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孟令洋

  寒风渐退，暖阳初照，枣庄市薛城区街
头巷尾张灯结彩，年味四溢。 1 月 7日，枣庄
市2025 “运河大集”新春季暨薛城区年货节
启动仪式在双子星恒太城举行。
  活动现场，特色农产品展销区热闹非
凡。色泽诱人的枣庄辣子鸡，让人口水直
流。鸡肉裹满红亮的辣椒油，搭配着青椒、
红椒等配菜，香气四溢，辣而不燥。石榴个
个饱满圆润、红里透黄。剥开外皮，晶莹剔
透的石榴籽紧密排列，似玛瑙般诱人，咬上
一口，酸甜的滋味在舌尖散开，吸引众多市
民驻足挑选。
  摊主们忙得不亦乐乎，一边热情地招呼
顾客，一边详细介绍自家产品的特色，吆喝
声、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欢快的
新年乐章。
  “运河大集”新春季系列活动，既是一

场富有地域特色的年货大集，也是一场饱含
枣庄韵味的文化大集，更是一场送利于民的
惠民大集。活动期间，枣庄精心设置了特色
农产品展销区、精品手造展销区、民俗非遗
展销区等，旨在传承运河文化、提振市场消
费、拉动经济增长。
  非遗展区，人头攒动。在柳编展示区
前，传承人双手灵动穿梭，细长的柳条在他
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或编或绕，或穿或
插，不一会儿，精巧的篮子、别致的箩筐便
有模有样了。
  围观市民纷纷鼓掌，赞叹连连。在泥哨
制作区，形态各异的泥哨摆满桌面。传承人
拿起一团团泥巴，轻轻捏几下，再用简单工
具雕琢，安上苇笛，一只泥哨就成了。吹响
时清脆悦耳，引得孩子们争相把玩。在枣庄
窑陶瓷展区，琳琅满目的精美陶瓷制品令人
目不暇接，引得众人纷纷驻足欣赏。这些非
遗项目既承载着枣庄的历史与文化，也让市

民近距离领略到传统技艺的精湛。
  随着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欢快开
场，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舞者们身着
盛装，舞姿婀娜，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在移
风易俗小戏小剧展演中，演员们用生动的表
演演绎新时代的文明故事，倡导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摒弃陈规陋习。幽默诙谐的台
词、贴近生活的剧情，引来台下观众阵阵掌
声，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着文明新风尚。
  时值正午，越来越多的市民涌入活动现
场，逛大集、买好货、赏民俗、贺新年。
“这年货节办得太好了，既能买到正宗的土
特产，又能看大戏、赏非遗。”市民张永功
大爷笑着说，年味儿一下就浓了。此次活动
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节日生活，也为枣庄新年
增添了别样活力，进一步叫响了“运河大
集·福乐枣庄”品牌，让枣庄的传统文化与
特色产品在新年之际熠熠生辉，助力枣庄在
新的一年消费升级、文化繁荣。

  本次“运河大集”新春季暨薛城区年货
节还设置了电器类商品等区域，为广大市民
提供了一个赶大集、办年货、享年味的好机
会。“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拓展消费场景，
以更多富有‘烟火气’的惠民活动，掀起全
市消费热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提
供新引擎、注入新动能。”枣庄市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枣庄锚定“强工兴产、转型突
围”发展目标，把推动经济发展、恢复和扩
大消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
化需求摆在优先位置，以“运河大集·福乐
枣庄”活动为引领，整合枣庄精品手造、民
俗文化、特色美食等资源，持续开展主题突
出、内容丰富而又饱含烟火气息、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化文艺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全
市文旅消费市场呈现出货丰价稳、供销两旺
的可喜态势。

枣庄市2025“运河大集”新春季暨薛城区年货节启动仪式举行

赶运河大集 品浓浓年味

  □ 本报记者 孟令洋

   本报通讯员 张发阳 李志超 魏建

  北风猎猎，枣庄冠世榴园内石榴枝随风
摇曳。几公里外，王老吉大健康产业园的生
产车间里，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每
一条生产线都在高效运转，满负荷生产，一
幅热火朝天的场景。
  “今天从8 点开始发货，已发了30 多辆
车，还有60 多辆车正在排队。”山东美果来
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福广一大早就开始
忙着发货。目前，美果来石榴汁产销两旺，
春节前订单已经全部排满，订单总额达3000
余万元。
  石榴全身是宝，但“农产品不加工，等
于一场空”。聚焦打造百亿石榴产业目标，
枣庄以项目建设推进延链补链强链，助推石
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在市中区，晟达菲尔大健康产业园新建
成的厂房里，NFC 石榴汁深加工项目进入了
全速生产状态。明亮整洁的现代化厂房里，
榨汁、萃取、调配、灌装等各类20 余台生产
设备，在智慧化系统的指挥下，正源源不断

