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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鹿洼煤矿职工：
仲伟龙，男，身份证号：370826198810015755。以上

一名职工因长期旷工，以书面形式邮寄《员工返岗通知书》
后未在规定时间到单位报到，又书面邮寄《解除劳动合同
证明书》，特快专递邮寄因拒收被退回。特在济宁日报与
其通知，自发布公告三十日内，未到本单位办理其相关手
续将视为同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鹿洼煤矿
2024年11月13日

公 告

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济自资规告字〔2024〕39号）

经济宁市人民政府批准，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外，均可申请参加。本次挂牌出让宗地只接受单独竞买申请，不接受联合竞
买申请。

三、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下简称网挂使用权），通过
济宁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挂系统）进
行。凡按规定办理电子签名认证证书（CA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资格、按要求
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申请人，均可参加本次网挂使用权交易活动，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网挂使用权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宗地挂牌出让文件。竞买
申请人可于2024年11月19日至2024年12月16日登录网挂系统（https://

dk2022.jnzbtb.cn:4430/）查询下载。竞买申请人须全面详细阅读了解网挂
使用权公告、出让须知及其他相关信息后，按照网上交易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
竞买。

五、竞买申请人可于2024年12月7日9时至2024年12月16日16时30
分前（以网挂系统服务器的时间为准）按照网挂系统提示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
求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2024年12月16
日16时30分（以网挂系统服务器的时间为准）。提交竞买申请、交纳竞买保
证金过程中如遇疑难问题，请及时与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

六、宗地网上挂牌报价时间为：
经开区JJK2024-004号经开片区（嘉丰路西吉祥路南）宗地：2024年12

月7日9时00分至2024年12月18日9时00分。
挂牌期限届满，经网挂系统询问，有竞买申请人参加网上限时竞价的，网

挂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网上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网上挂

牌报价时间以网挂系统服务器的时间为准；有关数据记录的时间以数据信息
到达网挂系统服务器的时间为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 竞买申请人在申请竞买之前，须全面详细阅读了解本次网挂使用权公

告、出让须知及其他相关信息。竞买申请人可自行到现场踏勘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宗地。竞买申请人对本次网挂使用权相关文件、资料内容有疑问的，须在
提交竞买申请前向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书面方式提出。竞买申请一经
受理确认后，即视为竞买申请人对本次网挂使用权相关文件、资料内容及宗地
现状无异议和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2. 本次网挂使用权公告中有关规划指标要求，以宗地出让文件中规定的
指标为准。其他公开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原公告发布渠道发布变更公告。

3. 按照《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济宁市加快推进“交房即交证”
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济政办字〔2021〕50号）的要求对具备条件的宗地施

行“交地即办证”“交房即交证”。
4. 本次网挂使用权交易活动，由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在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
进行。

5. 由于系统原因，中国土地市场网、山东省土地市场网所示公告与本公告
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

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电话：
0537-7817026 7817021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
0537-7817075（济宁市太白湖新区为民服务中心四楼）
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咨询电话：0537-6991008

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11月13日

宗地名称

经开区JJK2024-004号经开片区（嘉丰路
西吉祥路南）宗地

土地位置

济宁经济开发区嘉丰路以西、吉
祥路以南

土地面积(㎡)

13195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兼容商业用地

出让年限

住宅70年、商业40年

容积率

不大于1.2

其他规划指标要求

详见挂牌文件

起始总价(万元)

3286

综合楼面地价

起始价(元/㎡)

2075

增价幅度(元/㎡)

1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660

□责编 王素贞 视觉 班璇 校对 刘奎柱 电子信箱 jnrbs@126.com

■本报通讯员 李梅 许宣

“感谢巡察组帮忙解决了路灯不亮的问题，现在我们心里
非常踏实，不用担心晚上出门不安全了。”近日，兖州区委第四
巡察组在进村督查立行立改事项整改情况时，小孟镇刘家函丈
村村民王大哥高兴地说。

日前，兖州区委第四巡察组进驻小孟镇开展村级常规巡
察。“我们村南环村路路灯多年不亮，一直未进行维修，你们巡
察组管不管？”在刘家函丈村入户走访时，村民们皱着眉头向巡
察组反映着“烦心事”。

“群众反映的事，就是我们巡察关注的重点问题，特别是
直接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我们要助推解决落实。”巡察
组组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召开组务会研究，并组织人
员进行民情夜访、实地查看路灯情况。经了解，该村共安装
83盏太阳能路灯，其中24盏长期失修不亮，严重影响群众晚
间出行。随即，巡察组向该村党支部下达立行立改通知，督
促尽快解决问题。

