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做力所能及
的公益”，这是泰山索道运营中心中天
门索道安保科副科长刘勇的座右铭。
从2008年创立手拉手公益以来，刘勇
在工作之余带领身边的爱心人士，从
最初帮扶几个贫困孩子的群体发展为
集扶贫、济困、助学、扶老、助残等多个
公益项目的综合性公益服务组织。多
年来，刘勇不断奉献爱心，汇聚乐善好
施的力量，用自己的热忱感染和帮助
了众多需要帮助的人。2021年，刘勇
被评为第七届泰安市助人为乐道德
模范。

“他为人正直、热心，当知道他一
直在默默无闻地献爱心、做公益的时
候，我们一点儿都不惊讶。”无论在同
事眼中，还是在亲朋好友的印象里，
刘勇都是出了名的热心肠。2008年
以前，刘勇就是泰安各项公益活动中
的常客；2008年，他创立了手拉手公
益。每当得知有孩子因为家庭贫困

不能继续上学时，他就四处联系爱心
人士结帮扶对子；每当得知有基层学
校师生吃水难时，他便筹集资金带着
工人和设备为学校打井……十余年
来，刘勇一直坚持着“用心甘情愿的

态度，做力所能及的公益”的宗旨和
初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坚
守着。

奉献一点爱，收获满怀情。在刘
勇的感染和影响下，泰山索道运营中

心员工纷纷加入手拉手公益。大家或
持续多年资助贫困学生，或常年在公
益服务组织做义工。此外，众多爱心
企业和组织也积极主动合作，共同开
展帮扶活动。在我市偏远乡村、学校、
乡镇敬老院等弱势群体中，他们收获
了良好的口碑，创造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

自组建手拉手公益以来，刘勇不
断探索推行公益活动项目化，促进运
营更加规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手拉手公益逐步形成了微爱助学、亮
丽学堂、公益宣讲进校园、守望夕阳
红、翰墨助学、环保在我心中等多个项
目化公益活动。这些活动在关注困难
群体的同时，还注重弘扬道德风尚，赢
得了广泛赞誉。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做力所能
及的公益”是刘勇最初创办手拉手
公益的理念和初衷，他也是这样坚
持的。刘勇表示，他将继续带领手
拉手公益弘扬和传承乐于助人的优
良传统品德，奉献爱心，传递温暖，
为共建文明城市、和谐社会贡献
力量。

“泰山板栗，从这里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这是泰安市板栗协会会长王雅红在
得知泰山板栗成功入选“好品山东”品牌名单后，发在朋友圈里的一句话。

泰山板栗作为泰安的优势产业和政府重点扶持的特色产业，历来是山东名
品。泰山景区黄前镇、下港镇、大津口乡的板栗集中连片种植面积达21.6万亩，年
产板栗3万余吨，收入3亿多元，是全国板栗最集中的产区之一。

这次从“名品”走向“好品”，在王雅红看来，既是政府认可的实至名归，又是市
场选择的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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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产业振兴是相当重
要的一个环节，而产业的发展壮大，一
方面要求有质有量的品牌建设，另一
方面也会带动品牌建设。

近年来，我市板栗产业振兴取得
了跨越式发展，一大批深加工企业、精
深加工企业在市场化大潮中脱颖而
出，他们生产出的各类优质产品，让泰
山板栗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名头
更响了。

“要在全省数千种参评的品牌中
脱颖而出，仅仅靠历史流传下来的名
声可不能保证稳操胜券。”王雅红说，

“只有在新时代下抓住历史的机遇，

拓展到产业、发展成事业，才能为品
牌的腾飞注入澎湃的动力。泰山板
栗产业的发展，正在步入健康和谐的
轨道。”

3月11日，在泰安市栗欣源工贸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隆隆、
人员忙碌，作为全国著名的集板栗仓
储、加工、内销、出口为一体的现代化
企业，这里正在加工速冻栗仁、即食
栗仁罐头等产品。“公司成立 17 年
了，见证了泰山板栗产业从小到大的
发展过程。”公司负责人倪庆军说，