地生产出一瓶瓶NFC石榴汁。
  “这条生产线是国内目前最先进的NFC
生产线。第一条生产线日产 NFC 果汁 200
吨，春节后第二条生产线将同步进行安装，
两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每天产能可达 40 0
吨。”晟达菲尔大健康产业（山东）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坤说。
  晟达菲尔大健康产业（山东）有限公司
作为枣庄市目前投资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
的乳制品项目，于 2023 年 12 月开始投资建
设，2024 年 12 月建成达产。其中石榴汁生产
项目投资1 . 1 亿元，聚力打造石榴精深加工中
心，可年产NFC 石榴汁与茶饮料8 万吨，拥
有冻干式奶酪加工、奶酪生产快速成型等十
余项专利技术。  
  新年伊始，枣庄企业纷纷开启“忙碌模
式”，全力以赴赶订单、忙生产、拓市场，
以“起步就要提速，开局就要争先”的奋进
姿态，全力冲刺首季“开门红”。
  华润三九（枣庄）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润枣庄”）是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最大的中药颗粒剂生产基地， 2024
年，该公司生产 999 感冒灵颗粒约 150 万件

13 . 5 亿袋。今年以来，该公司采取三班两运
转方式组织800 余名工人日夜不停投入生产，
全力以赴赶订单，积极为新的一年创造新业
绩、实现新跨越开好头、起好步。
   “当前，999 感冒灵颗粒订单已排到3月
份，预计一季度产值1 . 9 亿元。”华润枣庄总经
理赵胜说，为保障订单如期交付和市场供应，
华润枣庄6条中药颗粒剂生产线全部开动，每
天生产999 感冒灵颗粒大约6000 件 540 万袋。
目前，华润枣庄在加快推进三期扩能和智能制
造项目生产线的调试工作，预计3月份进行正
式生产，全部投产后产值可增加2亿元。
  2024 年以来，枣庄坚持将“工业倍增”
作为“头号工程”部署实施，在巩固建材、
造纸、纺织等传统产业优势的基础上，积极
推进以新能源电池、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
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集聚，着力壮大以
“两高四新”为主体的“ 6+3 ”现代产业体
系。 1— 11 月，全市37 个行业大类中有30 个
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7 . 4% ，切实以新型工业的“铁筋骨”挺
起实体经济的“硬脊梁”。
  铆足干劲忙生产，开足马力赶订单。近

日，记者在山东东滕阿胶有限公司看到，该
公司生产车间内同样一片忙碌，4条生产线全
部开动，工人们忙着进行前处理、切胶、晾
胶、擦胶、灭菌、包装等。
  “自公司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阿胶产
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致力于传承与创新
传统阿胶工艺。”山东东滕阿胶有限公司生
产负责人江宗胜说，目前，核心产品阿胶订
单同比增长10%，预计一季度产值将突破3000
万元。
  在峄城区，山东丰源轮胎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条条崭新的轮胎缓缓走
下生产线；在山东锦海伦服饰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1000 余台缝纫机高效运转，赶制海
外订单。
  在山东铭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人们正
通过大型吊装设备进行装载，准备将产品发往
海外市场。这两天，公司总经理周长涛忙着盯
生产。“新年伊始，我们接到了来自埃及、澳大
利亚、墨西哥等国家的多笔海外订单，订单总
金额超过500 万元。”周长涛说，目前车间正在
满负荷生产，确保能够按时保质保量地交付订
单，力争实现第一季度开门红。

枣庄各大企业赶订单忙生产全力冲刺“开门红”

挺起实体经济发展“硬脊梁”

  □记者 吴荣欣 孟令洋 报道
  本报枣庄讯 1 月 2 日，2025 年枣庄第一
场政策例行吹风会召开，聚焦辣子鸡产业发
展。2024 年12月24日，枣庄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了《关于支持枣庄辣子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举全市之力
擦亮“中国辣子鸡之乡”金字招牌，推动全产业
链融合发展。
  枣庄辣子鸡已有百余年历史，承载了几代
人的乡土饮食记忆，是枣庄最亮丽的名片之
一，在中华美食界独树一帜、地位特殊。《若干
措施》积极借鉴外地经验做法，制定了五部分

内容共计 14 条措施，促进辣子鸡产业高质量
发展。
  培育产业龙头，推动集聚发展。做好“扩
大种养规模、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产业集聚”三
篇文章，加强对枣庄辣子鸡的代表品种———

