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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从脚下起步卫生从脚下起步，，
文明自你我做起文明自你我做起。。

本报5月 7日讯（记者 郑
凯）近日，记者从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了解到，2025年度二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考试将于5月10日至
11日举行（本周六、周日），考生
可提前打印准考证。

据了解，2025年度二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考试泰安考区考点为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泰山区天烛
峰路299号）、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泰山区天烛峰路281号）。考生
可登录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官网，进入专题专栏，先后点击业
务系统、山东省建设从业人员管
理系统自行打印准考证，并认真
阅读准考证上的考生须知，按准
考证上的时间、地点和考试要求
准时参加考试。

为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参考，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还发布了
《致2025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考试泰安考区考生的一封信》，
就考试安排和诚信应考等事项作
了详细说明。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本周六开考

范镇唐北墠村蔬菜基地里，露珠
还在莴苣叶上打转，十几位穿着雨靴
的农户已弯腰在田间忙碌。短短15
分钟，2500公斤带着泥土清香的莴苣
就被搬上泰安供销“泰供优选”的
货车。

车轮飞转 保障鲜菜供应

“泰供优选”的货车穿梭于边院
镇、梯门镇、范镇、良庄镇、房村镇等
16个高标准农产品直采基地之间。
蓝莓、樱桃、西瓜、莴苣、大蒜等时令
果蔬应有尽有，将车厢装得满满当
当。“今天按‘毛菜’标准收购的莴苣，
不去叶不去根，新鲜又好卖。”市供销
社工作人员表示，这种直采模式在保
证产品质量的同时，既能让种植户获
得合理收益，又能降低供销社的采购
成本。

从地头收来的蔬菜进入供销仓储
配送中心，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农残检
测。合格后的蔬菜进入配送流程，工
作人员用“宝盛、农大、泰疗”等简称标
注配送单位。从两斤豆芽到几十斤土
豆，分拣员根据订单精确配货，司机则
按照智能系统规划的路线送货上门。
大小车辆进进出出，忙碌的背后是一
条精准运作的配送流水线。

“我们的配送工作从深夜就开始
了，”供销仓储配送中心负责人王斌介
绍，“晚上11点整理订单，12点分拣员
开始进行分类摆放和品质检测，凌晨

3点装车，随后统一配送。目前，我们
共为280家单位提供食材配送服务。”
王斌认真调度整条流水线运作，整个
过程迅速高效、井然有序。

高效配合 丰富超市货架

“来货了！”伴随着倒车提示音，
泰安供销惠民超市中心店员工立即
行动起来。称重、计数、搬运，大家配
合默契，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一车
瓜果蔬菜的卸货任务。工作日7时至

9时是超市的“早高峰”，附近居民送
孩子上学后会赶来买菜。超市理货
员马不停蹄地在货架间穿梭补货，确
保货品充足。超市的帘门刚升起，老
顾客张女士就直奔水果区：“供销超
市的水果品质好，价格实惠。我买水
果就认准这里。”

“今天到货3000多公斤，合计有
1万多元的货品，”泰安供销惠民超市
中心店店长张丽介绍，每日配送的瓜
果、蔬菜、豆制品和肉类占“大头”，充

分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需求。

双轨并行 打造“云菜田”

“家人们，两斤左右的小糖丸西瓜
只要5.99元。”手机屏幕里，“泰供优
选”主播正带着网友“云逛”瓜田。顾
客线上下单后，可凭二维码在14个社
区提货点取货。供销惠民e站采用

“线上+线下”双轨模式，推动农副产
品出村进城。古法酱油醋、果都咸菜、
新泰铁鏊子煎饼等特产都成为热销
商品。

供销惠民e站精心筛选泰安优质
特产，在抖音、京东等平台开设线上专
卖店，并坚持每日两场直播，打造“云
端供销”体系。供销惠民e站负责人
卢帅表示，今年计划将社区提货点扩
展至 50 个，让更多居民享受便捷
服务。