在巡察组的跟踪督促下，刘家函丈村党支部迅速行动，
对全村路灯进行全面排查，将破损的路灯进行维修，将老化
的电线进行更换，全村路灯恢复了正常照明，群众诉求得到
及时解决。

兖州区委第四巡察组以点带面，将该问题反馈移交至
小孟镇党委，督促镇村上下联动，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小
孟镇党委随即成立工作组，以本次立行立改为契机，对全镇
路灯进行了一次“全面体检”，对排查出的“问题”路灯积极
协调维修。截至目前，10个村的破损路灯已得到修复，共
维修路灯 185 盏、更换电线 1860 米，得到广大村民的一致
好评。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巡察要盯住群众的烦心事和
揪心事，通过‘听、查、问、访’等方式，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小问题’和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不断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兖州区委第四巡察组组长许恩
波表示。下一步，兖州区委巡察组将继续发挥巡察联系群众的
桥梁纽带作用，践行巡察为民的工作理念，着力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为民解忧、为民纾困。

兖州

巡察监督显实效
为民解忧暖民心

本报济宁讯（记者 满涛）11月8日至10日，由中国大地出
版传媒集团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
平台和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等主办，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济宁运河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苏州市大运河文化研究
会等协办的“中国作家运河行·走进运河城市”山东首站走进

“运河之都”济宁采风、采访。
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主席陈国栋，中国大地出版传媒集团党

委副书记彭健，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副主席、中国大地出版传媒
集团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代表、《中国大运河文化》主编周
伟苠，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权益部主任、著名作家李晓
东，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和《中国作家》《散
文选刊》《海外文摘》《生态文化》《大地文学》《地质文学》《中国
矿业报》《中国绿色时报》等报刊主编、记者与作家参加活动。
副市长张东会见了采风团一行。

采风团一行在“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乘坐游船夜游运
河，在济宁古运河的碧波荡漾中，拉开了济宁采风之旅的帷
幕。活动期间，采风团一行先后参观了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和
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遗址，在南旺踏上古运河河道的遗址，又
登临古运河北岸的太白楼远眺，观济宁城市展览馆，前往太白
湖景区观赏湖景、探访白衣尚书纪念馆，体会济宁的烟波浩渺
和人文气息。

各位作家表示，他们将用手中的笔，用心书写出济宁大运
河“烟火气”与“文化味”相互交融的篇章。活动成果将在《中
国大运河文化》和相关媒体、报刊杂志上陆续发表，让运河文
化开出灿烂的文学之花，使“中国作家运河行”山东首站结出
丰硕成果。

“中国作家运河行”
山东首站走进济宁

■新华社发 崔文 王建威 编制 ■新华社发 崔文 赵戈 编制 ■新华社发 崔文 张涛 编制

一组数据感知冰雪经济活力数说
中国

■新华社记者 陈灏 叶婧 萧海川

山东是我国农业产值第一大省，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
均位居全国前列。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在山东考察时指
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实现粮食增产提质，建设更
高水平的“齐鲁粮仓”。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东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
改良田、育良种、引良机、推良技、兴良制，集成发力继续主
攻单产提升，全链条提升节粮减损能力，着力建设更高质量
的高标准农田。

截至目前，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3年超1100亿斤，夏粮
面积、单产、总产“三增”，今年秋粮已获丰收。

良机耕良田
一场细雨，滋润了深秋的土地。
在山东济宁嘉祥县马村镇万民为农服务中心，搭载着

北斗导航系统的大马力拖拉机成为今年“三秋”的田间一
景。“这是新‘宝贝’，整地、开沟、播种都能干，还能自动规划
播种路径。来年开春，我们的麦苗会像刚理的寸头一样，整
整齐齐。”万民为农服务中心负责人山万民说。

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加速转变，无人装备、智能系统
成为种田主力。

在山东省潍坊市的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示范基地，40余台
（套）智能农机默契配合，有条不紊执行着收获、打捆、耕整、播
种、植保等农事任务：驾驶室内空无一人，收割机自动识别、避
让障碍，拖拉机自主收集植保、土壤、虫情等农情数据，先进播
种机能兼顾大豆和玉米两种作物复合播种需求……

山东今年“三夏”上阵150万台（套）农业机械，“三秋”更
是投入约210万台（套）各类农机。其中，已有9500余台大
型农机加装辅助驾驶系统，实现自动驾驶。

产粮大县济宁市汶上县玉米播种季持续高温少雨，土
壤缺墒严重。当地通过农机合作社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调度大型智能指针式自动喷灌设备、桁架式移动喷灌设
备等8000多套设备参与抗旱，顺利迈过保苗关。

