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5年5月2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孟见 孙勇 编辑：高辉 责任校对：刘贤慧要闻·综合

人
人
都
是
枣
庄
形
象

处
处
都
是
文
明
考
场

滕州讯 眼下，小麦进入到收割时
期，在鲍沟镇田间地头，收割机成为今年
春管的主角。从“人力弯腰”到“铁牛驰
骋”，从“经验种田”到“数据赋能”，鲍
沟镇通过全链条机械化升级、全产业科技
赋能，让乡村振兴的快车在科技赋能的轨
道上疾驰在广袤田野上。

走进鲍沟镇丰歌家庭农场，植保无
人机正以每分钟 150 亩的速度喷洒农
药，智能水肥一体机精准调控灌溉系
统，北斗导航拖拉机在田间勾勒出整齐
的垄线。“过去打药需要 10 个人干 3 天，

现在无人机半天就搞定！”农场负责人陈
苓介绍道，通过集成应用无人机、物联
网、遥感卫星等技术，农场人工成本降
低 60% ， 亩 均 增 产 15% 。 这 种 “ 科 技
范”十足的场景，已成为鲍沟镇农业生
产的常态。

鲍沟镇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
手，创新“集体土地+农户土地”入社模
式，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目前，全镇8
家规模合作社整合土地2.3万亩，通过统
一采购农资、统一机械化作业、统一品牌
销售，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无

缝对接。政策扶持方面，鲍沟镇积极落实
山东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同时，镇政府
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农机贷”，为农户
提供贴息贷款，解决购机资金难题。鑫剑
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表示，“政府补贴加上
贷款支持，我们购置的航空植保直升机两
年就收回了成本，现在服务范围覆盖4万
亩农田。”

在赵庄村，54 户闲置庭院变身“黑
木耳种植园”，通过“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模式，实现“春季木耳、秋季平
菇、冬季羊肚菌”的四季轮作。村民赵

恒福说，“我把闲置院子入股合作社，
每年能拿 3000 元分红，还能在合作社
打工赚薪金，一年收入超过 2 万元。”这
种“庭院经济”模式已在全镇 22 个村推
广。

鲍沟镇将绿色理念贯穿农业生产全过
程，推广膜下滴灌、秸秆还田等技术，建
成高标准农田3万亩。同时，依托“平安
乡村”系统，构建“大数据+网格化”治
理模式，村干部通过手机 APP 实时监控
田间火情、病虫害等情况，实现农业管理
精准化。 （徐艳）

鲍沟镇:

科技赋能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本报滕州讯 日前,张汪镇人大积极
履职,充分发挥“民意窗”“连心桥”与监
督员的三重作用,扎实推进辖区图斑整改
工作。

为加强耕地保护政策宣传,凝聚群
众思想共识,该镇人大代表充分发挥密
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搭建与群众沟通的

“连心桥”,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联合
镇村干部走进群众家中、奔赴田间地
头,与村民们“面对面”交流,在交流中
既讲政策、讲道理,又耐心倾听诉求、

化解顾虑,全方位向群众宣传相关法律
法规、分析形势,细致讲解耕地保护政
策,现场解答疑惑并动员指导群众开展
图斑内耕地复耕,用心用情引导群众增
强保护耕地意识,通过当好群众情绪的

“疏导者”、政策声音的“传递者”,让
耕地保护政策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群众

“心田”。
为全面掌握耕地图斑实际情况,人大

代表们积极主动承担图斑排查任务,与村
干部紧密协作,多次深入实地开展走访调

研,精准掌握图斑的类型、分布、附着物
现状和存在问题,建立详细台账,制定科学
复垦复种计划,为耕地恢复提供坚实的数
据支撑。同时,代表们坚持问需于民,广泛
倾听群众对耕地保护的意见和建议,悉心
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及时将群众的心声
和疑惑反映到相关部门,并督促相关部门
及时完善解决办法,力促耕地保护工作有
序开展。

