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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制造·品质济宁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制造强市战略，让广大市民、企业、社会知晓我市工业、食品、农产品终端产品的优势特点，增加市民的消费选择，在全市营造浓厚的济宁制造氛围，本期“济宁制造·品质

济宁”专栏，主要报道山东山矿机械有限公司、济宁四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汶上芦花鸡、泗水地瓜等。我推荐，你选择，让济宁更多的优质产品进入千家万户。

关注北京冬奥会

工业类

山东山矿机械有限公司

打造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本报济宁讯（记者 汤伟 刘敦亚）走进山东山矿机械有

限公司可以看到，厂区开阔、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素有“花园
式工厂”之美称。据了解，山东山矿机械有限公司作为济宁
市“231”产业集群高端装备矿山机械龙头企业，按照济宁市

“攀登计划”方案要求，遵循新发展理念和中高端发展战略，
认真贯彻落实“创新、质量、管理、效益”的总方针，实施以技
术创新、设备设施更新改造为核心的企业新旧动能转换，努
力提高内部运营效率，进一步激发了公司发展的内生动力。

“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如既往地坚持走创新
驱动发展之路，充分利用国家级CNAS实验室、企业省级技
术中心和矿山设备工程实验室等技术创新平台。”据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现有技术研发人员100余人，每年投
入研发费用约1300万元，以市场和用户需求为导向，持续完
善产品结构和系列型谱，不断推动主导产品向大型化、成套
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努力打造关键产品成为细
分行业的领军企业。另据记者了解，该企业自主设计研发生
产行业较大的PCFK2025可逆反击锤式破碎机，一次性空载
试车成功；环保型输送和储煤系统荣获济宁市第二届工业新
产品奖。

谈及下一步企业规划，该公司负责人说，山矿公司将始
终遵循新发展理念和高中端发展战略，秉承从业五十多年厚
重的文化积淀，以“服务用户、发展企业、幸福员工、奉献社
会”为使命，进一步深化新旧动能转换和高端制造企业升级，
持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企业新发展格局，努力打造
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济宁四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让“鲁鹰”成为行业内
优质产品代名词

本报济宁讯（记者 汤伟 刘敦亚）走进坐落于任城区长
沟镇的济宁四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可以看到各种款式的汽
车起重机、高空作业车整齐有序排放在工厂内。据了解，该
企业是一家专业生产汽车起重机、随车起重运输车、高空作
业车、环卫设备及小型工程机械的民营企业。企业主导产品
为汽车起重机，公司自2010年成为国内同行业产销量最大

的中小型起重机生产企业，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部分产品出
口意大利、印度、东南亚、非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公司集产品设计、科研开发、产品销售为一体，是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先进的研发平台和研发团队，所
研发的起重机等多项产品取得专利证书。”该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公司拥有国内一流的激光、数控切割、冲压、机器人
焊接等流水线生产设备，是国内中小型起重机制造企业中生
产规模最大、质量管理体系最健全的民营企业。研发生产的
STSQ5—25T系列起重机适用于城乡建设、工业厂房建设、
园林绿化、电力设备安装、应急救援及小型水利工程施工。
多功能环卫设备、洒水车、高空作业车等产品，适用于美丽乡
村建设需要、城乡园林绿化、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农村环境卫
生、道路降尘喷湿、苗木防虫药物喷洒等项目。

2011年公司注册了“鲁鹰”和“长沟”二个商标。并利用
自身“鲁鹰”品牌优势，成熟的中小型起重机、环卫设备的生
产、经营、质量控制经验，完善的工艺装备、生产检验设备，提
升了产品品牌市场知名度。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建立了企
业自主创新体系，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目前有效专利34
项。先后获得济宁市中小型工程机械技术中心、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济宁市工业设计中心、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山东省
专精特新企业等荣誉称号，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食品类

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

你爱吃的国民必备零食
产自泗水

本报泗水讯（记者 汤伟 刘敦亚）走进山东盼盼食品有
限公司（泗水）可以看到，生产区、研发区、员工生活区井然有
序，生产车间内，一片忙碌的工作场景。厂区产品仓库前，一
辆辆货车装车完毕，一箱箱食品将从这里出发，被送往各地
市场。

