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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王建 孔斌

  群山环抱中的泗水县圣水峪镇前峪村，
满目青翠。棠梨山脚下，一座省级保种场
内，“咩咩”声此起彼伏。羊群欢跃间，一
个奇特景象引人驻足——— 许多羊头顶赫然长
着4只弯角。
  “多角性正是泗水裘皮羊的‘身份
证’。”保种场负责人、泗水圣丰养殖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健解释。这个43岁的本地汉
子，黑脸膛透着朴实，言语间充满热忱。
  据刘健介绍，泗水裘皮羊又称“泗河绵
羊”，原产于济宁市泗河两岸的泗水县及周
边地区，是中国珍贵的畜牧遗产资源之一、
山东省地方品种，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品种名录》。1981年，农业部认定其为优良地
方品种，并将泗水县划为裘皮羊生产基地。

2013年，泗水裘皮羊被认定为“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
  刘健的裘皮羊情结深植于家族记忆。爷
爷曾珍视一件裘皮袄，父亲却亲历了泗水裘
皮羊市场价值的没落。2000年，高中毕业的
刘健选择在家乡创业，购进小尾寒羊、波尔
山羊等市场价值高的新品种，从“小羊倌”
起步，养羊规模一度达400只，年收入达数十
万元。
  15年前，为了不让泗水裘皮羊的种源泯
灭，泗水县畜牧部门从民间收购裘皮羊数百
只，建设一处小型保种场，由一名养殖大户
托管经营。然而，泗水裘皮羊繁殖性能较
低，后来，保种场的裘皮羊几易其主，数量
顿减。为此，当地畜牧部门发出通告，在全
县范围内急招泗水裘皮羊守护人。
  “县内仅存的37只纯种泗水裘皮羊流离
失所，无人认养。”这则消息触动了刘健。

  “一只羊是放，一群也是放！”刘健毅
然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7只公羊、30只
母羊。彼时并无专项补贴，家人却一致支
持：“就当为子孙后代做公益了。”
  保种事业刚起步，挑战接踵而至。2022年
11月，泗水裘皮羊入选山东省保护名录，按
规定需独立封闭养殖。刘健不得不另起炉
灶，新建专用保种场。
  办证成为头道难关。泗水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闻讯而动，启动“特色养殖一件事”集
成服务，专班上门对接。短短数天，《动物
防疫条件合格证》及全国唯一的泗水裘皮羊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便送达刘健手
中。“真没想到这么快！”他感慨万分。
  此时，为给裘皮羊保种场持续提供动
力，泗水县畜牧事业发展中心积极到省、市
开展对上争取工作，获得裘皮羊的保种补
贴，解决了羊的饲养、防疫以及圈舍维护等

费用。同时，从县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选
派吴付安、陈广平等兽医专业技术人员靠上
指导裘皮羊生产。
  政策东风助力，刘健迸发更大魄力。他
多方筹资150万元，一座现代化保种场拔地而
起——— 两排标准化羊舍、44个独立栏位，可
容纳1000只种羊。新场引来新气象。仅两年多
的时间，这群“四角羊”已繁育至320只，保
种未来可期。
  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
所高校聚焦其独特的多角性及裘毛品质启动
研究。山东农业大学常仲乐副教授团队常年
驻场攻关。
  “保种非一日之功，但看着种群一天天
扩大，就像守住了活的历史。”刘健抚过羊
角，望向新建的羊舍。“按现在的繁殖速
度，预计2026年底就能达到400只规模的保种
上限。到时就可以对外推广销售了。”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冉文星 报道
  本报梁山讯 梁山经济开发区紧扣党建与产业融
合主线，实施“红色工匠”培育行动，激发党员队伍
活力。
  作为全国专用汽车产业基地，梁山经济开发区与
县委组织部、县人社局共同实施“梁山好‘焊’”技能人
才培育工程，邀请高校专家与企业骨干联合授课，配备
智能焊接机器人等设备，累计开展专业焊接培训10期，
培训党员职工300余人次。针对教育服务产业党员，实
施“水浒印匠”党员培育工程，组织开展智能图书排版、
校对等培训。与梁山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建立“新生
代企业家”培养机制，实施导师帮带制度，常态化开展
专题调研、座谈交流活动。在开发区机关，实施“经开
先锋”培育，开展基层党建、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等相关培训。 

