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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 讯 员 郜玉华 蒋 硕 白
强）笔者 12 月 9 日获悉，牡丹区与江苏华
英集团签约的无人机产业园项目，日前正
式落地牡丹区胡集机械装配制造产业
园。该项目计划投资 30 亿元，将引进大
疆无人机等国内外知名生产企业 20 家，
年产各类无人机 10 万多架，年产值达 30
亿元。

华英无人机产业园占地面积 100 多
亩，将建设 6 座双层标准化生产车间，建
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国内
最大的无人机生产研发基地，这是落地胡
集工业园的项目之一。胡集工业园规划
为装配制造、机械展示、商贸物流、木材加
工、电子商务、综合服务等 6 大功能产业
区。

据悉，牡丹区在工业经济发展中，坚
持走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推动企业集群
集聚发展。重点培育发展科技含量高、符
合动能转换、符合环保政策的特色工业，
规划建设了胡集工业园、吴店高端制造产
业园、沙土镇食品加工产业园等 6大特色
产业园区，为工业经济聚集发展搭建起优
质平台。

胡集工业园已呈现出企业集聚、产
业集群化发展的显著特点，经济发展的新
高地正在日益隆起。目前，起步区已建设
了 40 万平方米的车间及配套设施，规划
了商贸物流、生产加工和综合服务三大功
能区。入驻中热博雅、堃林地源热泵、世
联机械、创睿科技、创客之星仪器、中美冶
金新能源设备等机械制造企业及皇朝家

居、鑫创木业、德兰服饰、牡丹家纺等企业
15家，吸纳用工 2000多人。全部建成后，
可容纳生产加工型企业 50 余家，小微企
业 200 余家，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 1 万多
个。

在胡集工业园的会客厅，园区内企业
自主生产的产品正展示着独特的魅力。
冷热空气源热泵机组、食品机械、智能一
体机、教学仪器、VR 设备、安全生产体验
设备、垃圾分类设备等 300余台套各类机
械，为企业树立品牌、拓展业务提供了一
站式服务。

牡丹区胡集工业园坚持以机械设备
的智能制造为招商主线，立足于打造智能
制造产业集群，实现技术共享、产业合作、
创新发展的集群效应。

据悉，世联机械项目从事食品机械的
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拥有膨化、
油炸、脱油、调味、烘烤等六个大类机械生
产能力，年可生产各类食品加工机械 3000
多套。中热博雅项目主要生产各类供热
制冷设备，目前家用空调外机生产线、中
央空调外机生产线已投产运行。堃林地
源热泵项目主要生产各类大型供热制冷
设备，具备 1000 万平方米的供热制冷设
备生产组装能力。

同时，牡丹区还着力抓好了 50 家重
点企业的培育发展。全面实施小微企业
治理结构和产业结构“双升”战略，鼓励和
支持其上项目、搞技改、快转型，持续推进

“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特色
工业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菏泽民间织锦，
因其图案色彩绚丽，美丽如锦，被命名为

“鲁锦”，成为当地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
片。然而，从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生
活的改变，鲁锦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20 多年前，牡丹区李村镇的民营企
业家赵丹和其妻子丁珍珠，走上了传承鲁
锦的道路。他们创办了山东乡韵鲁锦纺
织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公司吸纳村民就
业、创新织法传承鲁锦技艺……走在传承
非遗和老字号的前列。

“乡韵”鲁锦创始人张素娥是丁珍珠
的母亲。1951 年，22 岁的张素娥看到当
地妇女自纺自织的棉锦花色鲜艳、细密厚
实，使用时舒适透气吸汗、手感越用越绵
软，为了贴补家用，就在李村集镇上经营
起了棉布店，将棉织锦的生意逐渐做大。

“母亲不仅在李村镇当地零售棉织
锦，还销售到河南、安徽一带，当时店的字
号就是‘乡韵’。”丁珍珠说，“乡韵”两字本

意为“传承乡土气息、韵显民族风情”之意。
在经过详细的市场调查后，赵丹跟丁

珍珠决定，重新拾起农村的老粗布手艺，继
承乡韵鲁锦的织造工艺和经营理念。2007
年，两人以“乡韵”为商标，注册成立菏泽乡
韵鲁锦纺织品有限公司，并招募附近会老手
艺的村民，一起加入到这个团队中。