该镇人大时刻关注着耕地恢复进展
情况,持续深入耕地图斑整改一线,开展

有针对性的专项监督,坚决遏制整改过程
中弄虚作假、整改不彻底等现象。代表
们深入各村,核对涉及耕地情况,掌握整
改工作进展,对照图斑整改方案和标准,
逐一核查涉及农户、面积、整改现状,并
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此外,人大代表们
还对已恢复的图斑进行“回头看”,建立
动态跟踪机制,防止问题反弹,全力推进
图斑整改工作提质增效,确保耕地保护政
策落到实处。

(记者 孙守生 通讯员 刘崇元)

张汪镇人大:

推进图斑整治守护耕地“生命线”

蒋庄煤矿持续以亲情浸润,丰富安全
宣教内涵和外延,通过多元化、全方位的
安全宣教,让职工将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深植于心、外化于行,筑牢煤矿安全根基。

以情动人—安全余音绕心

“我把我最喜欢的奥特曼卡片夹在了
你的工作本里,希望他能保护你每天平安
回家!”

“无论秋冬还是炎夏,我们都在等您平
安回家!”

一句句温馨的叮咛,是亲情最真挚的
流露。近日,蒋庄煤矿综掘二区班前会上,
当班职工一同观看矿官微推送的视频短片

《亲情嘱安之爸爸我想对您说》,在温馨的
画面中感受亲情的温暖与力量。

安全是生产的前提,亲情是前进的动
力。他们紧扣“人本安全”理念,深化亲
情安全教育,精心拍摄制作 《亲情嘱安》
系列安全教育片,以亲情视角,用真实镜头
呈现职工子女的牵挂,用子女的爱与期望
激发职工的安全责任感。

为了让这份安全理念深入人心,该矿

通过井口电子大屏轮播、班前会巡播、职工
微信群传播的三维覆盖模式,形成“企业—
职工—家庭”共情、共责、共建的安全共同
体,通过“情感浸润+场景教育”的方式,让
安全宣教更有温度、更能让职工产生共鸣。

“孩子的话语打动人心,现在下井前总
要多检查几遍劳动保护用具。”井口大厅,
综采二区副区长郑亮亮听着女儿的嘱咐,
规范佩戴防护器具,将亲情叮咛化作守护
安全的无形铠甲。

以心助安—安全之花常开

“任何事故的发生绝非偶然,它往往是
习惯性违章作业的恶果。大家务必吸取教
训,严格遵守安全规程……”

在该矿机运工区会议室,女工协管员
正对“三违”职工进行耐心细致的现场帮
教。她们通过组织职工观看安全事故案
例,引发职工情感共鸣,助力其筑牢安全防
线。为确保帮教成效持久,协管员还定期
回访,通过与职工班组交流,掌握职工工作
表现及安全意识转变情况。

女工协管员是该矿安全宣教的中坚力

量,她们的身影遍布矿区的每个角落。
在井口大厅,她们常年坚守“温馨驿

站”,为职工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春送姜
茶驱寒暖心、夏备西瓜解暑沁脾、秋递霜
降柿子寓意平安、冬赠羊汤热粥抵御严
寒。传统佳节,她们更是化身“安全使
者”,在矿区内搭建起寓教于乐的安全文
化集市,让矿工们在欢声笑语中掌握安全
技能,使安全文化真正深入人心。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该矿工会持续开
展“5+5”安全帮教活动,深入包保区队,
帮教不安全行为人员 90 人,开展“爱心
洗 助安全”活动,为一线职工清洗被服
100 余件。她们以亲情暖心、用真情促
安,用最具“烟火气”的亲情协管服务守
住职工“平安心”。

以练为战—绷紧安全弦

“我是调度员孙晋步,133上01工作面
机头充填管路卡箍爆裂,有料浆涌入巷道,
工作面所有人员立即停止作业,撤离至材
料巷料场。”3 月 29 日 14 时,蒋庄煤矿组
织开展了井下充填管路爆管事故专项应急

