学校和教师队伍建

设，全面提升办学条件和师资水

平。不断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探索

出“城区强校+城区（郊）新校”“城

区名校+农村学校”“镇区强校+薄

弱学校”的集团化办学模式，走出

了一条“1+N”多法人集团化办学

之路。“1”是指教育集团校本部，

“N”指教育集团不同区域、不同学

段的成员校。教育集团从校本部

选派精干力量，组建成员学校的领

导班子及级部管理团队。教育集

团采取统一学校发展规划、统一校

园文化建设、统一教学工作安排、

统一教育科学研究、统一教育质量

评价、统一教育品牌创建等“六统

一”管理模式，促进各成员校快速

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

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全区相继

成立了二十一中、二十二中、实验

小学等 6 个中小学教育集团，集团

化办学不断拓展。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 郭卫东） 11 月 18 日，牡丹区

沙土镇农副食品加工产业发展新闻

发布会召开。

近年来，沙土镇紧紧围绕农副

产品深加工产业，持续拉长产业链

条，培育壮大产业集群。目前，全

镇现有各类企业 500 余家，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 50 家，省级农业龙头

企业 4 家，市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4 家，具有自主进出口经营权企业

9 家。产品涵盖果蔬、肉类、面点、

预制菜 4 大门类 600 余个品种，已

初步建立起集种养殖、加工、仓储、

物流、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条，年产值突破 70亿元。

为发展食品产业，沙土镇先

后完成食品小镇概念性规划、食

品小镇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主动融入全市发展规划，引导项

目集约集群集聚发展。制定出台

加快推进“一村一品”建设和发展

的实施方案，按照“镇园合一、产

城一体、产业融合、生态为基”的

发展理念，突出龙头带动、延链强

链、项目支撑，做大做强蔬菜种植

及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主导产业。

先 后 荣 获 全 国“ 一 村 一 品 ”示 范

镇、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十亿元

镇等荣誉。

本报讯（牡 丹 晚报全媒体记

者 郭卫东） 11月 15日，牡丹区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与牡丹区交

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举行“服

务全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新闻发

布会。

据了解，截至目前，牡丹区交

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共排查各类

隐 患 300 余 处 ，其 中 重 大 隐 患 3
处。对于能当场整改的隐患，督

促相关单位立即整改；对于重大

隐患，则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对

于无法当场消除的隐患，移交局

综合执法队依法依规责令整改处

罚。定期开展“回头看”工作，常

态化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及时上

报排查情况，保障交通运输事业

的稳定发展。

同时，牡丹区交通运输事业发

展中心持续加强对交通运输企业

安全、维修企业的安全管理。一方

面加大对企业的安全培训和宣传

力度，提高企业的安全意识和责

任意识；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监

管机制，加强执法力度，确保各项

安全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美丽河湖”扮靓城市生态底色

日前，村民在牡丹区李

村镇黄河庄园农场分拣大

白菜，装箱发往外地。该农

场种植的绿色无公害果蔬

都是订单式销售，好品质卖

出了好价钱，也进一步拓宽

了农产品销售渠道。李村

镇依托俺家后院文旅基地、

誉文黄河牡丹芍药种植基

地、鲁冰花生态园、黄河庄

园等一批项目，着力发展高

效生态农业，助力村民就业

增收。

通讯员 郜玉华 林志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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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化办学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