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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山东潍坊中心支
公司以下单证抵押金遗
失，号码如下：郭冬花
2 0 1 5 0 0 0 7 9 5 6 6 ，声明
作废。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洪明 通讯
员 房平平 辛颖）为提高企业及劳动者工伤预防意
识和能力，扎实做好重点行业工伤预防宣传工作，10
月19日，我市开展“增强工伤预防知识，筑牢安全生
产防线”工伤预防进机械制造业宣传活动，向企业一
线职工宣传工伤预防知识，积极为企业安全平稳发展
保驾护航。
  当天上午9时许，在山东航天威能科技有限公司
的工伤保险宣传现场，潍坊市社保中心与寿光市社保
中心的工作人员正耐心解答企业职工提出的有关工伤
保险方面的问题。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结合公司生产特
点，重点讲解了在生产过中应该做好哪些工伤预防措
施，提醒企业员工在工作中提高工伤预防意识，严格
遵守安全生产规定，加强个人防护，并发放工伤保险业

务指南和明白纸（如图），增加工伤保险知识的知晓率。
  “如果工作中出现了相应的病症，要及时诊治，进
行工伤认定……”在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余名一线职工正在认真倾听有关工伤保险业务的政
策解读。讲解中，潍坊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就工伤赔付
流程、职业病的症状与预防等事项进行了介绍。
  社保部门上门宣传工伤保险知识，对于提高企业
和职工工伤保险理念和意识，助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我市社保部门将持续做好工伤预防及
工伤保险相关政策宣传，深入企业、工地、社区等，
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干部职工工伤预防意识、工伤预防
知识和能力，实现从“要我预防”到“我要预防”“我
会预防”转变，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政策覆盖面，有
效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助力企业安全高效生产。

工伤保险知识送上门 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种植专业村越来越多

小黄瓜成富民大产业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玉芳

  挥洒辛勤汗水，品尝丰收喜
悦。深秋时节，田野里绿油油的姜
苗一片连一片，肥胖的姜块装满一
筐筐。安丘市13万亩大姜进入收获
期，姜农开始出姜、存姜，忙碌并
快乐着。
　　10月19日，在安丘市凌河街道
大路村村东的姜田里，种植户马德
成一家和几个雇工正在出姜。大家
两人一组，前面的人负责用叉将一
墩墩大姜叉出来，后面的人用刀削
去姜苗，扒去泥土，装进筐子。
  “今年价格还行，眼下刚从地
里出的鲜姜是两元多一斤。我种了
不到八亩，亩产量达一万二三千
斤。”马德成是邻村人，年年到大
路村承包土地种大姜。
　　据了解，大路村位于汶河
南岸，土地肥沃，水源丰
富，种植大姜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村民都有种植
大姜的习惯，外村也有来
承包土地种大姜的。全村
大姜面积在500亩左右，大
姜 一 直 是 大 路 村 的 支 柱
产业。
　　大路村村民李其奎一家
人正在村东的姜田里收获大
姜。妻子宋树英利索地用刀削着
姜苗，随便一墩姜就有两三公斤
重。“这是‘上水头’，‘下水

头’的姜长得更好，亩产怎么也得
一万两千斤以上。今年风调雨顺，
是个大姜丰收年。”李其奎说。
　　安丘是“中国姜蒜之乡”，
“安丘大姜”被纳入首批欧盟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出口80多个国
家和地区。近年来，安丘市不断提
升大姜标准化种植管理水平，强化
质量安全监管，打造信息交流、市
场对接、品牌推广的服务平台，让
安丘大姜身价倍增，鼓起了农户的
“钱袋子”。

姜农喜获丰产采收忙

鲜姜装满一筐又一筐

刚收获的大姜装上车。

　　秋收时节，在位于寿光最西部
的化龙镇，一道风景引人关注———
小黄瓜种植专业村越来越多，产业
链 越 来 越 长 ， 真 正 成 为 富 民 大
产业。
　　10月19日上午，芦家营村菜农
张信国将刚采摘的小黄瓜送到村里
的交易市场，当天的收购价是每公
斤5元，他非常满意。“我们这里的
小黄瓜不仅不愁卖，而且价格不
错，从国庆节到现在，我已经卖了
好几茬。”张信国说。
　　在谈及种植小黄瓜的年收入
时，张信国自豪地说：“我种两个
大 棚 ， 一 年 下 来 纯 收 入3 0 多 万
元。”
　　张晓磊是芦家营村小黄瓜市场
的经营者，他告诉记者，化龙镇许
多村种小黄瓜，有的种植户用冬暖
式蔬菜大棚种，有的用拱棚种，一
年到头供应基本不断档，为开办市
场创造了条件。芦家营村的市场开
办较早，蔬菜经纪人也多，每天大
量小黄瓜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的
商超，作为水果走上消费者的餐
桌，不但销路好，而且价格总体处
于高位水平，比种其他蔬菜强，从
种植户到贸易商都发了家。
　　与芦家营村相邻的信家桥村也
是小黄瓜种植专业村。“我们村
‘菜把式’最多，前几年大棚升级
改造后，小黄瓜产量高了，加上销

路广、收入稳，越来越多群众种起
了小黄瓜，种得又多又好的，每年
纯收入50多万元。”该村党支部书
记李宗华说。
　　记者了解到，在化龙镇，小黄
瓜种植专业村达到十多个，小黄瓜
与胡萝卜、韭菜一起，成为“化龙
农品”的金名片和富民大产业，这
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了
重要作用。芦家营村的小黄瓜交易
市场经营者张晓磊还担任附近辛旺
村的党支部书记。十多年前，张晓
磊和其他人投资建设和运营这个市
场，吸引了一批蔬菜经纪人、农资
经营者和育苗场入驻，以组织振兴
促进产业振兴。“以前我们村种啥
的都有，没有品牌，后来家门口有
了小黄瓜交易市场，不愁卖，大伙
都种起了小黄瓜，并且张晓磊和我
们村党支部联手，组织种植户、蔬
菜经纪人等成立合作社，让大伙的
路子越走越宽！”张信国说。
　　2022年，借化龙镇盘活闲置土
地资源的东风，信家桥村党支部引
进资本，建起小黄瓜市场和大型冷
库，方便群众就近交易，芦家营村
的小黄瓜交易市场也蓄势待发。
“我们在规范合作社和市场运营的
基础上，完善冷库、物流等设施配
套，让小黄瓜能够保鲜，从而卖出
高 价 ， 带 动 群 众 增 收。”张 晓
磊说。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孙希明 通讯员 肖晴

马德成收获大姜。

小黄瓜进入交易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