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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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报道万祥润滑脂、金利康面粉、微山湖四鼻鲤鱼和鸭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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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类

山东万祥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依靠科技进步创一流品牌

本报济宁讯（记者 汤伟 刘敦亚）走进山东万祥润滑科
技有限公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工厂大门和整齐的
油罐。“我们是一家集科研、生产、储运、销售、服务于一体
的润滑油、脂专业公司。企业占地面积36000平方米，年
生产加工工业润滑油、脂 80000 吨，基础油存储能力
10000吨，年产值2亿元。”据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公
司拥有一批科研、生产、经营管理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
和国内一流的润滑油、润滑脂检验生产包装设备。拥有
CNAS国家级实验室、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省级军民融合示范企业等科研平台。公司生产
的“万祥”品牌润滑油系列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深受用户
信赖。

“我们的产品全部采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海油，以
及韩国SK、日本能源、俄罗斯基础油，添加剂采用雪佛龙、润
英联、汽巴公司产品，使产品质量得到可靠保障。”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万祥”有军品配套用油、工程设备用油、工程机
械及运输车辆专用油、润滑脂、防冻液五大系列。公司坚持
以人文本、创新求实的原则，坚持用户至上、服务到位的宗
旨，推行以质量求发展，以信誉赢市场的经营理念，以满足社
会需求、创一流品牌为己任，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管理和现代
化企业制度，使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食品类

山东金利康面粉有限公司

不忘初心做良心产品
本报泗水讯（记者 汤伟 刘敦亚）“宁愿利润再微薄，我

们也优选小麦做健康好面。”位于泗水县的山东金利康面粉
有限公司秉承“服务农民、报效社会”宗旨，选用优质小麦，精
制高档面粉，金利康系列产品赢得了广大市民的青睐。

“我们公司本着诚信的原则和严格把关的质量使公司一
步步壮大，自1997年5月创立以来，公司先后三次扩大规
模，于2014年8月18日投资4000余万成立山东金利康有
限公司。”据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公司新建厂区日处理
小麦400吨，年处理14.60万吨，占地30余亩，是集中小麦厂
储，面粉加工于一体的中型面粉企业。同时，该企业还构建
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目前，现家庭农场
合作土地30000余亩，产生直接经济效益5000余万元。吸
收当地农民800人作为种植工人，带动农户纯收入1000余
万元。经过企业带动和种植户极力推广，市场向周围乡镇辐
射，进一步保障了种植户的收益。带动农户种植小麦36000
余户，形成了原料到面粉加工产业化生产链。

“面粉行业是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要想在同类品牌
中脱颖而出，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产品要有卖点，服务要做到
尽善尽美。”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说。为此，公司立足实际、致
力于高端产品的研发，先后派遣多批技术骨干参加国内外组
织的相关面粉生产技术研讨会等。经技术研发历时一年多
攻关，公司主要产品鲜面王、高档水饺粉、高档面条粉及各系

列小麦粉已经在市场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面粉主要销往
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各地。

农产品类

微山湖四鼻鲤鱼

水产品“明星”筵上必备佳肴
本报微山讯（记者 汤伟 刘敦亚）微山湖发展渔业具有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良好的水域生态环境造就了优质的微
山湖系列水产品“明星”，无论是微山湖四鼻鲤鱼，还是其他
湖鲜产品都给当地百姓带来了靠水吃水养殖致富的美好生
活。

“微山湖四鼻鲤鱼肉质细腻，味道鲜美，含蛋白质比猪肉
高30%至50%，比鸡蛋高20%左右，是微山湖区酒席盛筵上
的必备佳肴。”据微山县渔业养殖试验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种鲤鱼的脊鳍、尾鳍呈鲜红色，体侧鳞片为金黄色，十分漂亮。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四鼻鲤鱼
并非4个鼻孔，只是嘴的上部比一般鲤鱼多长出两根短须，
酷似鼻孔，因而得名。微山湖属富营养型湖泊，河床平坦，光
照充足，水草丰茂，水流缓慢，为湖区生生生物提供了优越的
生态环境，各类软体动物、水生植物、水生昆虫、小鱼虾、螺蛳
等饵料生物种类繁多，为四鼻鲤鱼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天然
生物饵料。

