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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市中讯 3月7日，枣庄市盛达
农机公司里各式各样的农业机械有序排
列，大型收割机、拖拉机一应俱全。厂
院里，农机手孙海峰正在办理购车手
续，他不仅以旧换新，通过农机报废更
新补贴了自家合作社的农机设备，购买
一台全新的雷沃谷神GM5125小麦收割
机，还享受到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
实惠，为他的农业生产注入新活力。

“赶上好政策，无息贷款、以旧换
新，这个车28万，国家补贴4万，还有
一辆旧车置换给农机公司，又贷款 15
万，这贷款还是免息的，只需要掏很少
一部分钱，就能把这辆车开回家。有了
这台大马力的收割机，干活肯定更快，
开着更舒服，收入更高，日子越过越红
火。”市中区振同农机农业专业合作社农
机手孙海峰高兴地说。

今年35岁的孙海峰，在永安镇刘屯
村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农机能手，有着17
年农机驾驶经验的他，带着合作社的农
机手们走南闯北的同时，也见证了农业
机械的更新与蝶变。

“现在有补贴，以前都不敢想能开上
接近30万的新车，有了这台大功率的收
割机一天就能收二三百亩地，效率比之
前高多了。”孙海峰表示。

“我们会主动向来看车的农机手宣传
农机报废更新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相
关政策，让农机手把钱花在刀刃上。现
在申请农机购置补贴只要下载‘山东农
机补贴’APP，点击补贴申请，输入车
辆出厂码，完成个人信息注册，就可以
等待审核，操作非常方便。”枣庄市盛达
农机公司负责人齐秀娟说。

据了解，枣庄市盛达农机公司不仅

销售各类农业机械，还成为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的重要宣传窗口，像孙海峰一
样，许多农户在齐秀娟的帮助下，申请
到农机购置补贴，有效降低购机成本，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据统计，新一轮农机报废更新政策
实施以来，市中区农业农村局积极落实
农机报废更新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
策。做好拖拉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
等15类的老旧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让优
惠政策普惠更多农户。其中2024年报废
农机191台(套)，补贴61.6160万元，补
贴资金已全部到位。2024年，市中区补
贴资金 530 余万元。已补贴机具 409 台
(套)，积极开展宣传农机报废更新政
策，已录入报废信息16台(套)。

“通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全
区农机装备总量和作业面提升很快，到

2024 年底，农机总动力达到32.38万千
瓦，全区农业机械化两年三季作业面积
达24万亩，全区耕种收机械化率已达到
93.5%以上，全区农机化水平显著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市中
区农业农村局农机化股股长冯均喜介绍。

今年，市中区将抓好农机化新技术
新机具的推广应用，利用机具购置补贴
政策，重点抓好设施农业机械化、玉米
秸秆机械化精细粉碎还田、秸秆机械化
灭茬等农机应用推广，提高全区农机作
业水平;进一步落实好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提高农机装备水平，让更多农户享
受国家的红利政策;做好农机报废补贴、
更新的政策宣传，让更多的老旧农机换
成新机，让农民群众得实惠。

（记者 王兆虎 通讯员 王海楠
满芮萱）

市中：

农机购置补贴助力农业现代化

春风拂过龙山，龙湖碧波荡漾。走
进滕州市龙阳镇北部的“龙湖月色”创
新引领乡村振兴示范区，30余公里湖山
绿道蜿蜒穿行于山水之间，43亩油菜花
海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露营帐篷点缀
湖畔草地，关中美食香气四溢……这片
23平方公里的热土，正以“春之笔”绘
就一幅农文旅融合的振兴画卷，成为鲁
南地区春日经济的一抹亮色。

春景如画，山水之间见诗意

作为滕州的“城市后花园”，示范
区将生态禀赋转化为发展动能。龙山脚
下的龙湖碧波万顷，湖畔的油菜花幼苗
破土而出;望湖公园内，非遗集市与亲
水沙滩相映成趣，篝火营地升腾起人间
烟火，游客日可观古滕八景之“龙岭晴
云”“谷翠双峰”，夜可赏龙湖月色，