从37只到320只
——— 泗水裘皮羊保种重生记

梁山经济开发区实施

“红色工匠”培育行动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周梦茹 报道
　　本报微山讯 5月30日，济宁市“我们的节日·端
午”主题活动在微山县昭阳街道白鹭湖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热闹开启。此次活动集文化传承、民俗体验与爱
心传递于一体，让群众在互动式、沉浸式活动中感受传
统文化魅力。
　　活动现场，“端午文化宣讲”以多元的宣讲形式令
人眼前一亮。快板、脱口秀、歌舞等精彩表演赢得居民
阵阵掌声。包粽子、龙舟模型制作、五彩绳编制、艾草
香囊制作、剪纸……“端午民俗体验”引来众人参与，感
受民俗文化。济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前往微山湖老年
疗养中心，开展“过佳节送温暖”活动。志愿者们为老
人们送去精心准备的粽子等慰问品。

端午多彩活动

传递文化魅力

  □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尹丽娜 高震

　　5月29日，2025济宁市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
城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济宁太白湖
新区方特东方欲晓开幕。活动现场，济宁市
连发三大政策“礼包”，为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针对国际旅游市场复苏态势，济宁市推出
《2025年入境旅游招徕奖励工作方案》，拿出“真
金白银”吸引境外游客。政策明确，旅行社一
次性组织境外游客10人及以上，在济宁至少住
宿1晚且游览2个以上收费景区的，分别给予旅
行社100元至150元人民币不等的奖励；一次性
组织入境游客乘坐旅游包机转机到达济宁大
安机场，每架次60人以上、在济宁住宿至少1
晚，且游览2个以上收费景区的，给予每团2万
至3万元人民币不等的奖励；组织入境（含港澳
台）研学团队来济宁住宿1晚以上，在规定时间
内累计接待达1000、3000、5000人次，分别按每人
次10元、20元、30元给予奖励。
　　“这相当于给旅行社发了一张含金量十足
的‘邀请函’。”现场一名旅游企业负责人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50人的入境研学
团，按每人150元奖励标准，可获7500元补
贴，加上景区门票、住宿等联动消费，经济
效益十分可观。
 　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挖潜文旅
消费潜力，大力开发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创产
品是应有之义。济宁推出首届“孔子文旅
杯”好礼济宁文创产品设计暨转化大赛，瞄
准的正是“两创”对文化资源的再开发、再
利用。
 　大赛以“新文创、新生活、新产业”为理念，
面向全国征集融合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等元素
的实物类和设计类作品。实物类涵盖文物文
创、非遗工艺等九大领域，要求兼具文化内涵
与实用功能；设计类注重视觉创新，鼓励开发
IP形象和品牌标识。奖项设置上，实物类金奖
奖金达1万元，另设30个大学生创意奖，前10名
每人奖励1000元，为青年设计者搭建舞台。
 　“我们设计的这款济宁‘好家伙’夹饼玩偶

取材于任城区特色市井小吃——— 夹饼，它既具
备加德、加礼、加福、加薪‘万物可夹’的美好寓
意，又与运河文化和儒家文化融南汇北、和而
不同的地方人文底蕴高度契合。”谈到计划携
新IP玩偶参赛的初衷，济宁好家伙项目负责人
杨旭日表示，当任城夹饼形象与地方文化、美
食、风物跨界融合，注入新潮创意，定能唤起年
轻人的文化与情感共鸣。
　　为做大做强“演出+旅游”融合模式，《济宁
市支持演唱会经济发展若干措施（试行）》打出