鲁锦的织造工序极为复杂，从采棉纺
线到上机织布大大小小要经过 72道手工
操作。“鲁锦能以 22种基本色线变幻出近
两千种绚丽多彩的图案，堪称千变万化，巧
夺天工。”赵丹说，乡韵鲁锦的产品取自天
然材料，具有安全、无毒、环保、无污染、无
刺激、无化学物质残留、可降解的生态特
性。经过技术改进，公司生产出来的鲁锦
产品档次有了明显转变，进入到规模化生
产阶段。“我们用 8年多的时间，做出了其
他同类公司 20年才能达到的生产规模。”
赵丹说。

2007年 5月，赵丹第一次把传统工艺

浓厚的农产品鲁锦卖上了互联网。随着
用户增加，公司很快开发出 600 多种产
品，适应了网上购物的需求。2012年，该
公司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注册了网上商
城。“那一段时间，我天天盯着技术人员将
生产的每个产品系列、规格详细发布到网
站，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量的客户咨询洽
谈。”赵丹说，电商让鲁锦产业再一次焕发
出青春。

线上铺好了路，还要线下实体店结
合。目前，乡韵鲁锦产品实体专卖店从
100多家发展到 300多家，北京、上海、东
北三省、广东、广西等地都设立“乡韵鲁锦
专卖店”。同时，赵丹还力拓国外市场，与
知名国际贸易公司合作，产品远销日本、
美国、俄罗斯、东南亚及欧洲其他各国。

“‘墙里开花墙外香’，越能代表中国
传统文化的产品，越受外国人的喜爱，在
国外也能有更大的市场。”赵丹调侃道。

延承了传统文化，还要形成产业效

益。目前，乡韵鲁锦的畅销，带动了周边
100余名群众从事手工绣花、扣子编织等
多道纯手工制作工序。李村镇大郭店村
村民李丽英是乡韵鲁锦公司的一名缝纫
工，李英说：“在这里干活离家近，不到 10
分钟的路程，每月收入 3000 多块钱。既
能务工挣钱，还能照顾家里，比外出打工
强多了。”这些村民凭借着“老手艺”转身
为产业工人。

近年来，“乡韵”品牌先后荣获“山东
省著名商标”“山东名牌”“山东老字号”等
称号。赵丹所开创的连锁实体店经营、电
子商务和礼品定制、婚庆定制的新商业模
式，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引领者。

谈到鲁锦今后的发展方向，赵丹充满
信心地说：“我们为保护鲁锦成立了公司，
但成立公司不是鲁锦的最终归宿，最终目
的是保护鲁锦、传承老字号，让非遗、老字
号等匠心型品牌走出去，更好地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 通讯员 郜玉华 刘电清

本报讯（记者 李若生）“我们在村
里建设的扶贫大棚上班，不仅每个月有
2000 元的工资，还可以照顾家庭，日子
比以前强多了。”日前，在牡丹区沙土镇
房庄村果蔬种植大棚内，正在干活的村
民刘爱莲说。

近年来，沙土镇通过探索长效机
制，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统筹使用，整
合大小扶贫产业项目 19个，目前全镇扶
贫项目已全部实现承租，且收益率平均
不低于 8%，解决了扶贫资金“条块化”管
理、“碎片化”分配、“零散化”收益等难

题。
“沙土镇在扶贫产业发展中因村制

宜，根据贫困村的实际情况，鼓励支持
有产业、有能人、有项目、有资源的村子
自行发展，对不具备条件的村则采取整
合发展、分村受益的方式，增加村集体
和贫困群众的收入 。”沙土镇党委书记
田坤阳说，该镇以产业扶贫为抓手，创
新方式，通过土地流转、扶贫车间、种植
大棚等多种渠道，不断增强贫困群众自
身造血能力，持续壮大集体经济，确保
贫困群众脱贫不返贫。

本报讯（记者 李若生）“过去一
家有喜事全村忙活，表面风光内心叫
苦，多亏红白理事会取消了流水席，办
喜事省心省钱不说，还不欠‘人情债
’。”12 月 9 日，说起前几天儿子热闹又
节俭的婚礼，牡丹区安兴镇许垓村村
民徐守规打心眼里高兴。

“以前凡是村民们婚丧嫁娶，请客
吃饭几乎都是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
从早吃到晚。这样一场红白事下来，
少则摆三四十桌，多则五六十桌，光吃
饭就要花上两三万，这还不包括烟酒
糖茶、租用车辆等开支。”村民许贤省
告诉记者，对于经济状况一般的农村
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一些条件较差的家庭甚至因婚丧欠下
了债务。

该村党员带头，引导村民喜事新
办、丧事简办，选聘 9 名党员成立“红
白理事会”，制定《村规民约》，推行一
站服务及新仪式，树立文明新村风。
如今，随着移风易俗的深入宣传，亲戚