在烹饪上，微山人对四鼻鲤鱼的手法也丰富多样。“四鼻
鲤鱼营养丰富，鱼肉细嫩，味道鲜美醇厚。”据微山县一位烹
饪四鼻鲤鱼经验丰富的厨师介绍，此种鲤鱼尤以清炖最为可
口，洗净开腹去脏，不须刮鳞，微火一炖，鱼鳞即可融化为油，
天然之香令人垂涎。

山东微山湖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微山湖”鸭蛋走向国际市场

本报微山讯（记者 汤伟 刘敦亚）松花蛋在全国各地均
有出产，微山湖所产松花蛋更是其中翘楚。有着近70年的
渔湖产品加工生产历史的山东微山湖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继承发展了传统龙缸松花蛋制作工艺，历经三代传承。现
如今已成为总资产1.26亿元，拥有加工原料养殖繁育基地
2800亩的山东省龙头企业。公司主导产品有微山麻鸭制
品系列，松花蛋、熟鸭蛋制品系列，淡水鱼虾制品系列，远销

世界各地。
“传统的皮蛋制作过程中会有较多的重金属，尤其是铅

残留，长期食用会影响健康。”据该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一直是我们企业发展创新的基石，
公司在多年前就开始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和人力，改良工艺，
在保证口感的同时做到健康无铅。

现在“微山湖牌”熟鸭蛋、松花蛋、五香扒鸭被评为第十二
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产品，连续12年通过了“绿色
食品”认证，“微山湖牌”商标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获评
2021年度山东省旅游商品十佳品牌（名优产品类）和“山东省
标志旅游产品”。香卤松花蛋、无铅皮蛋加工工艺通过了省级
专家组鉴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公司在北京、沈阳、天津、济
南、西安、郑州、合肥设有办事处，线上销售天猫、京东建有自
己的微山湖旗舰店。线上销售占公司销售收入39%。

泗水地瓜

不仅仅是香甜

本报泗水讯（记者 汤伟 刘敦亚）泗水地瓜已有260年
种植历史，泗水县常年种植地瓜面积15万亩，年产量45万
吨，以山地矿物质沙土种植为主，自然生长180天，一年只种
一季，地瓜品种齐全。

据了解，泗水地瓜富含17种营养元素，85%以上通过
“三品一标”认证，甘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全覆盖。在泗水县
共有甘薯加工企业30余家，年综合加工能力60万吨，是全
国最大的薯类淀粉加工基地，初步形成了集“种苗繁育、绿色
种植、保鲜储存、精深加工、品牌营销、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全
产业链发展格局。

目前，该县出台支持甘薯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
策，打造“一县一业”产业，着力建设全国品类最全的甘薯健
康种苗繁育基地、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甘薯全产业链产品加工
集散中心、国际甘薯科技要素集聚高地。2009年，“泗水地
瓜”通过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打响了“中国地瓜看泗
水”品牌。2010年，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课题
组专家评估，“泗水甘薯”品牌价值达18.74亿元人民币。
2019年9月，第一届中国（泗水）甘薯产业发展大会在泗水
举办。2020年4月，“泗水地瓜”获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这就是品牌，市场很认!”泗水县农业农村局二级
主任科员段晓慧认为，贴上“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记号，就
等于确认了产品的品质地位。她说：“品牌是产品的身份体
现，有品牌才能受消费者关注，受关注才能有价值、有竞争
力，品牌消费的时代已经来临。泗水地瓜，不仅仅是香甜。”

关注北京冬奥会

2 月 12 日，
中国选手高亭宇
在比赛后庆祝。

当日，北京
2022 年 冬 奥 会
速 度 滑 冰 男 子
500 米决赛在国
家速滑馆“冰丝
带”举行，高亭宇
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高亭宇获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冠军

■新华社记者 刘扬涛 杨帆 吴书光

2022年初，由奥密克戎毒株引发的新
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持续暴发，
给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蒙上了阴影。

面对防疫“大考”和“能否如期举办”的
质疑，中国政府直面挑战、攻坚克难，确保
北京冬奥会如期、有序举办。随着赛事推
进，越来越多外国运动员和国际官员为冬
奥会高效的防疫举措和安全的比赛环境点
赞，中国防疫的出色“答卷”无疑为非常时
期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筑牢守护生命的安全屏障
“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地区）能（在现在

这种情形下）举办冬奥会，那一定是中国，
我们应该庆幸冬奥会在这里举行。”荷兰速
滑运动员克罗尔说，“在这儿我感觉很安
全，很放心。”