“我们将充分发挥供销系统网络
优势，围绕农产品仓储、惠民超市、惠
民e站及电商平台等，着力构建“产储
销配”全链条、一体化保供体系，确保
城乡居民“菜篮子”“果盘子”量足价
稳、优质安全。”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从田间到餐桌，“直采—快检—速
配”的完整链条保障供应；“线上选购、
线下提货”模式，让市民的“菜篮子”

“果盘子”始终丰盈。泰安供销系统的
保供循环体系正高效运转，为市民生
活提供坚实保障。

市供销社着力构建“产储销配”全链条、一体化保供体系

托稳城乡居民“菜篮子”“果盘子”
□记者 杨玉洁

随着“它经济”的蓬勃兴起，宠物
食品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记者从泰安海关了解到，2024年
泰安海关监管的宠物食品出口额达
2.67亿元，这不仅彰显了地方产业的
实力，也为乡村振兴和外贸稳定增长
注入了新动能。

在泰安超泰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的
智能化生产车间里，一袋袋印有多国
文字的宠物零食正通过自动化生产线
完成包装，即将发往欧洲、日韩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前我们主要做代工，利润薄，
还经常受制于人。”超泰宠物食品相关
负责人坦言。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泰

安海关成立专项工作组，实施“一企一
策”精准帮扶，通过帮助企业建立
HACCP、ISO等国际认证体系，指导
企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推动
企业实现自主品牌的转型升级。

“我们协助企业研发符合国际标
准的宠物食品，产品附加值提升了
40%。”泰安海关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 ，泰 安 宠 物 食 品 已 成 功 打 入
PetSmart、Chewy 等国际连锁宠物
商店，自主品牌产品占比从2020年的
15%提升至2024年的65%。

泰安海关深知宠物食品出口通关
速度的重要性，率先在宠物食品行业
推广“云签发”模式，让企业足不出户

即可获取电子证书。2024年，泰安海
关共为宠物食品出口企业签发电子证
书1200余份，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
0.5个工作日。

“泰安海关根据我们的需求，量身
定制了出口通关享惠方案，实行预约
通关、查验，助力我们高效通关享惠。”
泰安迪克宠物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企业的通关
效率，还有效降低了合规成本，让企业
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宠物食品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
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更为企业
驻地周边农户开辟了增收的新渠道。

在岱岳区范镇的配套产业园，村

民李女士正分拣宠物零食原料。“每月
能挣4000多元，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像李女士这样的就业者，在泰安宠物
食品产业链上还有2000多人。

“现在，我市宠物食品出口企业越
来越多，不仅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还
促进了村集体增收。”泰安超泰宠物食
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宠物食品产
业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泰安海关副关长吴王平表示，接
下来，泰安海关将持续优化监管服务，
加强政策指导，助力企业开拓更广阔
的国际市场；同时，还将加强与企业的
沟通合作，共同应对国际贸易中的风
险和挑战。

泰安海关精准靠前服务

助力宠物食品“旺”销海外
□记者 毕凤玲

近日，位于宁阳县华丰镇的润华
家庭农场合作社蔬菜种植基地成了一
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海洋，羽衣甘蓝迎
来大丰收。田间地头，翠绿的叶片随
风摇曳，泛起层层波浪。工人忙着采
摘、装袋，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虽然我们在蔬菜种植方面经验丰
富，但对税费政策了解有限。”润华家庭
农场合作社负责人张进坦言，“创业初
期，面对复杂的财务制度、不断更新的
税收法规以及办税流程，我们时常感到
力不从心，存在不少‘认知短板’。多亏
税务部门主动靠前服务，通过上门辅
导、云端课堂等形式为我们讲解税费优
惠政策，让我们既省了心又省了钱。”

据了解，宁阳润华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社是一家以冬暖式设施蔬菜种植为
主，同时为种植户提供生产服务的合作
社。今年，该合作社20公顷的蔬菜种
植基地主打羽衣甘蓝种植，预计产量可
达800多吨，产值达400余万元。