“2021年，公司收购板栗1.3万吨，实
现销售收入1.6亿元，其中出口1万

吨，占全国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创汇
1200万美元。”

按照公司发展规划，栗欣源将在
做好原有产业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出
口量，延长产业链，进一步往精深产品
加工方向发展，增加板栗产品附加值，
并继续加强品牌建设，提高泰山板栗
的知名度。

王雅红说，目前，泰山板栗产业已
经初步形成集特色基地种植、种苗输
出、产品加工与出口、冷链仓储、立体
种植增收、品牌建设等于一体的全产
业化新格局，这对当地群众增收、助推
经济社会进步、服务乡村振兴有着极

大的促进作用。
“去年10月份，我参加了市农业

农村局举办的全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培
训班，进一步深化了对品牌强农工作
的认识。”王雅红说，这样的学习机会
越来越多，对于她和她关心的产业起
到了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王雅红
说，下一步，泰安市板栗协会将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在市农业农村
局的指导下，发挥智慧农业的引领作
用，逐步建立高标准化服务机制，做好
泰山板栗地标区域品牌产业链标准化
体系建设，让泰山板栗从“好品山东”
品牌成为“好品中国”品牌。

泰山板栗：育好苗 培好果 制好品
——“好品山东”品牌是怎样炼成的之一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高杨 文/图

第七届全市道德模范刘勇：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 做力所能及的公益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刘红川

本报3月17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杨文洁）为更好地解
决企业群众办事难点、堵点，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市人社局从企
业群众需求出发，总体谋划、统筹
推进，组织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
价政策宣讲”主题活动。记者从
市人社局了解到，本次宣讲活动
自1月开始，至3月底结束，为期
3个月，活动面向全市重点行业、
工业企业，计划宣讲服务企业
180余家。

为保证宣讲效果，市人社局
进行了专题部署，市、县联动，精
心准备。宣讲重点介绍职业技能
等级制度改革背景、企业技能人
才自主评价备案流程及组织实施
过程、评价结果、薪酬待遇制度和
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就企业提出
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并给
出意见和建议。同时，市人社局

向企业提供包括政策咨询、考核
命题、题库建设、组织评价、质量
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据了解，本次宣讲活动为企
业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提供了
技术指导，有利于发挥企业在技
能人才评价方面的主体作用，推
进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截至目前，全市已组织开展
宣讲活动5场，持续掀起企业学
习热潮，推动了技能人才自主评
价工作深入开展，有效调动了企
业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的积极
性。下一步，市人社局将继续创
新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
提升服务质量，扩大自主评价企
业规模，引导和支持企业开展技
能人才自主评价，促进劳动者技
能提升，为全面开创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新局面贡献
力量。

市人社局

政策宣讲进企业
助力营商环境再提升

岱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超前辅导、全程代办
把服务“加法”做成发展“乘法”

本报3月17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毕凤玲）近日，位于大
汶口工业园的华伟重工、岱龙化
工等5家公司向岱岳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提出业务指导诉求。经了
解，各企业在规划方案审查过程
中存在方案变更、建筑密度、厂前
区用地比例等堵点、难点问题。
为加速推进企业项目快审批、早
落地，岱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组
织工作人员前往大汶口工业园管
委会召开洽谈会，集中为报建企
业提供超前辅导、全程代办服务。

会上，园区负责人详细介绍
了各企业规划方案情况；建设单
位提出企业诉求，对规划方案存
在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岱岳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针对

各项目实际进行解答释疑，并提
出具体可行的建议，最终为各项
目确定了个性化解决方案。据了
解，接下来，岱岳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代办专员将全程跟进，记录反
馈项目审批进展情况，全程帮办
代办直至项目落地。

今年以来，岱岳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坚持“有解思维”破难题、

“一线工作”解民忧，以开展“绽放
活力、强区有我”活动为契机，为
岱岳区重点项目“一对一”量身定
制超前辅导、全程代办服务，累计
为企业解决问题80余条。变企
业跑审批为代办员跑审批，把服
务的“加法”做成发展的“乘法”，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区经济
建设添砖加瓦。