演练,调度员孙晋步通过应急广播下达撤
人指令。

此次演练模拟133上01工作面充填期
间,充填管路卡箍爆裂,1名巡检人员腿部
受伤,大量尾料流入巷道。在接到“险
情”报告后,各小组迅速响应,以最短时间
组织工作人员和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全力
展开救援工作。

“险情”解除后,他们第一时间召开总
结评估会议,对演练过程中的职责履行情
况、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进行全面细致的
回顾与总结。

应急演练既是检验职工应对突发事件
快速反应能力的“考场”,更是提高职工
自救互救能力的“战场”。蒋庄煤矿始终
把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作为练队伍、提战
力、筑根基的有力举措,用应急管控筑牢
安全生产防线。

柔情化育、暖心守护、实战淬炼……
蒋庄煤矿不断创新安全宣教形式,以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将安全理念深植
于每一位职工心中,让安全意识如涓涓细
流持续流淌,汇聚成保障矿井安全生产的
磅礴力量。

亲情浸润 安全驻心
——蒋庄煤矿夯实安全根基纪实

本报记者 孔令合 通讯员 李丝

5月25日，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市中
区税郭镇中义合村田间收割小麦。

时下，我市种植的210余万亩小麦陆
续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麦香四溢，遍地
金黄。 （吉喆 韩英 摄）

麦飘香

收获忙

本报高新区讯 近日,山东欣旺达因订单增加急需500名技
术工人,枣庄高新区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第一时间组
织辖区街道召开紧急用工调度会议,统筹全区资源保障企业用工
需求。通过“政校企+人力资源机构”四方联动，帮助欣旺达破
解用工难题。

该区各街道社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利用村居微信群发布招
聘公告、推送岗位信息,并针对失业人员、困难群众及长期待业
群体开展“一对一”岗位匹配服务,精准搭建求职者与企业对接
桥梁。

为扩大人才储备,高新区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对接枣庄职
业学院、山东化工技师学院等院校,组织企业入校开展专场宣讲
会,提前锁定技能型人才,推动“毕业即就业”无缝衔接。通过校
企合作定向培养模式,为企业输送适配岗位需求的青年技术力量。

枣庄高新区整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力量,召开企业用工座谈
会,制定专项招聘方案,通过市场化手段免费为企业提供岗位推
广、人才筛选等服务。在多方协作下,成功组织百余名求职者赴
企业现场面试,涵盖生产技术、设备运维等核心岗位,切实缓解企
业阶段性缺工压力。 (记者 单成镇 杨舒)

四方联动
助力欣旺达破解用工难题

本报薛城讯 5月19日，日照银行枣庄分行与薛城区政府组
成联合考察团，赴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考察与项目对
接，三方围绕生物化工、生物材料及生物能源三大板块技术创新
与产能升级展开深度磋商，就产能布局、配套保障及融资方案达
成重要共识，明确提出加快产业跨区域布局的具体计划。

薛城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对丰原集团的战略规划表示高度认
可，表示此次合作是薛城区深化“强工兴产、转型突围”战略的
重要举措，区政府将统筹资源、强化服务，全力支持项目落地，
重点围绕合资公司股权结构优化、资本金筹措及项目配套的电
力、热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专项保障方案。丰原集团表示，
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与产业经验，助力薛城区打造生物基新材料
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日照银行枣庄分行为安徽丰原集团项目在薛城落地提出了日
照银行金融服务方案。

此次座谈会梳理了项目落地实施路径，明确了三方职责分工
与时间节点，启动了产业规划、政策配套、金融服务领域深度协
作，共同推动项目早日建成达产，为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提
供有力支撑。 （记者 田慧 刘一单 通讯员 褚帅钦）

政银企协同发力

推进薛城重点项目加速落地

本报市中讯 为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近日，市中区职业
中专举办了2025年度校园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为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注入新动能，助力中职学子在技能
成才之路绽放光彩。

