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池彦
明）近日，由省畜牧兽医局指导，省畜
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办，市畜牧兽医
事业发展服务中心、泰山区人民政府、
泰山区省派“四进”工作队、山东广播
电视台文旅频道承办的“好品山东 鲁
畜优品”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进万家
暨优质畜产品展销活动在岱庙北门广
场举办。

“这次活动非常好，没有摊位费，
为我们推销产品提供了很大支持。我
们的产品都是清真食品，可以放心食
用，购物袋上印有联系方式，方便顾客
后续购买。”肥城陈涛演马牛肉摊主于
女士说。

本次活动以“品尝优质特色畜产
品、弘扬畜牧产业文化、推广健康饮
食”为主题，集结美食、文化、娱乐等元
素，吸引了海蓝种禽、同城牧业、众客
食品、建红种蜂场、西岭家庭农场等来
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0余家企业参
展，打造了一场畜产品美食盛宴。活
动当天，各个摊位前聚集了不少附近
的居民。在山东羊小鲜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摊位前，不少市民被鲜美的羊汤

吸引。“肉、蛋、奶、蜂蜜这里都能买到，
很方便，各种产品应有尽有，品质也有
保障。”市民邓女士拎着刚购买的熟食
笑着说。

近年来，我市抢抓乡村振兴发展
机遇，坚持以质量兴牧、促品牌强牧，
围绕肉鸭、生猪、奶牛、蛋鸡等优势特
色产业，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力度，

促进畜牧产业提档升级，做大做强品
牌畜牧产业链，聚力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目前，我市拥有市级产业化
重点畜牧龙头企业 101家、省级 12
家、国家级3家，创建省级智能牧场8
家、省级智慧基地20家、省级科普基
地5家，28家优质畜产品企业入选省
级优质特色畜产品企业名录，山东巴
夫巴夫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泰安汉世
伟食品有限公司获评省级优质畜产品
基地，山东亚奥特乳业有限公司、泰安
金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被
评为“食安山东”畜牧业示范品牌引领
企业。2023年，全市畜牧业总产值达
170.8亿元。

“这次活动的举办，为我市优质畜
产品搭建了良好的展示平台，对扩大
品牌影响力、提振消费市场具有重要
意义。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
一步解放思想、守正创新、奋发进取，
以更高标准、更足干劲拓宽畜产品品
牌发展新路径，为建设畜牧强省、打造
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贡献力量。”
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
表示。

我市举办“好品山东 鲁畜优品”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进万家暨优质畜产品展销活动

助力优质畜产品加速“出圈”

■展销活动现场。 记者 池彦明 摄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徐文
莉）“电器日销售量实现翻倍，带动交
易1000笔以上，销售额500万元以
上……”说起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
以来商场电器销售的新变化，银座电
器泰安区域总经理魏正楠十分振奋。

自我市2024年家电以旧换新补
贴活动启动以来，岱岳区商务局精细
筹划，统筹安排政策宣传、补贴审核和
组合促销活动，“政策+活动”双轮驱
动，激发市场活力，掀起一轮家电消费
热潮。近日，记者在银座商城看到，很
多消费者到店咨询补贴详情、挑选心
仪的商品。

“我看中的一台一级能效壁挂炉

原价 9900 元，商场和商家优惠后
7600元，补贴后只需5600元。”随着
天气转凉，市民徐林一直想买一台壁
挂炉，一系列促销政策让她不再犹豫，
立即下单心仪的产品。

“这台空调9月初售价3799元，
今天只要3039元。以旧换新政策力
度确实不小，让消费者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优惠。”市民薛晨曦说。

记者走访多家以旧换新指定商
场发现，以旧换新宣传标识随处可
见，销售人员为消费者详细介绍各
类家电产品的特点和优势，耐心办
理家电以旧换新手续。“在政府以旧
换新补贴 20%或 15%的基础上，我

们也推出了几款热销机型进行价格
直降。在各种活动的加持下，销售
额大幅提升。”某品牌电器导购员阴
丽娟介绍。

“热销电器主要是电视、冰箱、洗
衣机等。为了用好利好政策，我们推
出了滤网清洗、食材来料加工等10
项免费服务，方便消费者一站购齐所
需家电。”魏正楠介绍。

据了解，此次家电以旧换新补贴
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日，补贴产品
类别包含冰箱（含冰柜）、洗衣机（含
干衣机）、电视、空调（含中央空调）、
电脑、热水器（含壁挂炉）、家用灶具
（含集成灶）、吸油烟机8类产品。消