朋友越请越少，村民之间还只随礼不
请客，甚至一些白事上一改往日的“流
水席”，吃起了“大锅菜”。

“以前村里有老人去世后，大摆酒
席攀比之风盛行，大量燃放烟花爆竹，
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金和扰民。刚
开始推行红白事移风易俗，有些村民
为减少酒席和开支放不下面子，也不
太理解。后来有了‘村规’之后，村民
依照红白理事会的安排，丧事简办，禁
止铺张浪费已成村民的自觉行动。”许
垓村红白理事会会长徐守显感慨地
说。

环境好了，村庄美了，百姓奔小康
的信心也足了，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
上日程。“我们村健全完善了休闲广场
和健身设施，配备安装移动音箱和灯
光设备，在村庄干道两侧粉刷文明公
约、宣传画等，建设了文明一条街。”许
垓村党支部书记许新海告诉记者，村
里还投资 90 余万元新建文化广场，不
断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油盛华 吴
张丽）笔者日前从牡丹区高庄镇获悉，
该镇将新增财力的 3%专门用于村级组
织运转，设立村党支部书记“终身成就
奖”，重点奖励对村组发展做出较大贡
献的党支部书记。这是高庄镇实施“头
雁工程”的举措之一，该镇创新举措，强
力推进，着力将基层党支部书记打造成
素质过硬、本领高强的“领头雁”，给力
乡村振兴。

“为优化服务筑雁巢，镇里成立了
头雁工程领导小组，对培养头雁实行
导师制。”高庄镇党委书记张绍斌介
绍，由镇党委委员分别联系 3—5 名村
党支部书记，帮助协调他们创新思路、
提升能力、发展产业等工作。同时，经
过层层筛选，为每位党支部书记还配
备了一名 40 岁左右、具有高中以上文
化程度的书记助理，协助村党支部书

记开展工作。
高庄镇通过“头雁”引领和激励政

策，全镇形成了“头雁”竞相干事创业的
良好氛围。截至目前，该镇培育出孙楼、
大石庄两个油用牡丹种植专业村；贾楼
村通过土地流转种植了构树，贾楼构树
扶贫被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认定为构
树扶贫高庄样板，构树扶贫被国务院扶
贫发展中心列为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
一；汲尧村和圈头村被评为中国淘宝村，
全镇“一村一品”“一村一业”的发展模式
正在形成。

张绍斌表示，为鼓励村党支部书
记干事创业，该镇在制定有关考核政
策、设立终身荣誉奖的同时，还重点给
予“产业配套”，优先为村里进行道路、
沟渠、桥涵、文化设施等配套建设，打
造头雁工程示范点，通过示范引领实
现齐头并进。

从陌生到熟悉再到爱不释手，对于
牡丹区沙土镇中心卫生院的全体人员来
说，这种感受在使用“学习强国”平台上，
再贴切不过了。

“学习强国”平台上线以来，沙土镇
中心卫生院高度重视，积极推广，全体党
员职工纷纷下载注册，很快达到全员覆
盖。同时，他们还积极推荐自己的亲朋
好友下载，形成一股热潮。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学习氛
围不是很浓厚。不仅因为业务忙、学习
时间较少，还由于大家进入学习状态的
过程比较慢。“为了动员所有人员积极主
动参与学习，我们结合医院工作实际，开
设了‘六点半课堂’。”沙土镇中心卫生院
院长李继召说，在医院下班后组织全院
职工一起通过“学习强国”平台进行学
习，并通过答题竞赛等形式提高学习兴
趣，既解决了知识学习与业务工作的时

间冲突，又提升了学习实效，效果明显。
目前，该院人员每天都将学习“学习

强国”作为必修课，“学习强国”平台也让
大家的学习变得更有规律，成为工作群
里最热闹的“学习园地”。“在‘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里，我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儿子
看我天天这么入迷，在我的推荐下他自
己也安装了。”该院“学习标兵”魏海荣
说，“用了十天以后，儿子发现‘学习强国
’平台就是个知识库，还怪我没有早些分
享给他呢！”

“现在全院形成了‘比、学、赶、帮、
超’的浓厚学习氛围，谁的积分低了就觉
得落后了，都铆着劲学习，生怕少学一
分。”李继召说，“学习强国”平台已经成
了大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
大家提高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充电
宝”和“加速器”。