“审批提速+奖补激励+配套服务”组合拳。大

型演出审批时限从25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
日，实行巡演首演地审核负责制，为主办方减
负。奖补政策按售票规模分档，3000人以上场
次最高可获50万元补贴，同时赋予观众“福利
彩蛋”——— 凭门票可享部分A级景区优惠，演唱
会当日公交提供延时接驳服务。
 　一场万人演唱会能带来百万级消费联动。
数据显示，2024年济宁一音乐节吸引3万名观
众，带动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280%，景区门票
收入提升45%。此政策将演出与文旅消费深度
绑定，不仅让歌迷“为歌而来”，更引导他们“因

景停留”，实现“一次观演、多日停留、全产业链
消费”的乘数效应。
　 三大政策“礼包”背后，是济宁推动文旅深
度融合的清晰路径：以入境旅游拓展国际“朋
友圈”，以文创开发打通“文化资源—创意设
计—市场转化”链条，以演唱会经济激活年轻
群体消费。正如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王晖所言，“我们既要守护好文化根脉，也要用
创新手段让文化‘活’起来、‘潮’起来，在实打
实为济宁‘涨粉’的同时，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带
走‘济宁记忆’、留下‘文化回响’。”

以入境旅游拓展国际“朋友圈”，以文创开发打通产业链条，以演唱会经济激活年轻群体消费———

三大政策礼包“涨粉”济宁文旅

  □记者 孟一 实习生 张颖 报道
  本报济宁讯 5月26日，记者从济宁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发布会获悉，2025年夏季高考期间，济宁将继续
开展“绿丝带”爱心送考护考志愿服务行动，为考生营
造便捷、舒适、安全的考试环境。
  自2010年首届“绿丝带”行动开展以来，众多爱心
车主踊跃参与。今年，济宁市广泛发动，城区9家出租
车企业、2家城市公交运营企业将积极组织信誉好、服
务优、技术强的驾驶员参与，600多名出租车驾驶员和
880余辆公交车报名，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同时
为保障安全，对驾驶员进行安全驾驶和应急处置能力
培训，检查车辆安全技术状况。

济宁将继续开展

“绿丝带”送考护考

  □ 本报记者 高峰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杨思文 张勇 范凯歌

　　“嘟嘟嘟……”前不久，邹城市中心店街道
屯厂村，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打破了午后的宁
静。网格员李振换赶紧放下手头工作，根据手
机上智慧物联网平台的提示，匆忙来到独居老
人靳庆梅家。
　　原来，靳庆梅家厨房突发漏水，老人急忙
按下“中心惦家”紧急按钮求助。了解情况后，
李振换迅速联系供水网格员前来维修，又仔细
擦干厨房积水，临走时还不忘叮嘱老人有需要
随时按紧急按钮。
　　这个小小的按钮，是邹城市中心店街道引入

的智慧物联网平台的一部分，让老人足不出户就
能一键求助。如今，屯厂村已有97户家庭装上了
这个“安心按钮”，其中10户行动不便的特殊老人
家中还安装了可视化紧急按钮，接通后网格员可
直接与老人视频通话，方便及时看到老人在家的
情况，了解其需求，让关爱无死角。
　　近年来，邹城市探索科技赋能基层治理，
打造老年友好型社区。当地还在一些老旧小
区推广安装了智能水表，通过智能远传水表实
时数据共享、运用，给独居老人予以“智能守
护”，协助解决独居老人的照护难题。
　　与传统水表相比，智能远传水表实现了远
程数据的采集和上传功能，通过实时收集独居
老人的用水数据关注老人安全，运用大数据信

息技术分析，一旦连续12小时用水量低于0.01
立方米或连续4小时高于0.03立方米，系统会监
测出现异常用水情况并弹出报警信息，社区网
格员会立即上门核实情况，为老人的生活加上
了一道“智慧保险”。
　　“没想到这小小的仪器，让我生活安心多
了！”说起家中安装的智能设备，家住邹城市凫
山街道前庙户营社区的八旬独居老人孟庆怡
竖起大拇指。由于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她常年
独自生活，加上平时很少出门，社交活动也有
限，她的安全问题一直让社区工作人员担忧。
　　去年，社区工作人员在她家中安装了多种
智能设备，包括燃气报警器、特征识别跌倒守
护仪、门磁传感器等，保障了她的生活安全。

