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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

敢担当，善作为

助力乡村振兴
2月21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助力乡村振兴应是企业有担当的“解

题之道”。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
长的路。可以看见的是，山东企业正致力于
做敢担当、善作为的乡村振兴实干者。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山东省属企
业水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水发集团”)拿
出了十足的诚意。

从山东省内的菏泽成武县，到宁夏回
族自治区西海固西吉县马莲沟，再到西藏
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江当乡，新疆乌
鲁木齐、喀什等地，水发集团投入大量资金

建设项目，帮助菏泽当地企业“起死回生”，
在西部地区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当
地经济快速发展。

利和味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利和味道”)成立仅短短11年，却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踏着坚实的脚步不断前
进。

2016年，利和味道成立了定点帮扶工
作领导小组，至今已累计从贫困地区采购
农作物1000多吨，实现年采购额超1亿元。
2018年，利和味道更是直接决定在对甘肃
陇南花椒原产地投资建设陇南利和萃取项
目。该项目成为青岛市与陇南市首个签约
与首个建成并投产的东西协作产业扶贫项
目。该项目一期于2020年6月正式投产，达
产后可年处理花椒5000吨，产值8亿元，解
决120多人当地就业，使几万户农民增收。

在这场助力乡村振兴的大局中，不论
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鲁企们都发扬
着“儒商”精神，心怀“国之大者”，用经济行

动在答卷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
笔所承载的力量，无不体现着答卷人的心
胸与追求。

破题：

“抓铁有痕”奔“双碳”

低碳发展鲁企干在实处
去年9月22日，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首

次向世界宣布中国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愿
景。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擘画了一幅宏伟蓝图。

实现“双碳”目标号角吹响后，蓝图如
今也已然绘就，由此可见，绿色低碳发展便
是企业有担当的“破题之要”。“双碳”目标
提出一年以来，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大
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是不少山东企业所遵
循的发展理念。

作为山东省能源行业的骨干企业，近
年来，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
东能源集团”)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方
向，积极参与外电入鲁通道、省内新能源
资源富集区项目建设，扩大新能源产业规
模，今年7月份，山东能源集团更是全面
启动能源集团“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
编制工作，助力能源结构和产业转型，加
快打造全球清洁能源供应商和世界一流能
源企业。

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鲁企开始
加速布局新能源产业，瞄准“双碳”目标
共同发力，持续推动绿色高质量转型发
展。

制造业“黑马”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潍柴动力”)抢抓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新老基建协同发力，在山东潍坊打造全
球最大的氢能发动机制造基地，形成“单电
池—电堆—发动机—整车”氢燃料商用车
全产业链。截至目前，潍柴动力在山东省内
共开通28条公交线，运行里程近1000万公
里，山东也因此成为全球氢燃料电池公交
线路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众所周知，绿色金融是推动“双碳”
目标早日实现的助燃剂。持续发力绿色金
融，万亿资产规模的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恒丰银行”)走在前头、干在实
处。

今年以来，恒丰银行牵头发起全国银
行业首个碳中和行动倡议，先后落地全国
首单“碳中和、乡村振兴”双贴标债务融资
工具、全国首单“绿色、乡村振兴”双贴标债
权融资计划等业务，推出碳排放权抵押贷
款、排污权抵押贷款等多项特色产品。截至
2021年8月末，恒丰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较年
初增长78 . 16%，为早日实现“双碳”目标不
断加大支持力度。

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征
程中，山东企业正在以攻坚克难的决心意
志，加速传统能源高效利用，大力发展新能
源，努力为全国大局贡献绿色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绿色低碳发展
鲁企交出亮眼“责任答卷”

上世纪20年代，英国人欧利文·谢
尔顿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概念，西方
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虽已近百年，但企
业社会责任的要义其实早在发源于2500
年前的“儒商”精神里就有很好的诠释。

众所周知,儒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孔子的弟子子贡。提到“儒商”时，人们
的第一印象便是超越功利、对社会的崇
高责任感、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山东
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厚植于山东这片沃
土上的鲁企们，身上那股子勇于担当、
善于作为的干劲，无不彰显着“儒商”精
神。

2021年，在这道古今中外企业都要
面临的考题前，新时代下的山东企业从
解题之道、破题之要的角度出发，交出
了一份成绩斐然的“齐鲁答卷”。

11月18日上午，搭载潍柴燃料电池的全系列商用车亮相高速公路加氢站，成为该服务区第
一批氢气快速加注的车辆。 来源：潍柴动力官网

特刊

再过一年，第一批00后大学
生就要踏入工作岗位了。2000年
出生的王宗迪即将大学毕业，他
已经在养猪基地实习近一年，每
天为种猪接生、配种。

中考选了“冷门”专业进入
畜牧行业的王宗迪发现，现代农
业跟传统农业已经有了天壤之
别，养猪不只是铲猪粪那么简
单。他已经比很多前辈更懂得现
代农业的意义，也成为新希望六
和5年前提出的乡村振兴“10万
绿领新农民培训计划”的受益
者。

现代农业的猪舍环境
冬暖夏凉

王宗迪出生在济宁一个普
通的农村家庭。不过虽然出生在
农村，他跟同龄人一样，从小没
怎么干过农活。用他的话说就
是：“父母想让我把精力用在学
习上，农活基本不让我干。”