“枣庄孙枝鸡”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同步抓好草
鸡养殖、皱皮辣椒种植，推广“龙头企业+合作
社+基地”等发展模式，打造枣庄辣子鸡特色产
业融合示范新场景、新地标。
  创新营销方式，开拓多元市场。突出“线
上线下融合、连锁经营推广、多元矩阵创建”三
个重点，发挥枣庄辣子鸡身处山东电商产业带

的优势，推动枣庄辣子鸡进展会、进商超、进平
台、进景区，鼓励企业在全国布局一批枣庄辣
子鸡旗舰店、连锁店，运用视频直播等数字化
手段讲好枣庄辣子鸡故事。
  加强产业融合，提升发展质量。聚焦“商
旅融合发展、打响赛事品牌、强化招商引资”三
个方面，培育“枣庄辣子鸡电商直播+旅游”业
态，举办全国炒鸡大赛、辣子鸡职业技能竞赛
等品牌活动，谋划招引辣子鸡产业延链、补链、
强链重点项目，积极争取枣庄辣子鸡口味新品
进驻知名餐饮连锁企业。
  聚焦共用共享，完善标准体系。抓好“构

建产业标准、实施品牌战略、开展从业培训”三
个环节，推动制定“枣庄辣子鸡”企业标准和团
体标准，研究完善产业标准体系，注册“枣庄辣
子鸡”集体商标、“枣庄孙枝鸡”等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支持职业院校等机构开展辣子鸡职业
技能培训。
  强化组织建设，夯实发展基础。建立工作
协调推进机制，上下联动、形成合力，分行业、
分领域制订工作方案、配套政策和任务清单，
成立枣庄辣子鸡产业发展联盟，发挥枣庄辣子
鸡产业协会等机构作用，强化诚信兴商，规范
行业经营，推进自律发展。

枣庄出台14条措施支持辣子鸡产业发展

  □通讯员 张媛媛 李强
   记者 孟令洋 报道
  本报滕州讯 寒风凛冽，在滕州一处大棚
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用科技手段管理黄瓜秧
苗，他们依照农技人员的指导，精心调控大棚
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确保每一株秧苗健康
成长。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秉持绿色防控
理念，倡导物理、生物防治方法。”滕州市农业
农村局蔬菜站站长马海艳解释，一般用安装防
虫网、黄蓝板等方式诱捕害虫，释放天敌昆虫
来控制虫害，同时建议菜农合理使用生物农
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保障蔬菜质量安全。

  近年来，滕州市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征
程中，始终将技术保障作为关键支撑，致力于
为种植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推动农业产
业不断优化升级。
  滕州市人才创新驱动中心积极组织推动
滕州市北大仓面粉有限公司与济南大学徐会
连院士团队合作成立了滕州马铃薯加工产业
研发中心，重点关注将废水处理转化为生物有
机液态肥，利用薯渣研发饲料添加剂、功能性
食品等，助推农业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目前
双方正在积极协商签订协议，技术团队已针对
北大仓面粉有限公司开启了前期薯渣成分含
量分析研究工作。

  信华新格林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园（以下简
称“示范园”）的蝴蝶兰种植项目，是滕州市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亮丽风景线。目前，示范
园全面采取设施农业智慧化管理和生产方式，
采用业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通过物联网全
智能化管控，可以实时定量精确把关，种植人
员只需按个开关、进行选择，就能种好果、养好
花，真正实现集自动化、智能化、工厂化、立体
化等技术于一体，以数字农业助推滕州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
  “我们定期组织农户参加技术培训课程和
现场实操演练，将新技术、新方法传授给菜
农。”马海艳说，像无士栽培、水肥一体化等前

沿技术，已在部分温室成功应用，并逐步推广，
培养了一批有技术、懂经营的新型农民。
  如今，示范园里的蝴蝶兰鲜花产品，与
市场供应链龙头企业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化链条，不仅带动了滕州
市花卉产业的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
劲动力。这也是滕州市打造现代农业产业特
色新模式，促进农业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的
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全市共培育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9 个、企业品牌22 个，累计认证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244 个，
认定特色农产品优势区5个、国家地理标志农
产品5个。

科技创新点亮田间希望

  □记者 吴荣欣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近年来，枣庄市台儿庄区围绕民生
领域大事、要事、难事、急事，加大对医疗、乡村建
设等领域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力度，把审计监督跟
进到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
  为推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台儿庄区沿着“政
治—政策—项目—资金”这条主线，统筹协调、周密
安排，以资金、项目为抓手，重点对农村供水、住
房、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文化、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
情况开展专项审计调查，把监督跟进到民生项目和资
金的“最后一公里”。
  台儿庄区重点抽查5 个乡镇21 个村和17 个部门
（单位）、 10 家企业，入户调查130 户农户，涉及23
个项目33899 万元资金，审计组通过实地走访农户，
发放调查问卷，实地查看农村供水、住房、人居环
境、清洁取暖等普惠性兜底性基础设施建设及管护情
况，筛查比对各项补贴数据等多种方式，发现乡村建
设资金保障不足、项目建设管护不到位，以及侵害农
民利益等问题，提出健全完善运行管理办法，落实运
行维护经费等审计建议，促进乡村建设行动政策落地
生效。