费者个人购买1级及以上能效或水
效标准的产品，给予产品销售价格
20%的以旧换新补贴；购买2级及以
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给予产品
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位消费者
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最高
为2000元。

岱岳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表示，自
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岱岳区
商务局联合各参与单位认真研究实
施细则，组织审议并推荐了23家家
电销售企业参与以旧换新补贴活动，
截至目前，带动 8 类家电商品销售
750 余 万 元 ，补 贴 金 额 达 140 余
万元。

岱岳区积极落实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带动8类家电商品销售750余万元

以旧换新“热”市场活力“足”

我市新增5家
盲人按摩品牌示范店

本报 10 月 14 日讯（记 者
李皓若）近日，市残联为5家“齐
鲁手创 泰安盲按”盲人按摩品牌
示范店授牌，助力盲人就业创业，
推动盲人按摩行业高质量发展。

创建“齐鲁手创”盲人按摩服
务品牌是山东省为改善当前盲人
保健按摩机构规范化、从业人员
专业化程度较低，绝大多数盲人
保健按摩机构品牌影响力小、收
入水平低的现状，推动盲人按摩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市
残联、市残疾人就业指导中心积
极响应，按照省残联“齐鲁手创”
品牌创建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对

盲人按摩机构进行调查摸底，按
照《盲人按摩服务规范》要求，制
定泰安市盲人按摩规范化标准，
以区域内口碑佳、影响力大的机
构为试点，在统一品牌、统一店
招、统一规章制度、统一服装、统
一按摩床和床上用品、统一编号

“六统一”的基础上，为盲人按摩
机构配备收银台、消毒柜、洗脱一
体机等设施设备，就经营管理、环
境卫生、技术服务对盲按机构进
行了升级改造。

自2023年以来，我市共打造
“齐鲁手创 泰安盲按”盲人按摩
品牌示范店12家。

本报 10 月 14 日讯（记 者
郑凯）金秋十月，甘薯成熟。在肥
城市王庄镇的丘陵山地上，红色、
黄色、紫色的甘薯从裂开的土缝
中调皮地探出了“脑袋”。近日，
山东省薯类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到
王庄镇察看甘薯长势，为种植户

“传经送宝”。
“我们第一次种植甘薯，缺乏

经验，市农科院技术人员在地块
选择、品种选择、种植技术等方面
为我们提供了指导。今年，我们
种植甘薯约26公顷，共10个品
种，主要销往国内一线城市。明
年，我们打算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66公顷以上。”一名甘薯种植大
户说。

看着一个个“呆萌”的甘薯
从地里长出来，山东省薯类产业
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
泰安市农科院甘薯所所长孙哲
说：“甘薯种植要选择适宜的品
种，种植过程中注意水肥管理，
甘薯生长中期要做好控旺措施，
防止薯秧旺长，造成减产。”孙哲
表示，市农科院甘薯所将继续发
挥专业优势，为种植大户做好技
术服务，为我市甘薯产业发展注
入科技动能，促进甘薯产业高效
健康发展。

甘薯专家“传经送宝”助农增收

本报 10 月 14 日讯（记 者
董文一）13日，泰安市美术家协
会广生泉写生基地正式启用。泰
安市美术家协会将遴选优秀画
作，在广生泉游园清静轩展出，为
市民、游客打造一处画作欣赏、艺
术交流的场所。

写生基地启用活动现场，泰
安市美术家协会的书画家在游园
内即兴创作。面对古典园景和园
内菊花，书画家挥毫泼墨，一幅幅
画作吸引了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广生泉游园始建于1983年，

面积7000余平方米，是集休闲娱
乐和历史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开
放式游园。经过几次提升改造，
如今的游园春季姹紫嫣红、群芳
争艳，夏季绿树成荫、小桥流水，
秋季色彩斑斓、丹桂飘香，冬季
银装素裹、曲径通幽。一名书画
家表示，园内四季雅致的景观环
境为其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写
生基地的启用将为泰安美术事业
发展注入新活力，让更多市民、游
客在游园的同时，领略泰安的文
艺魅力。

泰安市美术家协会
广生泉写生基地启用

■书画家在写生基地即兴创作。 记者 董文一 摄

本报 10 月 14 日讯（记 者
毕凤玲）近日，市科技馆联合岳峰
小学开展“科普进校园 点亮科技
梦”志愿服务暨馆校共建揭牌活
动，为师生送上一场别开生面的
科学盛宴。

科普志愿者现场表演情景剧
《云巅之志》，讲述了我国气象学
家竺可桢建设泰山测候所的故
事，激励学生以老一辈科学家为
榜样，怀揣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
勇攀科技高峰，争做新时代共产
主义接班人。