本报3月17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杨文洁）为进一步倡
导诚信守法经营，优化消费环境，
打造诚信新泰，14日，新泰市市
场监管局举行了“3·15”假冒伪劣
商品集中销毁行动。

据了解，此次集中销毁的部
分假冒伪劣商品价值40余万元，
包括未经检疫检验猪蹄、假冒伪
劣酒水、包装袋标识违法复合肥
等。此次销毁严格按照罚没物
资处置程序，由专人负责监督清
点、出库、登记，集中运送到新泰
市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通过
无害化方式进行彻底销毁。此

次集中销毁行动向公众表明了
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制售假
冒伪劣商品和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坚定决心，对制假售假及
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经营者形
成了有力震慑。

下一步，新泰市市场监管局
将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产品、重点
环节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对制假售假扰
乱市场秩序、危害群众生命安全
等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坚持
查办一批、曝光一批，坚决捍卫人
民群众消费安全，全力守护公平
守正、安心消费的市场环境。

新泰市集中销毁
价值40余万元假冒伪劣商品

本报3月17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张芮 通讯员 邢艺
菲）“垃圾分类能减少环境污染和
垃圾占地面积，同时能将回收的
垃圾进行二次利用。”近日，泰山
区岱庙街道城管办环卫中心联合
岱庙街道元宝社区，开展了垃圾
分类推广宣传活动，促进居民养
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增强垃圾
分类意识。

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居民详
细讲解了垃圾分类的定义、居民
在生活中应如何正确进行垃圾分
类等内容。志愿者还对居民提出

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并发放宣
传折页等资料，倡导大家从日常
生活入手，从自身做起，自觉养成
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垃圾分类不
仅能对一些有价值的垃圾进行回
收，还能减少资源浪费，美化城市
环境。”一名志愿者说。

岱庙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增强了社
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让“绿
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
有助于让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垃
圾分类行动中来，提高爱护环境
的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做好垃圾分类 美化城市环境

■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材料。 通讯员供图

①泰安市板栗协会会长王雅红在察看山区微滴灌溉系统的滴箭。

②完成接穗的嫁接苗。 ③赵兴发正在接穗。

■刘勇（左）参加公益活动。 刘勇供图

编 者 按
3月2日，“好品山东”建设新闻发布会召开，首批“好品山东”品牌名单中，泰安12个品牌入选，其中肥城桃、

泰山板栗、泰山女儿茶等农产品品牌占据重要位置。这些品牌成功当选“好品山东”品牌的背后，倾注了各级各
部门、产业从业者的心血与汗水，也见证着产业发展、品牌塑造、乡村振兴的坚实步伐。

本报推出“好品山东”品牌是怎样炼成的系列报道，为您讲述部分品牌背后的故事。

育好苗，是成为“好品”的基础

泰山板栗的好，不仅在于栗子畅
销、知名度大。其实，泰山板栗种苗在
国内市场也是响当当的“好品”。黄前
镇、大津口乡、下港镇等区域栽培栗苗
有30多年的历史，这片并不肥沃的土
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板栗种苗输出地
之一。每年对外销售3000多万株种
苗的成绩，在全国是独一份。

今年72岁的赵兴发，家里世代种
栗子树。记者见到他是在3月11日上
午，当时他正忙着嫁接栗苗。他说，20
世纪80年代之前，栗子最多是在庄稼
收成不好的时候拿来果腹，没人拿着它

当养家的生意来做。“那时候哪里知道
栗子和栗苗能挣钱呢。”他一边说着，一
边在去年种出来的栗苗丛里剪枝。

“这是实生苗，筐子里面的是嫁接
苗，把他们配成对儿，成活的栗苗就能
换钱了。这个可是个技术活，得保证
嫁接苗的出芽率和成活率。”他说。此
前的几天，地里的一大片实生苗都被
剪成了四五厘米高的“光杆儿”，如今
要做的就是接穗。要是一边剪一边嫁
接，一天的活三天也干不完。