听“山鸣谷应”的生态交响。30 余公
里湖山绿道串联起龙山胜境、野生动物
园、全民健身公园、吉祥颂民宿等节
点，骑行爱好者穿梭于山水画廊，家庭
游客在龙小芽的奇幻冒险乐园体验无动
力设备的童趣，在萌宠乐园与小动物们
亲密互动，春日乡村焕发勃勃生机。

春潮涌动，多元业态聚活力

春日经济的蓬勃，源于系统性的业态
创新。示范区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轴，
打造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以旅游路、双
龙路为主线，打造由“龙小芽”IP 引领的

“龙阳果香”品牌采摘线，实现一二三产有
机融合，家庭农场里草莓挂满枝头，桃花
开始绽放;乡村运营中心内，电商直播间
里“我的家乡我代言”活动火热进行，不仅
线上销售农特产品，还为示范区宣传引

流，促进了农文旅的融合发展;“山东手
造”销售专区，聚焦本土特色产业和市场
消费需求，开发出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
手工技艺于一体的“龙阳好品”文创产品，
打造出汇山水、龙小芽系列产品30余种，

“绿萝卜、马铃薯、猕猴桃、桑椹干”等果蔬
礼盒系列近百种。

春味正浓，舌尖上的振兴密码

春天的味道，在示范区化作舌尖上的
经济密码。由专业团队运营的“关中印
象”美食街里，30余家关中非遗店铺与滕
州特色美食同台竞技，羊杂汤的醇厚与辣
子鸡盖面的鲜香交织成独特风味，红柳烤
肉与滕州菜煎饼香气交融，非遗美食与地
方特产碰撞出消费新场景;咖啡休闲吧
里，现磨咖啡香气与特色农产品展销相得
益彰，演绎着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共荣。数

据显示，美食街开业仅半年营业额突破
380万元，带动周边农产品销售500余万
元。“周末带娃过来玩，可在美食街品尝关
中美食也可在农家乐吃顿地道的辣子鸡，
一天的花费不到200元，还能体验乡村风
情。”济宁游客李女士点赞道。

暮色中的龙湖泛起粼粼波光，演艺
广场的音乐会歌声飘扬，露营基地的篝
火映红张张笑脸。“龙湖月色”创新引领
乡村振兴示范区，在春日里以其独特的
景观、蓬勃的经济和诱人的美食，展现
出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如今的“龙湖
月色”，既是生态宜居的“城市绿肺”，
也是三产融合的“产业沃土”，更是人才
辈出的“希望之城”。未来，示范区将继
续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整合资
源要素，全力打造具有滕州特色的乡村
振兴示范区，让这片乡村土地在春日的
阳光下持续绽放光彩。

春满龙湖映振兴
王玉登

本报滕州讯 春争日，夏争时，一年农事不宜迟。眼下，鲍沟镇
6.3万亩小麦陆续进入起身期，正是小麦生长的关键期。

连日来，鲍沟镇组织“土专家”来到田间“把脉”，邀请“田秀
才”地头“送宝”，通过“实地讲解+现场操作”指导农户开展春季田
间管理，传授群众关键技术，让群众听得清楚、记得明白，为粮食丰产
丰收提供了坚实保障。“业务人员讲得很细致，玉米套种大豆，去年我
家种了一季 20 亩效果不错，今天现场又解决了去年种植中遇到的问
题，今年的30亩玉米大豆套种丰收应该不成问题”，后汉宫村种植大户
吕大哥信心满满地说道。

开春以来，为助推全镇春耕春种工作有序开展，鲍沟镇紧抓有利农
时，充分发挥“土专家”“田秀才”作用，搭建“春耕课堂”，深入田间地头、集
镇市场，用老百姓听得懂的“方言土话”，开展“零距离”“面对面”宣讲，向
群众推广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先进实用技术，宣传各种惠农政策，提
供生产、销售等急需的各类服务信息，解决群众的科技难题，通过搭建乡
村讲堂、田间课堂等方式，送科技种田到户、良种良法到田、技术要领到
人，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技术指导，带动更多农户由“会种地”变“慧种
地”，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 田坤 通讯员 徐艳)