克罗尔道出了不少人的感受，“安全”
“放心”是运动员谈到冬奥会防疫情况时提
及最多的词汇。这种共识来自他们在赛场
和冬奥村里的所见所闻所历，更源于中国
防疫政策举措的精准、有效。

早在2021年10月和12月，国际奥委
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先后发
布了两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防疫手册》，对疫苗接种、海关入境、冬奥赛
时、闭环管理、核酸检测、密接管理等方面
制定了详细规定，让相关人员有章可循。

随着赛事日益临近，外籍涉奥人员陆
续到来，防疫机制开始运转，将可能发生的
风险降至最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地区）的疫情感染率都高于中国，对于入
境中国的涉奥人员来说，当他们从较高感

染率的地区前往较低感染率的地区，从来
华之前的核酸检测，到入境时在首都国际
机场的核酸检测，再到冬奥闭环内的每日
核酸检测，经过层层筛查，闭环内的感染率
将逐渐降至与中国本土一样的较低水平。”
2月2日，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医学专家
组组长布赖恩·麦克洛斯基如是说。

除了高效机制，科技赋能是北京冬奥
会防疫工作的另一亮点。最近，冬奥会主
媒体中心的智慧餐厅成了各国记者争相

“打卡”的“网红地”。每天一到饭点，这里
的“机器人厨师”便忙碌起来，饺子、馄饨、
汉堡、薯条……烹饪完成的食物通过空中
云轨，自动送达对应餐桌上空。

“我对这个餐厅印象太深刻了，机器人
炒菜、上菜非常高效，全过程不用手去接
触，干净又卫生。”国际广播中心保障人员
马蒂努斯·盖曾说，“在冬奥村、比赛场馆和
主媒体中心，类似的消毒机器人、AI服务
员随处可见，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人们
的健康安全筑起了一道科技屏障。”

2月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北京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赞北京冬奥会的防
疫政策。他说：“北京已经准备好了，场馆
准备好了，运动员也准备好了。虽然遭遇
疫情，但我们在冬奥闭环内感觉非常安全，
这里工作非常高效。”

点亮共克时艰的人类情怀
“虽然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但依然难掩

他们动人的笑容。”这是哈萨克斯坦越野滑
雪国家队主教练亚·巴佳伊金对于北京冬
奥会的第一印象。

“每个志愿者都很友好，他们向我打招
呼，欢迎我来到中国，这让我感觉很温暖。”

他说，“我知道中国人为筹办冬奥会付出了
很大努力，感谢所有中国人民。”

北京冬奥会是一届特殊的奥运会。在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艰难条件下，中国人
民以非凡的勇气和热情，张开怀抱欢迎各国
和地区运动健儿，为推动世界人民团结一
心、共克时艰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与
平台。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

“当前，世界需要一届成功的冬奥会，向世人
发出明确信息，即任何国家、民族、宗教的
人民都可以超越分歧，实现团结与合作。”

2021年10月，日本花样滑冰选手羽
生结弦粉丝的一条请求引起了中日两国网
友的关注。由于疫情影响无法亲临现场为
偶像助威，这名日本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拜
托中国观众为羽生结弦加油。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当时作出回应，“交给我们吧！感
谢对中国新冠防疫措施的理解！”

在2月10日结束的花样滑冰男子单
人滑比赛中，随着羽生结弦完成他的最后
一个动作，现场观众向这位错失奖牌的运
动员报以热烈的掌声，羽生结弦长时间向
观众鞠躬致敬。中国观众不负所托，这一
幕令人动容。

“一起向未来”，这是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的主题口号，也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背景下，中国向世界发出的邀请。北
京冬奥会再次向人们证明，当人类面临新
冠疫情的共同挑战时，只有团结携手、共克
时艰，我们才能一起拥抱美好的明天。

贡献精彩奥运的中国答案
北京冬奥会比赛如火如荼，精彩的赛

事、有序的组织、暖心的服务，让来自世界各
地的运动员、官员和媒体由衷点赞。如何在

严格执行防疫政策的情况下呈现出一场精
彩的冬奥会？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月4日晚，随着奥运之火在国家体育
场缓缓升起，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这是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
合性体育盛会，对于期待已久的全球冰雪
运动爱好者而言，“好戏”正式上演。惊心
动魄的短道速滑，美丽优雅的花样滑冰，挑
战极限的高山滑雪……人们在感受冰雪赛
事魅力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防疫保障的
力量。

