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用牡丹产业提质增效发展座谈会
在尧舜牡丹产业园隆重举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马璐璐

11月26日上午，由中国经济
林协会牡丹产业分会主办，菏泽
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的油用牡丹产业提质增效发展座
谈会在尧舜牡丹产业园隆重举
行。

会议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匡廷云，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农
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尹
成杰，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原国家
质检总局副局长葛志荣，牡丹产
业分会专委会主任委员、首席科
学家、原国家林业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李育材，国务院原参事室
参事、原卫生部人事司司长、中国
保健协会第三届理事长秦小明，
中国经济林协会牡丹产业分会会
长、原国家林业局计财司副司长
孙建，中国经济林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宋慧刚等行业专家，菏泽
市委副书记聂元科，牡丹区委书
记尹茂林，市水务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防，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王海涛，各协会会员、大专院校、
科研单位代表，油用牡丹加工企
业、种植大户代表等共计100余人
参加。

参会人员首先实地参观了尧

舜牡丹展厅、尧舜牡丹智造研发
基地、尧舜牡丹种质资源圃，观看
了菏泽牡丹产业发展宣传片，详
细了解了菏泽牡丹产业发展历
史、牡丹种植规模、牡丹文化及尧
舜牡丹系列产品生产工艺、加工
流程、成分功效等。

聂元科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
菏泽市情和牡丹产业发展情况。
他表示，牡丹产业是前景无限、大
有可为的朝阳产业。菏泽各级各
有关单位要进一步统一对发展油
用牡丹大健康产业重要意义的认
识，加大对牡丹产业发展支持政

策的争取力度，牢固树立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推动牡丹产业提档
升级。要培育绿色创新发展动能，
坚持走绿色化、高端化、集群化、
品牌化发展之路。要构建多业态
融合发展格局，不断延伸牡丹产
业链条，推动牡丹产业向医药化

工、食品加工、营养保健等领域发
展。

张防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
市水务集团、尧舜牡丹的发展情
况以及在油用牡丹领域取得的
系列成效。他表示，尧舜牡丹将
立足资源禀赋、充分发挥产业优
势，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牡丹智
能制造基地、科技研发基地、种
质资源基地、原料集散基地，真
正把牡丹这朵“富贵之花”变成
造福一方百姓的“产业之花”、

“富民之花”。
授牌仪式上，张防代表尧舜

牡丹产业集团分别向河北尧舜牡
丹种植基地“尧舜牡丹(唐山)联
合种植基地”“尧舜牡丹(石家庄)
联合种植基地”进行了授牌，旨在
探索“公司+基地+农户”运营模
式，创新探索油用牡丹种植“飞地
模式”，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的经济共同体，助力油用牡丹
产业发展。

座谈会上，尹成杰、匡廷云、
葛志荣、秦小明、宋慧刚、李育材
分别结合各自在油用牡丹领域最
新研究发表了主旨讲话，以前瞻
性眼光、战略性思维、专业性视
角，为发展油用牡丹经济，做好油
用牡丹文章，提供了新思路，贡献
了新智慧，带来了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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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城黄河民俗博物馆

探寻农村根脉延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李潇
通讯员 杨晓婧 张芳芳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总有
一些地方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
引着我们去探寻。近日，记者深入
探访了郓城县黄河民俗博物馆，
这里不仅珍藏着大量见证往昔岁
月的文物，更是探寻鲁西南文明
起源、追寻农业根脉延续的重要
窗口。

走进位于张营街道的黄河
民俗博物馆，古色古香的展厅
设计瞬间将访客带入历史的长
河。柔和的灯光下，各类文物整
齐排列，从生产器具到生活器
具，从陶器到瓷器、铁器，每一
件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纹饰
古朴典雅或粗犷豪放，无不展
现出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和审
美追求。

郓城，地处黄河中下游的鲁
西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
使其成为人类栖居繁衍和民族
交流聚合的理想场所。黄河民
俗博物馆内的珍贵展品，正是
这片土地上丰富文化遗存的缩
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提
供了宝贵的资源。在博物馆内，
记者被一系列反映鲁西南农村
文明演变的展品深深吸引。这
些展品不仅涵盖了祖祖辈辈先
人的生活用品，还展示了先辈
们在生产工具演变中的智慧结
晶。从简陋的石铲到锋利的铁

犁，从笨重的木车到轻便的马
车，这些工具的演变不仅推动
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更见证了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除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
外，博物馆还展出了一系列反
映鲁西南农村风俗习惯的展
品。这些展品虽然简陋，却充满
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
它们不仅让访客对鲁西南农村
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
识，更激发了人们对传承和发
扬中华文化的思考。一些年老
的游客面对一些老物件不由得
唏嘘不已：农村的这些老物件
可不容易看到了，还好有黄河

民俗博物馆收藏起来，才有机
会给孩子们展示以前的生活，
讲一讲我们经过的历史，把黄
河文化传承下去。

据了解，郓城县黄河民俗博
物馆现有古代、近现代民俗文物
1000余件，自2019年建成后一直
免费向公众开放。为了进一步提
升公众对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认
知和兴趣，博物馆还积极开展了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教育、文化展
览及交流活动。这些举措不仅有
效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保护，还积
极推动了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与发
展，为守护和弘扬传统文化遗产
作出了积极贡献。

牡丹公安：特事特办！
民警上门办证暖民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马璐璐
通讯员 周灿

“警察同志，我儿子身份证
到期了，孩子患有精神障碍且
行动不便，不能亲自过来，也很
难配合拍照，可以麻烦你们想
办法给办理身份证吗？”近日，
王浩屯辖区刘姓居民到派出所
求助，其儿子系精神疾病患者，
常年在医院就医，近期身份证
到期，导致无法正常就医，由于
儿子精神疾病无法正常沟通交
流，也不愿意接触陌生人，希望

民警能够提供帮助。
接到求助后，民警立即“窗

口前移”，专程赶到刘家为其儿
子现场采集信息办理居民身份
证。由于疾病原因，其儿子总是
不能很好的配合，一次次尝试，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经过
民警和家属耐心安抚，通过多
次拍摄，终于采集到一张符合
标准的人像图片。临走时刘家
父母紧紧握住民警的手道“真
的感谢你们了，还辛苦跑一趟，
我儿子终于能重新申请身份证
了，谢谢！”

单县市场监管局获赠锦旗
暖心服务助企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张虹
通讯员 初艳丽

11月26日，菏泽华运食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单县市场监
管局赠送了一面绣有“情系企
业助发展，热情服务暖人心”的
锦旗，以表达对该局长期以来
助力企业发展的感激之情。

单县市场监管局一直秉持
“监管与服务并重”的理念，积
极为食品生产企业提供支持。
在菏泽华运食品有限公司筹备
初期，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主
动上门，提供政策咨询和技术
指导，帮助企业合理规划生产
车间布局，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使企业顺利获得食品生产许

可。在日常监管中，市场监管局
以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知识，对
企业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
检验等各环节严格把关，及时
指出问题并提出整改建议。针
对企业整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疑惑，监管人员还提供专业
技术指导和解决方案，有效提
升了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

单县市场监管局的负责人
接过锦旗后郑重表示，保障食
品安全是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
所在。今后，该局将继续扎实推
进监管服务工作，与企业齐心
协力，共同守护百姓“舌尖上的
安全”，为推动食品行业朝着高
质量方向发展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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