鲍沟镇:

“田秀才”活跃田间助春耕

本报讯 近年来，枣庄海关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聚焦我市
外贸发展大局和企业经营难点，深入开展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
动，将主动披露作为推进海关柔性执法的一项重要举措加以推广实施，
为外贸企业提供了自查自纠、守法便利通道，允许主动纠错，引导企业
提高合规经营水平。

枣庄海关梳理新增不予行政处罚违规事项，通过媒体宣传、关贸业务
交流群、“关企面对面”活动、下厂稽核查等方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宣贯受理方式、适用情形、办理流程等，扩大政策知晓度和参与面，覆盖
企业300余家;建立疑难问题研判机制，设立专人专岗受理主动披露事
项，对易发、多发的同质类违规行为，进行“一对一”精准政策宣传和业务
指导，实现精准帮扶;引导企业开展内部评估、合规自查、主动纠错，提升
规范自律意识，严格受理、征询、核实、处置程序，规范系统操作，加强法制
审核和自查自纠，防止出现错误适用情况，确保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2024年以来，枣庄海关受理主动披露作业8起，办结8起，追补税款46.50
万元，减免罚金38.22万元，实现了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提
升了企业享惠获得感。 (记者 李鲁 通讯员 耿道君)

枣庄海关扎实开展
主动披露工作助企纾困

本报讯 ３月20日，市委宣传部启动部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
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对部机关
学习教育工作作出安排。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永生出席并讲话。

陈永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高
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从严从实，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一体推进
学查改。要坚持开门教育，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加强警示教育，确保学
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抓好
宣传引导，力戒形式主义，以优良作风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
展。 （记者 单成镇）

市委宣传部启动部署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国家医保局和省医保局进一步提升医保工作透
明度、发挥医保数据赋能医疗机构发展作用的部署要求，促进医疗、医
保、医药协同发展，３月21日上午，我市举办医保数据定向发布会。

会议指出，医保数据定向发布是推进医保领域政务公开、增进民生
工作透明度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具体实
践。要精准把握好医保数据公布的关键环节，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深
化合作交流，坚持以数据共享赋能医药机构、以数据协同赋能经济发
展、以数据发掘赋能服务大局，奋力开创三医协同发展治理新局面，努
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枣庄篇章贡献智慧力量。

市医保数据工作组向定点医药机构全量公布了2024年医保基金收
支、支付方式改革、异地就医、医保药品追溯码采集等数据信息，通过
主动亮医保基金家底、晒医保改革成效、稳医疗机构预期，全面展示医
保基金运行的透明度和精细度，促进医保数据共享共通，主动赋能医疗
机构高质量发展。部分定点医药机构代表就发挥医保数据作用提升基金
使用水平进行了交流发言。数据工作组部分成员进行了现场答疑，向现
场提问的医药机构代表详细解答了医保相关问题。

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医保社会监督
员等参加。 （记者 孙秋实）

以数据发掘赋能服务大局
开创三医协同发展治理新局面

为落实“双减”政策，进一步将校园安全精细化管理落在实处，近
日，山亭区北庄镇半湖小学因地制宜，巧妙设计，用环保材料将包含健
体、益智、趣味的传统地面游戏“画”进校园，给孩子们打造了一个

“地面游乐园”。 (侯婷婷 杨洋 摄)

3月20日，薛城区气象局组
织开展世界气象日活动，通过实
地参观气象仪器、聆听科普讲
解，体验气象观测设备，让小学
生直观感受气象科学的魅力，迎
接世界气象日。

图为工作人员为小学生讲解
气象观测仪器的工作原理。

（记者 王龙飞 摄）

共探气象奥秘
迎接世界气象日

（上接第一版） 目前，我市的石榴种
植面积已达 12 万亩，拥有 600 余万株石
榴树，年产量超过 6 万吨。从事石榴种
植、加工、销售的企业和市场主体已发展
到118家，石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今年
计划扩种30万株良种石榴树，加快省级
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试点项目建设，力争
2025年石榴产业链总产值突破55亿元。