“虽然面临新冠疫情，北京依然高效地
完成了各项组织工作。无论从体育、社会
还是防疫方面，北京冬奥会的组织工作都
处于高水平。”阿塞拜疆副总理、阿执政党
新阿塞拜疆党副主席阿里·阿赫梅多夫说，

“继北京 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后，北京
2022年冬奥会将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史上
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即使面临巨大的疫情压力和复杂的
防疫工作，中国依然始终坚持绿色、共享、
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突出科技、智慧、绿
色、节俭的办奥特色。”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教
授成民铎认为，“北京冬奥会的办赛经验将
成为奥林匹克的宝贵遗产，它将为今后的奥
运会树立全新标杆，引领新的办奥风潮。”

“世界冰雪运动的历史将以北京冬奥
会作为分界线。”巴赫曾表示，北京冬奥会
的成功举办, 将为冬奥会举办设立一个新
的标准，并鼓励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

奥运之火生生不息，驱散重重迷雾。
中国在严峻疫情下举办的精彩奥运，让世
界看到希望的光亮，为奥林匹克事业的发
展贡献了我们的答案。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共克时艰 携手向前
——中国防疫“答卷”为奥林匹克事业发展注入“强心剂”

2 月 12 日 ，
中国队选手许静
韬在比赛中。

当日，在北
京国家游泳中心

“冰立方”举行的
北 京 2022 年 冬
奥会男子冰壶循
环赛中，中国队
以12比9战胜意
大利队。

■新华社记者
王婧嫱 摄

冰壶男子循环赛：中国队胜意大利队

2月12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小朋友在制作汤圆
版的“冰墩墩”。元宵节将至，人们制作元宵、汤圆，喜迎佳节。

■新华社发 耿玉和 摄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过去一年多来，我国部分地区曾先后报道新冠病毒通过冷
链传播，引发疫情的情况。新冠病毒在物品上能存活多长时
间？如何防止疫情通过冷链传播？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介绍，新冠病毒在物
品表面不会增殖，在常温条件下短时间内会降解失去感染活
性，但低温、潮湿、密闭和病毒浓度高等条件可能延长病毒在物
体表面存活的时间。

为防止新冠病毒通过冷链传播，有关部门多次明确，要坚
持预防为主，人、物、环境同防，落实“四早”要求，做好重点行业
风险人群排查，及时发现排除风险隐患。

在人员防控方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印发的《冷链
食品生产经营新冠病毒防控技术指南（第二版）》明确，冷链食
品生产经营者要做好员工14日内行程及健康状况登记，建立
上岗员工健康卡，新入职的员工需出具已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证
明、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健康码、行程码无异常。同时，
高风险岗位人员应实施高频次核酸检测。

在物品防控方面，近日印发的《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新
冠病毒防控消毒技术指南（第二版）》（以下简称消毒技术指南）
也给出了明确规定：对来自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地区（国家）的
冷链食品原料和半成品进入企业或者入库前，应当对其外包装
进行严格、有效消毒。运输冷链食品过程中严禁开箱、倒货，确
有必要开箱、倒货的要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消毒。

在环境防控方面，消毒技术指南要求，要加大对冷链食品
原料加工处理各环节生产车间环境、即食和熟食食品各生产环
节车间环境、储存冷库等高风险区域的消毒频次。此外，人员
频繁接触的方向盘、车门把手、移动设备等最有可能被病毒污
染的表面，均要定期消毒。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冷链传播疫情怎么防？

这些“杀手锏”不要忘

摇元宵摇元宵 包汤圆包汤圆 迎佳节迎佳节

（上接1版）人行道和商业网点周边等易脏部位的整治力度，以
“归零”意识精细提升城市环境卫生质量，保证了环境卫生干净
整洁、常态长效。市环卫中心大力实施“环卫大清扫、垃圾大清
运、环境大整治”专项行动，督促保洁服务企业科学调配人员和
机械，人工清扫、日常巡捡、机扫作业、垃圾收运和动态巡查“五
位一体”、无缝对接、精细保洁。此外，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和应
急队伍建设，明确网格和区域，随时待命、处置环卫应急突发任
务，全面做好雨雪天气应急保障工作。此外，春节期间，坚持上
下联动、横向配合、精心组织，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和“分片
包保法”，做到人人都是保洁员，人人都是监督员。

聚焦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