凭借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的健
康属性，羽衣甘蓝已成为新晋“网红”
农产品。为此，张进创新销售模式，通
过原产地直播将新鲜的羽衣甘蓝直接
呈现给消费者。为助力羽衣甘蓝产业
发展，宁阳县税务局以税收宣传月为
契机，组建“为‘宁’办税”青年税惠服
务小分队，开展“进农企、助电商”活
动。工作人员不仅化身政策主播，将
税务“小课堂”搬到线上，还深入种植
基地，面对面为农户讲解蔬菜种植、收
购、加工、销售等环节的税费优惠政
策，并就农产品免税发票开具、税费申
报等重点问题提供手把手指导服务，
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助力电商企业轻
装前行。

“在税务部门的帮助下，我们计划
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从科学种植到
产供销一体化的蔬菜供应链，同时把电
商直播做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产
品。”谈及未来，张进信心满满。

羽衣甘蓝“钱”景好 税惠护航促增收
□记者 池彦明

■工作人员到种植基地宣讲税费优惠政策。 通讯员供图

初夏时节，清晨的新湖镇，成片的
藕塘笼罩在薄雾中。村民徐兴存划着
小船穿行其间，随着渔网收起，一只只
青壳红螯的小龙虾跃出水面，在晨光
中闪烁着晶莹的水珠。“藕塘里藏着双
重宝，莲藕飘香虾满筐，一亩地刨出两
份金。”这位黝黑汉子捧着活蹦乱跳的
小龙虾，脸上的笑容比晨光还灿烂。

这座位于东平县新湖镇的生态养
殖基地，5年前还是“种粮涝、养鱼赔”
的撂荒洼地。如今通过“藕虾套养”模
式，有效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每天
清晨，上千斤鲜活小龙虾从这里发往
周边市场，演绎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生动实践。

“谁能想到这些‘金疙瘩’是从废
弃坑塘里‘淘’出来的？”徐兴存感慨地
说。2021年，随着东平县大力推进生
态渔业，新湖镇抢抓机遇，因地制宜盘
活闲置坑塘资源，引进“藕虾套养”生
态养殖模式，不仅让荒废坑塘焕发生
机，更走出了一条提质增效、富民强村
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在“藕虾套养”模式下，莲藕为小
龙虾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和天然饵
料，而小龙虾的活动则有效疏松底泥，
促进莲藕根系发育和养分吸收。这种

“以藕养虾、以虾肥藕”的共生模式，使
水体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

在新湖镇生态渔业产业园区，工

人正忙着分拣刚捕捞的小龙虾。“咱们
的小龙虾主打‘错峰上市’。”新湖镇马
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卫东介绍，“通过技
术调控，每年3月能比常规养殖提前
半个月上市，10月延长销售周期，虾
价每公斤高出市场价10至16元。套
种莲藕亩产可达2000公斤，仅此一项
就能增收6000元。”目前，新湖镇发展

“藕虾套养”600余公顷，年产小龙虾
1000余吨，带动 500余户农户增收
致富。

这边收获忙，那边交易热。新鲜
的小龙虾被打捞上岸后，立即在塘边
进行交易。“我要十斤”“我要二十斤”，
塘边交易热闹非凡，虾贩熟练地将虾

按规格分拣。“新湖虾肉质紧实，在周
边县市都是抢手货。”虾贩马先生说，

“这些鲜货当天就会出现在济南、泰安
等地餐饮市场。”

夏日的微风拂过荷塘，连片的莲
叶随风轻摆，水下肥美的小龙虾正悄
然生长。“从优质种苗繁育、生态养殖
到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再到餐饮体验
和品牌营销，我们正在打造完整的产
业闭环。”新湖镇党委书记杨圳介绍，
该镇将通过统一品牌标识、制定质量
标准等措施，持续提升“新湖小龙虾”
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真正实
现“一只小龙虾带动一方产业、致富一
方百姓”的美好愿景。