“他们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这些智能设
备就像‘守护神’，时刻守护着他们的安全。”前
庙户营社区网格员孙素娟说。
　　邹城市依托智能化平台，收集了100万余
条信息，将居民信息精准匹配到住所，方便网
格员随时查阅。如今，当地48个城市社区全部
上线智慧社区小程序，实现居民“一键点单”，
社区工作者“一键接单”“一键派单”。
　　从智慧物联网平台到智慧社区小程序，邹
城正通过科技赋能，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
具效率。邹城市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常务副主
任张厚珍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网格+
智能’为抓手，让基层治理更智慧、更贴近百姓
需求，努力跑出基层治理‘加速度’。”

邹城探索科技赋能基层社会治理

“智能保姆”住进独居老人家

  □记者 王浩奇 实习生 张颖 报道
 　本报济宁讯 5月29日，记者从济宁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济宁市应急管理局采
取一系列有力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安全生产行政
许可服务水平。
 　济宁市应急管理局对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奖
励、行政备案、其他行政权力事项等“7+1”类政务服务
事项展开细致梳理。制定48个标准化实施清单和办事
指南，实现同一事项在桌面端、窗口端、移动端“同标准
受理、同流程办理”，消除地域和途径差异给群众和企
业办事带来的不便。同时，强化电子证照全流程管理，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业务办结当日，将企业电子证照信
息录入系统，企业可实时在线获取。同时，建立了电子
证照与实体证照数据对账机制，保证证照信息、状态精
准匹配。当地还创新推行电子数据核验工作，目前，营
业执照、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特种作
业操作证等资质证明类，以及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证明、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等备案登记
类中，能够通过数据共享或部门内部查询等方式核验
的企业信息、个人信息，均可免于提交纸质材料。

济宁多措并举优化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服务

  □记者 吕光社 实习生 张颖 报道
  本报鱼台讯 近日，记者从济宁市政府新闻办获
悉，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鱼台县充分挖掘堤顶路
的体育价值，依托河湖堤顶路策划了惠河环线，西支
河—东鱼河环线，惠河—东鱼河环线3条精品骑行
路线。
  鱼台县处于微山湖西岸，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17
条河流纵横交错。该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绿色发展观，对境内河流进行生态综合治理，扎实推进
河道清淤、堤岸加固、堤顶路建设、防洪标准提升、堤岸
经济林建设、沿河驿站建设等，惠河、南四湖（鱼台段）、
东鱼河、西支河已成功创建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实
现了“河畅、水清、堤固、路通、岸绿、景美”。

鱼台依托河湖堤顶路

打造3条精品骑行路线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段新朋

　　眼下，金乡县70万亩大蒜已收获完毕，
新蒜进入了集中晾晒入库阶段。行走蒜乡，
今年的大蒜产业链上有哪些新鲜事？听听蒜
农和企业怎么说。 
　　“亩产6030斤，这是俺家种出来的最高产
量了！”前不久，金乡县高河街道郭七楼村
村民杨春玲的蒜田里传来喜讯。农业专家现
场测产结果显示，她家种的“金蒜5号”新品
种产量刷新了纪录。“金蒜5号”新品种不仅
产量高，还抗病、耐寒、抗早衰，从播种到
采收仅需220多天，与常规金乡紫皮相比增产
26.45%。
　　一粒良种关乎农民丰收，维系产业命
脉。金乡推动大蒜产业链向前端延伸，构建
产研学用一体化的大蒜产品研发培育体系，