台儿庄加大

民生资金项目审计力度

  □记者 孟令洋 通讯员 崔累果 报道
  本报枣庄讯 2024 年 12 月 31 日，枣庄市城乡供
水一体化工程建成通水活动举行。自2023 年启动实
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以来，枣庄不断完善供水网
络、提升供水品质、强化供水管理，推动形成多源互
补、一网互通的全域化供水格局，聚力实现从“水源
头”到“水龙头”的全流程监管，让广大群众用上了
安全水、放心水。
  前不久，随着润泽水厂一期工程投入运行，枣庄
市山亭区321 个自然村实现了集中供水。村庄用水经
过90 多项检测，水质更有保障。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被列为山亭区委、区政府“一号民生工程”。科学确
立“大厂小站、高池细管”供水模式，经过近2年时
间，全区14 . 1 万户农村群众实现规模化供水，规模
化覆盖率达到97% ，供水时长提高到24 小时，成为
全省山丘区供水“山亭样板”。
  据了解，枣庄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自启动实施
以来，新建改建规模化供水工程 26 个、骨干管网
1400 余公里，更新改造供水管网老旧薄弱村952 个，
实现自来水“村村通”，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供
水人口比例达到95%以上。

枣庄市城乡供水一体化

工程建成通水

  □记者 孟令洋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日前，记者从枣庄高新区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该区所有行政村已全面建成村级快
递服务站点并正常运营，解决了农村寄递“最后一公
里”问题。
  按照《枣庄市落实“快递进村”财政奖补政策实
施细则》，积极对接上级有关部门，区行政审批局、
财政金融局协调联动，畅通资金拨付渠道，及时发放
资金16 . 9 万元用于提升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积
极引导中通、申通、圆通、韵达、极兔等企业建设区
级供配中心，鼓励快递企业合作，在光源路组建了枣
庄高新区快递物流园区；在张范街道建设了镇级寄递
物流公共配送中心，连接张范街道 15 个村级快递
点；邮政公司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发挥快递企业托
底作用，提高运营的衔接效率和服务水平，实现农村
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到村，打通农村寄递“最后一公
里”。
  枣庄高新区村级快递点的设立，可以创造50—
100 人的就业岗位，让农村闲散劳动力有了稳定工作
和收入来源。当前，枣庄高新区快递日均进村量9000
余件，有效地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带动了农村经济
发展，助力了乡村振兴。

枣庄高新区打通

农村寄递“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樊增阳 陈永 记者 孟令洋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每当夜色渐浓，在枣庄市山亭区桑
村镇街头巷尾，人们总能遇到不停穿梭的治安联防队
员，他们深入乡村、沿街商铺等处，全面摸排各类安
全隐患。“现在，我们村也有治安联防队员巡逻了，
矛盾纠纷比过去明显少了不少，大伙儿心里踏实多
了。”1月7日，说起治安环境的变化，当地居民杨
运德赞不绝口。
  桑村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针对辖
区治安力量薄弱、盗窃案件易发等问题，建立起人防
物防技防“三防一体”防控机制，坚持组织推动、机
制驱动、人员联动、保障促动齐发力，开展治安联防
“筑安”行动，形成了以派出所为核心、各村治安联
防队为基础、义务巡逻队为补充的三级治安防控网
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警力有限，民力无边。桑村镇党委副书记、政法
委员彭斌介绍，桑村镇按照“网格+警格”模式划分
巡防网格，特别是将群众防范最薄弱、最需要平安守
护的深夜时分作为巡逻重点，采取“车巡+步巡”方
式，加大轮班巡逻，全力提升见警率和管事率，切实
增强群众的安全感。

桑村镇打造

三级治安防控网络

□记者 孟令洋 报道
  春节临近，鲁南喜馍进入消费旺季。在枣庄公交
集团创新工作室，鲁南喜馍制作师将石榴元素与传统
美食及艺术巧妙结合，制作出“红石榴”喜馍系列产
品，为新年增添了浓厚氛围。

  □通讯员 孙慧
   记者 孟令洋 报道
  近日，枣庄市峄城区第二实验幼儿园举办
“非遗进校园 欢乐迎新年”活动，孩子们观
看“赶毛驴”、柳琴戏等非遗表演，感受传统
民俗文化魅力。

非遗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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