只见他拿起一柄小刀，在实生苗
“身上”从下往上切出一个45度左右

的斜面，再在苗体中间割出一道缝隙，
另一只手拿起一根嫁接苗，用小刀从
上往下斜着一拉，又是一个斜面出来
了，再竖起刀来在嫁接苗上切一下，然
后把两个苗插起来，嫁接就完成了
一半。

“都说‘三分切、七分绑’，这棵苗
能不能活，长起来壮不壮，绑的技术
很重要。”赵兴发嘴上说着，两只手配
合着，三五下，苗就绑好了。“去年卖
了3000多棵哩，今年我准备再卖上
这些。”

他脚下的土地，并不是肥沃的黄

土或者黑土，不过被打理得很细，没有
大颗粒的坷垃等。“地里的土壤是经过
改良的。”王雅红说，“我们现在指导农
户，栗种都要选取直径1.8—2cm的，
种完了进行覆膜保温，这样种出来的
实生苗更粗更壮，既有利于嫁接，又有
利于存活。”

像赵兴发这样的种植户，在黄前
镇高家圈村随处可见，这里的870多
户村民，大部分都生产、销售泰山板栗
种苗。“看得见的是年年增收，看不见
的是品牌影响力的持续增强。”王雅
红说。

“可别心疼，我把这根枝子抽掉，只
要一打开，光进来了，增产不在话下。”3
月11日，泰安市板栗协会从济南请来
的技术员王福贵，正在泰山板栗红湾基
地给王昭起家的栗树剪枝，这些五六年
前嫁接的树木，很多都是“只长个子、不
结果子”。

“以前栗农都是粗放型管理，让树
长得高高的，不舍得剪枝，认为会影响
增产，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正在
推行的就是‘矮干多主枝开心型’技
术。”王雅红说，把树高控制在三四米左
右，方便收栗子；树枝不那么密而且分
散开，栗子能充分接受阳光照射，果实
大小均匀、籽粒饱满，颜色也会更深，并

且成熟度一致。
王福贵一边剪着栗树枝，一边向王

昭起夫妇讲解相关的技术。受协会邀
请，他每年要来3到5次，现场对栗农进
行技术指导。“我从事栗子种植40多年
了，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到过很多地方
学习新技术。泰山板栗品质很不错，长
不大、长不好就太可惜了。这几年发展
得不错，成果显而易见。”王福贵说。

被剪下来的树枝掉落，与地上的黑
色塑料管子发出碰撞的声音。“你别看
这些管子黑不溜秋的，可是我们提高品
质、增产增收的秘密武器。”王雅红说。

“这是山区微滴灌溉系统，红湾基地
300亩土地实现全覆盖，花了300多万

元呢。市农业农村局帮我们争取了95
万元，我们自筹了200余万元，全村劳
力奋战了一个冬天，终于让栗子树有足
够的水喝了。”

这套能够实现智能灌溉和施肥的
系统，给每棵栗子树配备了8个滴箭，
每个滴箭的灌溉面积在50平方厘米
左右。“系统有光照度传感器和温湿度
传感器，能分析土壤水分情况，需要灌
溉的时候，用手机就能操作。”王雅红
说，“我们还专门建设了能够满足
1000亩地使用的蓄水池，随用随开，
十分方便。”

“用上了微滴灌溉和‘飞防’之后，
与2020年相比，去年家里栗树的产量

增加了六成还多。”王昭起说，“而且栗
子个头大、颜色深，形状更饱满，卖相特
别好。”王昭起说的“飞防”是每年4月
份进行的无人机喷洒农药，这种方式经
济高效，同时兼治其他害虫，一法多效，
一举多得。

“除了智慧生产，我们还注意发展
绿色生产模式。”王雅红说，在不少栗树
下，他们引导农户种植了毛叶苕子草。

“人家都是清理草，咱们是主动种植。
这种草不仅有利于减少蒸发、保持水
分，还能让栗大蚜等病虫害的天敌藏
身，而且到了9月份收栗子，草甸还能
起到减震的作用，就算它枯死了，也会
变成肥料，是我们刚引进的宝贝。”

制好品，产业振兴助力品牌腾飞

培好果，开启智慧生产和绿色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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