“盼盼食品一直专注于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贯彻严格
的生产标准，选用优质的食品原料，坚持为消费者提供‘绿
色、健康、营养、方便’的食品。”据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山
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泗水）是由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福建盼盼食品集团投资兴建的现代化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
地，该项目总投资11亿元，其中一期投资8亿元，占地面积
204亩，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精深加

工马铃薯、玉米、小麦、大米、大豆、花生、鸡蛋等各类农副产品
及饮料50万吨，引进美国、奥地利、德国、日本等国内外先进
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线，主要生产绿色、健康、高档次的食品饮
料，创造2000多个就业岗位，为促进泗水周边区域的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和农产品附加值提升贡献力量。

盼盼食品集团始创于1996年，是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
主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员工12000人。主要
经营食品饮料业务，截至目前，集团旗下已拥有福建晋江、福
建长汀、辽宁新民、四川成都、河南漯河、山东临沂、湖北汉
川、广西南宁、甘肃白银、安徽滁州、吉林松原、凤阳小岗、山
东泗水等17个大型现代化生产基地，市场营销网络分布全
国各省市县和乡镇。

汶上县金秋食品有限公司

“金凤凰”芦花鸡
孵出一条致富链

本报汶上讯（记者 汤伟 刘敦亚）汶上县是汶上芦花鸡
的原产地，汶上芦花鸡以其独特的羽色和体型，高营养的肉
质和蛋产品而驰名中外。在汶上县次邱镇河里村西就有一
家专门从事汶上芦花鸡深加工的企业，隶属于山东金秋农牧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省级龙头企业），由汶上县芦花鸡协会指
导生产。

“该鸡属肉蛋兼用型鸡，羽毛美观，体型呈元宝型，又称
‘元宝鸡’，觅食能力强、抗病易饲养、饲养成本低，集‘观赏、
美食、保健’于一体，有‘滋补胜甲鱼，养伤赛白鸽，美容如珍
珠’之称，是人们所崇尚的绿色食品。”据汶上县金秋食品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90年代，随着外来鸡种的推
广，芦花鸡饲养量减少，鸡群开始混杂，种质出现退化，一度
濒临灭绝。这引起了汶上县的重视，该县发动全县范围内养
殖户收集纯度比较高的芦花鸡。

为了把芦花鸡产业做大做强，改变单一饲养模式。芦花
鸡协会于2010年4月组建汶上县金秋食品有限公司。公司
总投资1200万元，年屠宰加工芦花鸡360万只，熟食4800
吨。改变了汶上芦花鸡鸡蛋、活鸡等比较单一的销售模式，
实现芦花鸡烧鸡、鸡腿、火腿肠、腌鸡蛋等精深加工，拉长芦
花鸡产业链，逐步增加汶上芦花鸡产品附加值，走出了一条

“公司+协会+农户”的产业模式。
公司2014年2月被山东省商务厅授予“山东老字号”称

号，3月被山东省畜牧兽医局评为“无公害农产品”，2015年
7月产品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22000认证，2015年11
月汶上芦花鸡被农业部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7年

荣获“食安山东”全省性畜牧示范性品牌引领企业，2017年6
月被山东省农业厅评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2018年3
月被山东省农业厅评为“山东省农产品区域企业品牌”，
2019年11月被农业部评为“中国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同年12月被评为济宁市“市长质量奖”。

农产品类

泗水利丰食品有限公司

大地瓜变成宝贝蛋
本报泗水讯（记者 汤伟 刘敦亚）说起地瓜大家都不陌

生，而在济宁的土特产中，泗水甘薯则是颇具地方特色。坐
落在山清水秀、生态名县——泗水县的泗水利丰食品有限公
司，始建于1978年，是以甘薯加工为主的中外合资企业。该
企业通过深加工将土生土长的泗水甘薯实现了“华丽”转身，
成为畅销国内外的馈赠佳品。

“我们企业历经近四十年的发展壮大，现已建成全国最
大的甘薯食品加工企业，有着丰富的甘薯加工经验和成熟的
加工技术，以生产粉条、粉皮等传统食品为主。”据该企业相
关负责人介绍，企业设有甘薯传统食品和甘薯高科技产品两
大生产基地，围绕甘薯全利用，形成了鲜食甘薯储藏销售、甘
薯淀粉、甘薯粉条、甘薯粉皮、甘薯膳食纤维、油炸薯块（片）、
甘薯蛋白、甘薯全粉、甘薯泥和甘薯高档糕点十大系列三十
余个品种的甘薯专业化深加工企业。