通讯员 蒋 硕 李 婷 闫德海

本报讯（通
讯员 郜玉华 徐
文峰）日前，牡丹
区王浩屯镇中心
卫生院党支部组
织全体党员到王
浩屯行政村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健康知
识宣传志愿服务
活动，以实际行动
践行志愿服务精
神，将健康知识宣
传工作落到实处。

牡丹区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以
来，王浩屯镇中心
卫生院党支部强
化 举 措 ，扎 实 推
进，全面提高，让
主题教育成为提
高全体党员思想
觉悟和担当奉献
的“加速器”。

该院党支部
开 展 了“ 不 忘 初
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培训。院
党支部书记张传
杰就《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论述摘编》
中产生的时代背
景和重大意义等
进行深入解读，进
一步深化了全体
党员对《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论述摘编》的主线脉络、精神实
质的把握和理解。张传杰还利用“六点
半课堂”对支部全体党员讲了主题教育
党课《中国共产党党史》，让全体党员有
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大家纷纷表
示，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持之以恒
地传承红色基因，以新担当新作为不断
提高医技水平，服务群众。

同时，该院邀请王浩屯镇副镇长庞
洪亮对该院全体党员进行集中培训，带
领大家共同学习《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
领导》等内容,进一步坚定了大家坚持

“以病人为中心”“以党建工作为引领”
的发展理念，强化了为群众健康保驾护
航的思想意识。

在该院对辖区贫困户开展的“走家
入户送温暖”慰问活动中，院长李玉勋
和党员代表一起将被褥、粮油等慰问品
送到贫困户家中。李玉勋表示，在以后
的工作中要不断加大帮扶力度，建立健
全长效帮扶关爱机制，及时了解贫困户
的所需所想，在精神与物质上给予帮扶
和慰藉，让困难家庭感受到党的关爱和
温暖。

本报讯（记者 李若生）“没想到原
来不愿意回来的老家，现在变得这么
美。”12月 7日，牡丹区都司镇邵庄村邵
国亮告诉记者，他自打 1988 年结婚进
了城，终于在八年前给年逾古稀的父
母在城区买上了房，摆脱了恼人的“乡
愁”。

去年开始，都司镇开始积极推进
黄堂、邵庄、靳楼、骆屯为主的东西南
北美丽乡村四大示范片区建设，大力
实施村庄硬化、净化、绿化、美化、亮化

“五化”达标提升工程，原来的农村变

得绿树掩映、花香四溢。邵国亮又凑
了 20 万元钱，把老家的破房子重新翻
盖，让舍不得离开乡亲们的父母重新
搬了回去。

在都司镇美丽乡村建设中，许多
像邵庄村一样情况的村庄经过提升改
造，使得往日的废弃坑塘变成了街心
公园，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整洁水泥路
让农户出行更加方便。截至目前，黄
堂村片区在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的基
础上，稳步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已实
现全村镇级“美丽庭院”全覆盖。

胡集工业园打造产业集群

沙土镇卫生院学好用好“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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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庄镇示范引领促“头雁”齐飞

都司镇建设美丽乡村

移风易俗为村民“减负”

产业扶贫激活“造血功能”

千 年 鲁 锦 绽 芳 华

在牡丹区都司镇本然
种植专业合作社承包的大
棚内，合作社负责人吴军

（左）向该镇党委宣传委员
马孝欢介绍种植的无公害
黄瓜。该合作社通过测土
配方和土壤净化，种植的果
蔬通过无公害认证，目前仅
在都司镇就发展 21个果蔬
大棚，生产的“本然缘味”牌
系列果蔬供不应求。

通讯员 郜玉华 蒋 硕 摄

无公害果蔬无公害果蔬

畅销市场畅销市场

在牡丹区大黄集镇的
菏泽宏鑫包装公司生产车
间，工人在现代化的生产
线忙碌着。该公司通过技
术和设备提升改造，形成
了从原料到拉丝、成布、织
袋、印刷、成品的完整生产
线，年产各式面粉、化肥、种
子等包装袋 6000 万条，已
成为牡丹区最大的编织袋
生产企业。

通讯员 郜玉华 杨瑞
芳 摄

技改提升技改提升

生产能力生产能力

“我们车间实行计件薪
酬制度，我月收入一般 4000
元左右，加班还可以多拿一
些钱。”12月 9日，在牡丹区
小留镇钩子吴扶贫车间内，
工人刘凤莲高兴地说。据
悉，为让较大企业顺利入驻
扶贫车间，小留镇着力解决
企业的厂房问题，2000多名
群众在扶贫车间就业。

记者 李若生 摄

扶贫车间扶贫车间

助农增收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