为提升小麦播种质量，山东遴选出31种小麦高性能播
种机主推机型，大幅度提高补贴额度，支持和引导农民购
置。

用的是良机，耕的是良田。
山东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643.7万亩，约占全省耕地

面积的80%、永久基本农田的90%。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数
据显示，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集中连片、设施配套，亩均粮
食产量较建成前提高10%至20%。

山东德州市陵城区义渡口镇解家村正在安装管灌设
备。“埋深约90厘米，能更好促进作物根系发育和水肥吸
收。”陵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纪书鹏说，安装作业预计11
月底完成，今后可实现远程灌溉，让老百姓种地更加省力、
省心。目前，陵城区已有8万亩高标准农田完成提质改造，
改造后小麦和玉米产量提高10%。

在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基础上，山东持续高位
推动，加大激励力度，对上一年度粮食生产工作质效前5名
的市，各给予2000万元的奖励。

2021年秋种开始，德州市正式启动“吨半粮”生产能力
建设，当地建立起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粮”机制为粮食生
产“保驾护航”，2023年实打测产的102万亩地块，实现了

“吨半粮”目标。
“德聊吨半粮”“汶阳田”“鲁西南”“黄三角”“临郯苍”

“胶莱河”……山东已部署六大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
升引领区建设，其中今年将先行建成310万亩“吨半粮”核心
区，带动全省大面积单产提升和均衡增产。

良种配良技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在山东潍坊诸城市，种粮大户王静的300亩玉米收获完

毕，冬小麦刚刚播进地里。“还是‘鲁研951’！这个品种苗
壮，抗病性、抗倒性、抗冻性都非常好。相比以前种过的其
他品种，亩产能高出100公斤。”王静说。

6月中旬，就在王静的地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组织专家，对她试种的“鲁研951”高产示范方进行了实打
测产验收。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倪中福宣布：经过水
分测定和杂质去除，实打实收亩产864公斤。

今年是山东省农科院小麦新品种“鲁研951”大面积推
广的第一年，预计这一新品种的播种面积将达150万亩。

全国推广面积前10名的小麦良种，有4个来自山东。
仅这4个品种，在山东的播种面积就超过小麦播种面积的一
半，有力支撑了粮食丰产。

“黄淮麦区平均亩产400公斤以上、大面积丰产田亩产
超500公斤，在一年两季的种植模式下，这一产量居世界领
先水平，良种功不可没。”中国工程院院士、“济麦22”育成人
赵振东说。

目前，山东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
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47%，是“齐鲁粮仓”持续丰盈
的重要源泉。

好种还需配好技。
禹城市乡邦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厚志介绍，他们

今年开展了除草剂筛选与植保综合技术试验，并结合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的发展需要，配套将“减垄增地”和

“玉米适期晚收、小麦适期晚播”等技术落地，实现了“玉米
不减产，多收一茬豆”。

在小麦生产上，山东集成推广宽幅精播、精细机播、“一
喷三防”等技术措施；在玉米生产上，大力推广密植栽培、精
准肥水调控、导航单粒精播、精准化控与机械精准收获等多
方面的精准调控；在大豆生产上，实施了“加、增、促、助、减”
单产提升五步技术路径……

好技术需要推广好。山东以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为抓
手，在全省组织开展了“万人下乡·稳粮保供”农技服务大行
动，组织动员省、市、县、乡1.8万名农技人员，全方位开展农

情监测、技术培训、指导服务，力求以“新技术、新产品、新模
式”促“提单产、提品质、提效益”。

开辟“新粮仓”
亩产648.4公斤！山东东营利津县汇邦渤海农场的盐

碱地上，800亩玉米规模种植单产提升项目近期达标。
“这么高的亩产，以前做梦都不敢想。”农场项目部经理

孙海栓10年前入职，当时这里的玉米亩产不足300公斤。
“我们持续对土地进行改造提升，并采用‘暗管排碱’‘水肥
一体化’等技术，玉米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山东盐碱地面积接近900万亩。近年来，山东坚持“以
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着力在这些“不毛之地”上开
辟“新粮仓”。

地处渤海之滨的潍坊市综合运用盐碱地工程技术、生
物技术、节水浇灌技术，提升土壤肥力。潍坊昌邑市盐碱地
改良面积已达10.2万亩，土壤含盐量从10‰以上降到3‰
以下，粮食亩均产量大幅提升。

耐盐碱的高产品种不断涌现，为盐碱地粮食产量提升
注入强劲动能。

在东营市垦利区的本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基地，
7000多亩优质耐盐碱水稻10月底迎来收获。公司负责人
周廷芸说：“今年亩产可以达到600多公斤，盐碱地也种出了
优质高产稻。”