根据市场和消费需求，泗水利丰食品有限公司也在不
断调整产品结构和生产工艺。在企业生产基地记者看到，
一个个当地人口中的“地瓜蛋”经过层层工艺，被加工成香
甜可口的甘薯小食品，再放入精美的包装中，等待装箱出
口。该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型健康食品是以地瓜
为原料的纯正绿色食品，很多小食品的样式都是自主研发
的。例如甘薯新型健康食品生产冷饮、烘焙、膨化三大系
列若干个品种；高科技产品重点推出蛋白、多糖、膳食纤维
等高端保健产品。现如今，甘薯新型健康食品远销海外，
销量十分可观。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张悦姗 梁金雄 马思
嘉）千呼万唤始出来，中国女子冰壶队9日亮相国家游泳中
心“冰立方”进行赛前训练。队长韩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
在队员们配合默契，身体和心理状态都调整到了最佳。

“冰场感觉挺舒服的，在北京环境也都很熟悉。”韩雨
说。

经过2021年底的队内奥运选拔赛，中国女子冰壶队确
定了由韩雨、王芮、董子齐、张丽君、姜馨迪组成的北京冬奥
会参赛名单，其中只有姜馨迪和王芮参加过平昌冬奥会，韩
雨、董子齐、张丽君、姜馨迪曾参加2021年冰壶世锦赛。

韩雨介绍，五个人从今年1月初开始一起训练，经过一
个多月的磨合，目前技术上都比较稳定，大家彼此之间更

了解，尤其是她与三垒王芮的配合也更默契。
作为队长，出生于2000年的韩雨是中国队中练习冰

壶时间最短的。她坦言最初并不相信自己，但是顶着压力
接受下来后，慢慢变得越来越有自信。

韩雨评价自己“算沉稳”，“从控制不住局面到慢慢能
把局面掌控住，是我进步最大的地方”。

9日恰好是王芮的生日，训练结束后，“冰立方”里响起
了生日歌。

“我们回去打算给她唱个生日歌，让食堂煮碗面。”韩
雨说。

10日，中国女队将迎来她们北京冬奥会的首秀，对手
是丹麦队。

中国女队“00后”队长韩雨：

全队状态好、不紧张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姬烨 汪涌 董意行）在
9日的北京冬奥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
部部长李森用低碳管理和生态保护两大关键词，来概括冬
奥筹办践行“绿色办奥”的成果。

“我们在申办时就承诺，北京冬奥会所产生的碳排放
将全部实现中和。筹办6年多来，我们通过低碳场馆、低碳
能源、低碳交通、低碳办公等措施，最大程度减少碳排放，
同时采取林业碳汇、企业捐赠等碳补偿方式，从而保障了
北京冬奥会碳中和目标的顺利实现。”李森表示。

他举例说，北京冬奥会一共利用了6个北京2008年奥
运会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其中，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变
身“冰立方”成为冰壶和轮椅冰壶比赛场馆，通过采用可转
换的钢架支撑系统和可拆装的制冰系统，创造性地实现了

“水冰转换”，成为夏奥遗产变身冬奥场馆的典型。这种转
换模式大幅降低了后期拆除改造的成本，也减少了新建场
馆产生的碳排放。此外，冬奥全部场馆常规电力消费也
100%使用绿电。

对于生态保护，李森介绍说，我们坚持生态优先、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护与场馆建设统筹规划、一体推
进，守护了赛区的绿水青山；我们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

综合开展治沙、治气、治水工程，促进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改
善。

他举例说，在延庆赛区，在场馆建设前开展了规划区
域的环境影响评价，针对主要保护植物的生长条件，实施
了就地、近地、迁地三种保护措施。对受施工扰动小的植
物进行原地保护；对于施工过程中无法避让的植物，进行
近地或迁地保护。虽然这些植物“搬了家”，但是经过园林
单位的精心养护，它们依然生长得很好。