我市培育的特色农产品还有山亭甘
薯、滕州马铃薯、薛城青萝卜、店子长
红枣等，通过品牌化打造和市场推广，

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在山亭区，甘薯产业的发展成为乡

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通过引链、补链、
强链，实现了甘薯的规模化种植、标准
化生产、产业化管理和品牌化经营。山
亭现代农业产业园获评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被列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综
合示范区。

滕州市则聚焦马铃薯产业，通过
“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
户”的模式，推动马铃薯种植规模化、

加工产业化、销售品牌化，不仅成为全
国菜用马铃薯行业的“风向标”，还被列
入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获得
欧盟保护。

农业科技创新也为产业培育注入了
强大动力。在滕州马铃薯组织培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泓安马铃薯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安修海正在进行农业新品种的研
发和新技术的试验。他向记者介绍：“我
们培育出了‘滕育 1 号’‘滕育 2 号’

‘界星1号’等多个马铃薯脱毒新品种。

主要脱除六项病毒，植株更健壮，生长
更快，抗病性和抗逆性更强。”

……
如今，我市现代化设施农业星罗棋

布，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活力满满。从靠天
吃饭到科技赋能，从单打独斗到集群发
展，从默默无闻到品牌响亮，农业的蜕变
令人惊叹。未来，我市将继续深耕特色农
业，以产业之力塑乡村格局，为乡村振兴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让“枣庄品牌”在全
国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本报滕州讯 2月份,枣矿集团滨湖
煤矿克服生产条件复杂多变、春节假期
有效生产作业时间短等不利影响,锚定目
标、持续发力、集智攻坚,精煤产量与掘
进进尺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商品煤销量持
续向好……通过科学调度与高效生产,

“小月”作出了大贡献,为首季“开门
红”打下坚实基础。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走进滨湖
煤矿,蓬勃向上的干事热情扑面而来。在
综采二区班前会上,区长尹岩正进行下井
前的动员:“小月时间紧,任务重,可咱不
能掉链子。大家都加把劲,在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争取多割一刀!”这样的场景已
成为班前会常态。

采煤机滚筒飞转,液压支架“臂膀”
不停来回伸缩,滚滚乌金顺着煤壁倾泻而
下,皮带源源不断运往地面,通过优化

“一面一策”生产方案,保证了单面保全
矿,2月份全矿完成精煤产量5.9万余吨。

面对31601 工作面的特殊地质挑战
——50 米全岩断层带与复合地堑构造,
区长甘超带领职工研究方案、昼夜奋战,
采用“平推渐进+松动爆破”工艺,平均
每天打眼150个,通过改进截割参数、优
化爆破孔距,确保了顺利通过断层带。

在掘进生产环节,充分发挥新装备技
术优势,通过系统化剖析现有工艺流程,
精准定位支护衔接、物料周转等制约环
节。创新实施工序交叉作业法,减少各环
节间的等待时间,实现每班循环作业时间
压缩10%,日进尺提升1.5米,2月份完成
掘进进尺710余米,创效能力显著提升。

针对物料成本在掘进生产中占比高
的管控的难点,实行物料定额管理,根据
巷道规格、掘进进度等因素,精确计算每
班物料用量,严格按照定额发放,避免浪
费。同时,大力开展物料回收复用工作,
对皮带、H架、架杆、托辊、锚杆等可回收

材料进行分类回收、修复再利用,回收率
达到75%,有效降低了物料投入成本。

生产源头抓得好,销售龙头同样舞得
好。他们按照保产量、保质量、保销量的
工作要求,找准采场与市场的结合点、产
量与质量的平衡点,科学优化生产模式、
合理调优劳动组织,全面抓好高效生产、
高效运输、高效洗选、高效发运,做到以质
促销、以质增效、以质保价的同时,实施差
异化服务,守住老客户、抓住新客户、发掘
优质客户,不断优化客户结构、产品结构,
稳固老市场,开拓新市场,实现效益最大
化。 (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孙冬)

滨湖煤矿“小月”作出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