莲藕遇上小龙虾 荷塘变成“聚宝盆”
□记者 苏婷 陈思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徐文
莉）“五一”假期结束，学生重返校
园。随着中高考临近，市中医医
院特别为考生送上关于解压与成
长的一封信，帮助考生以更好的
心态迎接考试。

面对未完成的习题会感到心
慌，明明复习过的知识却总担心
遗忘，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
以入眠……临近考试，许多学生
变得焦虑不安，市中医医院医生
表示，这些都是考试压力带来的
正常反应。考试前的焦虑，实际
上是身体和大脑的“预热信号”，
就像运动员赛前心跳加速、演员
登台前紧张一样，适度的紧张感
能够激发潜能，提升考场上的专
注力与反应能力。因此，考生不
必抗拒这些情绪，更不要责备自
己“不够坚强”，因为这些感受恰
恰说明对未来充满期待，对目标
执着追求。

针对这种情况，医生在信中
给出了具体建议：如果自己无法
处理好情绪，就试着将原本杂乱
无章的学习计划梳理得井井有
条，将大目标拆解成每日的小任
务，还可以给自己留一些“空白时
间”，这不是浪费，而是让大脑重
启的必要缓冲。生活作息同样是
影响心态的关键。临近考试，很

多考生想争分夺秒学习，但深夜
刷题、三餐不定反而会导致身体
和大脑“罢工”。科学合理地安排
每天的时间，确保7至8小时的高
质量睡眠，有助于增强提高记忆
力、提高学习效率。备考阶段要
注意均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
果、鸡蛋、牛奶，为身体提供必要
的营养。在紧张的学习间隙，可
利用课间进行适当的休息和活
动，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提高注
意力和学习效率。当焦虑袭来
时，可以进行深呼吸练习（吸气4
秒，屏息4秒，呼气6秒），重复几
次，身体会平静下来；也可以戴上
耳机，听一首治愈的歌，把烦恼写
进日记；还可以扑进父母怀里大
哭一场，或约上好友交谈。这些
简单的减压方式往往能显著缓解
焦虑情绪。

“真正的勇敢不是无所畏惧，
而是心怀恐惧依然勇往直前。”医
生提醒考生，当自我调节效果有
限时，考生应及时寻求专业帮
助。信的最后寄语考生：备考的
日子或许艰辛，但每一道刷过的
习题、每一本熟读的教材、每一滴
挥洒的汗水，都将化作成长路上
最闪亮的勋章。祝愿所有考生都
能调整好心态，不负青春，取得理
想成绩。

中高考临近
医生送上“解压锦囊”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池彦
明）近日，市林业局到新泰市刘杜
镇北流泉村举办送科技下乡暨林
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现场培训班，
特邀山东省科技兴农先进个人、
山东省科技特派员、泰安市高层
次人才、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
员冉昆为果农讲解山楂花期关键
技术。市林业科技推广科、新泰
市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相关负责
人、当地果农等120余人参加了
培训。

新泰甜山楂种植已有230多
年历史，发展基础好、前景广阔。
去年，刘杜镇种植甜山楂超1500
公顷，年产量达2000万公斤。冉
昆根据当地果农需求，围绕山楂
开花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保

花保果措施、整形修剪等管理技
术核心内容，结合当地气候和种
植特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同时，开展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宣
传培训，为果农讲解植物新品种
保护相关知识，科普色泽口感好、
耐储运品种的山楂优质新品种特
性。在山楂园，冉昆现场示范了
如何识别常见病虫害、合理调控
树势，帮助果农掌握实操技能，并
针一一解答果农在实际生产中遇
到的疑难问题，提高果农的山楂
精细化管理水平。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将继续结合农时需求，开展
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推动科学
种植技术普及，为果农增收和乡
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

市林业局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

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
传授山楂花期管理知识

■专家在活动现场答疑解惑。 通讯员供图

■工作人员将新鲜水果、蔬菜装车后统一配送。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