科普志愿者通过“空气炮”等
实验器材，将“神奇的气压”“神奇
的气流”“伯努利原理”实验一一
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感受科
学的魅力，激发学生对科学的
兴趣。

市科技馆将不断加强与学校
的共建合作，将科普教育工作纵
深推向全市中小学；探索新的教
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培养中小学
生的创新思维和科学素养，促进
中小学科学教育发展，助力全民
科学素质提升。

科普之光 照亮校园

■科普志愿者为学生送上“实验秀”。 通讯员供图

■焦阳接受专访。 记者 赵文文 摄

10月11日，东平县戴村坝遗产保
护中心主任、接山镇党委书记焦阳参
加“学好用好‘千万工程’打造乡村振
兴‘泰安样板’——泰安市乡镇（街道）
党（工）委书记系列访谈”栏目，回答主
持人提问。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味着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进入了新阶段。接山镇各项
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明显，能跟我们讲
讲接山镇的基本情况吗？

焦阳：接山镇位于东平县东部，是
东平县的“东大门”，距离县城10公
里，区域面积15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1万公顷，有 52个行政村，人口 6.5
万。接山镇历史悠久、位置优越、资源
丰富，先后获得“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
镇”“山东省乡村振兴‘十百千’工程示
范镇”“山东省绿色能源发展标杆乡
镇”“泰安市森林乡镇”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接山镇因地制宜谋发展，脚踏
实地兴“三农”，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设施
农业，走出了一条农业稳产增产、农村
稳定安宁、农民稳步增收的乡村振兴
新路子。

主持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
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
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请您介绍一下接山镇在农业产业发展
中都做了哪些工作？

焦阳：接山镇是传统的农业乡镇，
之前种植玉米和小麦等农作物，产业
结构单一，群众收入较低，农业面临大
而不强、粗而不精的难题。

近年来，在东平县委“双30”战略
指引下，接山镇锚定富民强村目标，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坚持以
典型带动促整体推进，推动产业发
展。我们统筹规划了“一线两区三
带”6个示范片区，流转土地3300余
公顷，建设大棚 2340 公顷；建立了

“专班+技术员”的技术服务机制，提
供品种推荐、种植技术指导、棚间精
细管理等“保姆式”服务，同时抓好市
场销售等关键环节，实行“订单式”种
植，确保农产品有路可销。目前，接
山镇“春瓜秋菜”模式已经形成，春茬
主要种植贝贝南瓜、西瓜、甜瓜等，秋

茬主要种植辣椒、茄子、豆角等，冷棚
每公顷收益超过37.5万元，暖棚每公
顷收益超过 75 万元，总产值达 1.4
亿元。

主持人：请问接山镇在发展壮大
设施农业中取得了哪些成效？

焦阳：接山镇自发展设施农业以
来，包棚种棚群众达1500余人，带动
全镇就业4600余人，务工群众年增收
2.5万元，形成了“村村建棚、争相包
棚，人人受益、共同富裕”的良好局
面。比如苍邱一村、牛山庄村等15个
村，原来村集体年收入不到10万元，
通过发展设施农业，年收入均超过20

万元，有 13 个村集体年收入超 50
万元。

今年，我们继续推进品种选优、品
质提升和品牌打造，打响了“接山接
福”特色品牌，提升了农产品区域辨识
度和市场竞争力，让设施农业真正成
为接山镇乡村振兴的“催化剂”、富民
强村的“摇钱树”。

主持人：请问接山镇在“加强农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这一方面做了哪些
努力？

焦阳：接山镇按照生态宜居要求，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农
村生态文明建设。依托红色资源，精
心打造了山神庙八路军115师后方医
院旧址，立足丰厚的自然基础，构建了
集红色文化传承、特色农业发展、乡土
文旅融合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带，
着力筑牢红色文化之“魂”、绿色发展
之“基”，走出了一条“红绿”交相辉映
的特色发展之路；加大农村环卫设施
建设力度，建立了乡村环境保护长效
机制，每周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观摩
评比，打造干净、宜居、舒适的人居环
境；对全镇所有村的饮水、供电、道路
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加大对山
水林田湖草的保护力度，深入清理秸
秆、杂草、垃圾，利用地边、沟沿种植特
色作物，形成别具一格、生机盎然的田
园风光。

接山镇将全面学习运用好“千万
工程”经验，按照既定工作思路，锚定

“双30”目标苦干实干，奋力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蓝图。

东平县戴村坝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接山镇党委书记焦阳：

踔厉奋发 砥砺前行
谱写乡村振兴“接山篇章”

□记者 刘小东 实习记者 张智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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