此外，他们还通过表土剥离的方式，对延庆赛区进行
了有效的生态恢复。山区表土是宝贵的自然资源，蕴含丰
富的种子库。延庆赛区在场馆建设前开展了一年时间的
表土剥离和收集工作，为了不破坏表层土壤，大多数剥离
工作都是人工完成的。延庆赛区一共剥离了8.1万立方米
表土，这些表土已全部用于赛区内的生态修复和景观重建
等工作。

“我们还通过草皮剥离、回铺的方式，在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区域恢复了3500平方米的亚高山草甸。到了春
天，你会看到这片生机盎然的草甸和草甸上随风摇曳的
胭脂花，它们和冬奥场馆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卷。”李森
说。

北京冬奥组委总结“绿色办奥”两大关键词：

低碳管理、生态保护■新华社记者 高蕾

社区服务是人民群众家门口的服务，关系民生、连着民
心。不断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是推进基层治理现
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十四五”城
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对“十四五”时期推进城乡社区
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组织保障等
予以明确。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将如何布局？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将如何更好服务百姓健康？城乡社区
服务设施建设将如何加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日举行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就相关社会热点予以回应。

服务更全面

据介绍，为满足群众新需求，规划既指明了场地、设施、
人员、服务对象和投入等“硬件”要素，也明确了社区服务项
目、活动、载体、机制等“软件”设施要求。

在服务内容上，规划强调为民服务、便民服务、安民服务
一体推进。为民服务功能主要指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文体活动有服务等；便民服务功
能主要指社区公共事业服务事项和商业服务事项两大类；安
民服务功能主要涉及社区平安建设的各项服务。

在服务主体上，规划强调充分调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等社会力量，引导市场
力量，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多方参与格局。

在服务模式上，规划要求完善服务统筹、即时响应等机
制，健全群众对社区服务的满意调查评估制度，推广“好差
评”评价激励制度，促使社区服务更精准地适应群众需要。

“规划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社区下沉，以老年人、残
疾人、未成年人、困难家庭等为重点，优先发展社区养老、托
育等服务。”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介绍，在聚焦群众期待的同
时，规划紧扣就业优先、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国家重大战
略，统筹城市、农村不同需求。

就医更便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既是城市社区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
也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吹风会上，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监察专员傅卫以
一组数据介绍“十三五”期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进展。

服务可及性方面，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97万个，基本实现了城乡基层社区的全面覆盖；

基层卫生人员队伍建设方面，到2020年底，全国基层卫
生人员超过430万人，其中执业或者执业助理医师增加到
153万人，学历、职称、专业结构都有较大提高；

基层服务量方面，2020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
人次超过了41亿人次，除了门诊医疗服务以外，基层每年还
管理高血压患者超过1亿人，2型糖尿病患者超过3500万
人，健康管理的老年人超过1亿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
守门人的作用不断加强。

傅卫表示，“十四五”期间，国家卫健委将持续开展优质
服务基层行活动，着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力争使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遍达到能力基本标准。同时，
通过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人员培训、对口支援等综合
措施，为基层提供更多人才保障。

设施更完备

社区服务设施是发展社区服务的载体，也是长期以来社
区服务的痛点和难点。

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介绍，“十四五”时
期，国家发改委将把社区服务设施建设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的突出位置，纳入县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地
通过加大资金投入、优化功能布局，狠抓政策落地，争取到
2025年，实现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覆盖，农村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80%以上。

事实上，当前，我国已对社区配建服务设施人均用地标
准等有较明确的政策要求：新建居住区要按人均用地不少于
0.1平方米的标准配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要按室内人均建
筑面积不低于0.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3平方米
的标准配建公共体育设施。

“这些配建要求，不能是口头说说，各地要纳入施工图纸
审查，验收未达标不得交付使用。”欧晓理说。

如何解决社区居民健身去哪儿的难题？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负责人邱汝表示，近年来，国家

体育总局支持推动地方建设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截至
2020年底，全国体育场地的数量较2017年增长了89.7%，体
育场地总面积增长了33.4%，人均场地面积增长了32.5%。此
外，国家体育总局每年支持上千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每年大约有2亿人次享受体育健身的优惠政策。

谈到下一步工作打算，邱汝介绍，国家体育总局将推动
各地将土地、资金等资源向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倾斜，避免
场馆建设“高大上”而群众用不上。同时，积极支持配合教育
部门推动符合条件的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特别是向社
区居民开放。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不断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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