目前新品种“金蒜5号”“金蒜3号”等已推
广6万余亩，带动10万余农户标准化种植，户
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
　　种得好还要收得好。一直以来，大蒜收
种劳动强度大、人工成本高，机械化难普及
等问题困扰着大蒜产业发展。前不久，记者
在金乡县举办的一场大蒜机械化收获现场演
示观摩活动中看到，多台先进的大蒜联合收
获机依次进田作业，精准地完成大蒜的挖
掘、分离、收集等一系列工序。许多大蒜种
植户说，今年的大蒜收获季，他们在机械化
助力下，提升了收获效率。当地的山东省玛
丽亚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大蒜全产
业链产品装备的研发生产，目前已研制出大
蒜播种机、大蒜收获机、大蒜分选机、大蒜
加工生产线等12个系列156款产品。该公司销
售部部长李国庆介绍：“我们首创了精确正
芽大蒜播种机，确保至少93%的蒜瓣种子直立

播种。大蒜收获机能一次性完成挖蒜、清
理、蒜秆切割、装袋等作业，以前两个人一
天也就能收一亩地，现在一台收获机一个小
时就能收两亩。”
　　大蒜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大蒜贸易
最怕价格大起大落。我们搭建了大蒜信息服
务平台，尽可能帮助农户和企业规避风
险。”金乡县蒜通天下产业园办公室经理邵
玉珍介绍，他们开发了手机小程序“蒜通天
下”，无论是客商、小贩还是农户，都可以
通过这一平台随时了解存量需求、价格走势
等市场信息。
　　作为世界大蒜种植培育、储藏加工、贸
易和价格形成中心，金乡市场汇集了全国各
地的大蒜，年交易量超过300万吨，大蒜及其
制品出口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加工出
口量占全国的70%。同时，当地拥有规模以上
大蒜加工企业128家，年加工能力达110万吨，

大蒜加工转化率达78.88%，开发黑蒜、大蒜酱
料、大蒜素胶囊等40多种深加工产品，附加
值增长数十倍。
　　与此同时，当地围绕各类大蒜加工企业
需求和产业发展，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
革与本地产业禀赋深度融合，通过流程重
塑、数字赋能，实施大蒜产业“一件事”集
成服务改革。
　　“我们不断拓展大蒜产业‘一件事’特
色服务场景，打造‘种—产—检—销’增值
服务链。”金乡县政协副主席、行政审批服
务局局长周小丽表示。金乡县一方面在审批大
厅设立“大蒜产业一件事专窗”，集成办理企业
设立、立项备案、施工许可等9个事项。另一方
面，依托线上平台“产业大脑”，开辟金乡县大
蒜产业加工经营一件事专栏，涵盖大蒜产业政
策包、业务办理系统、金乡大蒜指数等功能，数
字赋能，提质增效。

蒜乡新事
新品种增产超26%，全程机械化提升收获效率，“一件事”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张仲清 孔琦琦 报道
 　本报邹城讯 “轰隆隆——— ”5月29日清晨，邹城市
峄山镇贾洼村的麦田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端”着收割
台穿梭其中。随着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麦
粒源源不断地流入运输车辆。
　　眼下，邹城市53.9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今年

“三夏”生产，当地农机部门推广先进适用收割机，相比
传统机械，作业效率提升了2倍以上，小麦收割损失率
降低至1%左右，每亩地能减少损失10斤左右，53.9万亩
小麦相当于增产530多万斤。“新型联合收割机不仅脱
粒和分离效率高，而且粮食损失率低。”邹城市昌农农
机合作社负责人贾幸福对新型联合收割机赞不绝口。
　　“我们通过组织机收损失监测和技能比武活动，筛
选出适合当地的作业模式，最大限度降低小麦机收损
失。”邹城市农业机械现代化发展促进中心生产科科长
李越介绍。

邹城麦收

“减”出530多万斤增量
     □记者 吕光社 报道

  5月29日晚，2025济宁市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开幕式上无人机编队在方特东方欲晓上空精彩表演，发出“相约孔孟
之乡运河之都 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邀约，燃爆端午节旅游。据统计，端午三天假期，全市25家旅游监测重点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0.57万人次，同
比增长37.62%，营业收入3122万元，同比增长37.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