在土壤含盐量3.3‰的盐碱地里，今年“济麦60”千亩示
范田平均亩产达511.88公斤，刷新这一盐碱度上的小麦亩
产纪录；2021年，“齐黄34”以亩产302.6公斤，实现大豆在
黄河三角洲盐碱地上的单产突破。

丰收的盐碱地成为具象的“新粮仓”，而持续提升的节
粮减损能力，则是山东无形的“新粮仓”。

山东连年大力优化农机装备、提升机收水平，机收损耗
率一降再降。2024年，山东小麦平均机收损失率为0.81%，
较上年降低0.18个百分点。

为减少晾晒、运输、仓储等产后环节的损耗，山东深入
实施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加强粮食产后服务。

德州禹城市房寺镇为农服务中心这段时间正24小时开
仓收粮。农户的玉米在这里经过脱粒、烘干，被送进立筒
仓。房寺镇党委委员张中华介绍，中心总仓储能力5.1万
吨，配建了日烘干能力600吨的烘干塔，有效降低了粮食霉
变、鼠吃虫咬等损耗风险。

目前，山东仓储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储粮周期内综合损
耗率降至0.42%。

适度加工也是节约粮食。在山东德州、滨州、泰安等粮
食加工大市，通过提升改造生产设备和技术工艺，延长研磨
取粉道数，重点龙头企业大幅提升小麦出粉率，并推出“粗
磨”“全麦”系列产品，让营养健康与节粮减损实现双赢。

“三秋”步入尾声，齐鲁大地上，玉米满仓展现收获的喜
悦；广袤粮田中，麦苗青绿，孕育来年的丰收。

新华社济南11月12日电

“齐鲁粮仓”丰收有方
新华全媒头条

（上接1版）通过货架上的二维码“身份证”，可轻松掌握存放
信息。冷仓还能智能调控温湿度，较普通仓库节约用地
80%。大小冷库遍布金乡各地，冷藏能力达480万吨，不仅
能提供仓储服务，还能为客商提供存蒜配资等金融服务。

产业链对农民的带动显而易见。鱼山街道崔口村367
户村民经历了由农民到商人的角色转变，当年“吃救济粮”，
现在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因韩姓是村里的大户，头几年没
少闹了笑话——外地客商进村问路：“韩经理家怎么走？”却
被村民反问：“家家都有‘韩经理’，你找哪一个？”

从“论吨称”到“论克卖”

一头大蒜不到1元，做成一瓶10毫升的保健饮品，售价
20元。中间经历了什么？

“大蒜保健饮品采用先进发酵工艺，从大蒜发酵物中提炼出
具有生物活性的有机硫化物，经过生物转换技术，使其功效提升
20倍。”山东康富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田云峰介绍，大
蒜中的大蒜素对一些细菌、真菌和寄生虫有抑制效果，还能调节血
脂、提高免疫力。他们还研发出了可以肠溶的大蒜油胶囊，不仅能
让人体充分吸收营养物质，还能避免烧心、反胃等不适感。

大蒜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离不开科技活水的浇灌。
近年来，金乡县建成运营中国大蒜功能食品研究中心、山东
省大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24个高能级科技研发平台，与
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等40余家高校院所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在关键领域拥有10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推动大蒜由

“农家蒜”向“科技蒜”转变。
走进山东鑫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新鲜的

大蒜经过筛选、清洗、切片、烘干等多道工序，变身一瓶瓶蒜

蓉酱排着队走下生产线。“我们创新研究出食品保鲜技术和
物理杀菌工艺，不仅改良了产品口感，而且不添加任何添加
剂也可保质一年以上。”公司行政经理唐龙飞拿起一瓶零添
加鲜蒜蓉产品推荐给记者品尝。看起来普通的蒜蓉，吃起
来却大不相同：只有蒜香味，没有辛辣感，食后也不会口臭。

“从产品只能面向企业，到直接面向消费者，金乡大蒜
加工实现了由粗放到精深的转变。”唐龙飞说，他们依靠科
技创新开发出零添加蒜蓉酱、速溶蒜粉、海盐大蒜等30多种
产品，将大蒜“榨”出更多效益。今年上半年，公司销售额达
到1.5亿元，同比增长18%。

从“论吨称”到“论克卖”，金乡大蒜实现了从调味品到
食品、保健品、医药品的全产业链生产。目前，金乡县拥有
规模以上大蒜加工企业128家，年加工能力达110万吨，大
蒜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88亿元，打开了利企富民的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