本次大赛聚焦七大专业，设置发动机机械系统拆装检测、零
部件测绘与CAD成图技术、短视频制作、电子商务技能等8个
赛项。各赛场气氛紧张热烈，选手们全神贯注，展现出新时代中
职学子的精湛技艺和职业素养。

汽修赛区选手在发动机拆装检测项目中，熟练拆解精密部
件、精准诊断故障，以毫米级精度展现机械系统重构技艺。机电
一体化赛场，选手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思维和设计能力，用线
条与数字勾勒机械之美。化妆实操室内，选手通过创意妆发设
计，将时尚美学转化为造型艺术，指尖流转间尽显美学巧思。计
算机应用赛区同样精彩，选手运用软件剪辑制作短视频，让灵感
在数字世界里绚丽绽放。艺术设计与制作赛区选手以水粉为媒，
在画纸上挥洒色彩，用笔触与颜料编织视觉诗篇。电子商务赛区
在机房上演，选手们模拟真实电商场景，熟练操作平台，展现敏
锐的商业思维与运营技巧。幼儿保育赛区选手围绕生活照护和早
期学习指导展开模拟实践，用温柔的话语抚平“幼儿”的不安，
用童趣盎然的互动游戏设计启迪思维，以专业素养与赤诚爱心传
递幼教情怀。 （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张娅丽 韩青）

市中区职业中专举办
技能大赛

本报讯 5月21日夜至22日凌晨,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联合市交警支队高新区大队开展“百吨王”专项整治夜查行动,
查扣了违法运输“百吨王”4辆,有效震慑超限超载等违法运输
行为。

根据超限超载货车昼伏夜出和错时错点通行等特点,两部门
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高新区泰山路等重点
路段设置检查点位,对查获的超限超载车辆进行了过磅检测、卸
载以及后续的处罚处理工作。

据介绍,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将持续深化联合执法常态
化制度化工作机制,坚决打击“百吨王”货车等严重违法超限超
载运输行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记者 崔累果)

深夜亮剑执法 四辆“百吨王”落网

我市交通公安
联合开展专项整治

5月26日，台儿庄运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人员走进
阳光家园广场，开展老年人免费健康查体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
诠释“人民的医院为人民”的使命担当。

（记者 岳娜 通讯员 刘同林 摄）

义诊到社区

本报薛城讯 5 月 20 日,恰逢小满节
气,薛城婚姻登记处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集体登记活动,106 对新人在温馨与浪
漫中开启人生新旅程,为婚俗改革注入了
新活力。

为积极推进婚俗改革,引导新人摒弃
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旧俗陋习,以实际
行动践行文明、节俭、健康的婚俗新风

尚，薛城区民政局特别策划“执笔寄情·
共赴美满”主题活动,让更多人群共同见
证新人携手许下终身之约,以崭新仪式为
现代婚姻注入文化温度。

活动当天,婚姻登记处精心布置,洋溢
着喜庆氛围。新人们早早到达,在工作人
员引导下,有序完成各项登记手续。工作
人员在现场积极倡导婚事新办、婚事简办

新理念,宣发《树立文明风尚,抵制恶俗婚
闹倡议书》,各位新人认真阅读倡议书,并
在倡议书上签下自己爱的承诺。

在温馨的婚姻登记处现场,薛城区民政
局组织人员为新人在洒金红笺上书写“家和
万事兴”等美好祝愿,为当日办理结婚登记
的新人送上载满中华传统文化的祝福。

在为新人颁发结婚证环节,现场掌声、

笑声、欢呼声不断。一对新人告诉记者:
“集体登记不仅热闹隆重,充满仪式感,还
能与其他新人分享喜悦,相约共赴美好前
程，会为我们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新人
们宣读结婚誓词后,还集体聆听了全市“五
好家庭”代表、薛城区婚姻家庭辅导中心老
师的“幸福家庭第一课”。
(记者 孔令合 通讯员 陈宇 孙欣佳)

执笔寄情 共赴美满

薛城为百对新人集中婚姻登记

深化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