王宗迪初中毕业后，没有考
上高中，就报考了山东畜牧兽医
职业学院的动物医学中专，学的
是动物医学专业。“当初报考的时
候，表哥给了我一些建议，他也是
这个学校毕业的，后来自己也养
猪，他说这个专业未来有前景，让
我试试。我就觉得这个专业比较
冷门，被录取的把握较大。”

中专第三年的时候，王宗迪
根据学校安排到了新希望六和
的一处位于济宁的种猪繁殖基
地，开始接触为种猪配种、接种
的繁育工作。

那一年王宗迪才17岁，是整
个基地年龄最小的。刚开始，他
的快乐只来自于：实习期间不仅

有工资拿，还管吃管住，猪舍冬
暖夏凉，比想象中的干净很多
倍。

“刚开始的时候，我爸跟我
说，养猪就是拿着铁锨铲粪。”王
宗迪说，在上一代农民眼里养猪
就是个又脏又累的活，何况对一
些不了解情况的同龄人来说。

而真正实习的时候，他才发
现，养猪和父亲说的犹如天壤之
别。“猪舍非常干净，而且冬暖夏
凉，猪舍里常年保持恒温26℃。
猪舍会定期清理，脏乱差的情况
根本不存在。想要进猪舍也不是
那么容易，为了防止带入病毒，
保障猪群健康，人员和物资需要
经过严格的隔离和消毒才能进
去，其安全程度可见一斑。”

现代学徒制班
“在实践中学习”
中专毕业后，王宗迪又报考

了本校的大专，专业是畜牧兽
医。不过，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他
偶遇在新希望实习的老师，并推
荐他上了“现代学徒制大专班”。
据悉，这个班是新希望六和与学
校合作开的班，作为校企联合的
班制，其特点是3年的学习时间，
学生一年半在校学习，另外一年
半在基地进行岗位学习。

上大专一年半后，他被分配
到了新希望六和莱阳种猪培育
基地。第一次实践，他发现理论
知识跟实践还是有一定差距。

“新希望山东有30个场线，我们
经常做育种的比拼，刚开始我们
这个基地新人比较多，所以成绩
一直比较靠后。”

王宗迪说，别的场线一百头

猪能有九十多头怀上，他们场线
才七八十头，差距比较大。

那段时间，同事们都卯足了
劲要往上冲，大家把精力都放在
提高种猪受精成功率上，同时，
经过大量的实践学习掌握种猪
的精液质量、输精时间和发情规
律，认真记录培训笔记。经过两
个半月的努力，他们战区成绩排
名从倒数冲到了第一名。

这也让他深刻意识到理论
知识和实践的差别之大。

“我们这种班制的学生比读
3年的学生经验上要更丰富，相
当于他们毕业后工作两年的积
累。”王宗迪说道，我们在企业学
习期间，已经把母猪板块里面的
几个细分种类学完了，比如产房
舍、配种舍、后备舍等。其他同学
还不懂怎么操作、为什么这样操
作，我已经可以带领几个人一起
工作了。

再比如，书本上写的养猪需
要喂料，书本上写得很模糊，刻
度区间比较大，而企业掌握的最
新研究中，刻度区间已经非常精
确了；还有比如后备猪的初情
期，要对生猪进行初情诱导，书
本也写得很模糊，实际操作起来
并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最开始
学习的时候，很多学生的育种成
绩并不理想。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的学习
补贴跟一些已经正式工作的大
学生不相上下。

据悉，现代学徒制是教育部
重点推行的职业教育培养模式，
采用的是1 . 5+1 . 5的培养模式，
前1 . 5年，学徒在学校进行理论
知识的学习，夯实基础；后1 . 5

年，学徒进入新希望六和规模化
猪场，以师带徒，并采用理论实
践相结合的模式进行培养。与传
统培养模式相比，企业将学生岗
位实践能力培养前置，既提升了
人才培养的速度和质量，又提升
了高校办学实力，还促进了企业
发展。

据悉，新希望六和与山东畜
牧兽医职业学院合作的现代学
徒制班是教育部的试点项目。目
前，该公司借鉴与山东畜牧兽医
职业学院合作的成功经验，与全
国多所高校联合，已为养猪产业
输送或储备769名绿领人才。

学徒制
迎合乡村振兴需求
当下，人们正在改变高考是

唯一出路的想法。
夏日旭和胡大涛是两位95

后的年轻人，分别是1998年和
1995年出生。而如今作为现代学
徒制的学生，他们已经在新希望
六和夏津基地干到了副场长的
职位。“我们经常会参加公司组
织的技术培训，也很注重对员工
的生产培训和现场指导。”对他
们来说，理论与实践结合、坚持
在实践中学习的现代师徒制教
学模式影响终生。

随着现代养殖业高速发展
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薪
酬待遇也水涨船高。在养猪行业
高速发展时期，甚至有企业以二
三十万的高薪聘请场长。上述三
位同学的经历，得益于新希望早
前提出的“10万绿领新农民培训
计划”。

据悉，该计划是由新希望集

团董事长刘永好于2017年底提
出，目标是5年公益培训10万新
农民。2018年初，公司与山东畜
牧兽医职业学院签订《10万新农
民计划培训基地建设框架协
议》，同时，签约成立二级学院新
希望六和农牧学院，以现代学徒
制的模式开启校企联合招生和
培养工作，招生人数从2018年23
人到2019年78人，最终于2020年
达到123人，2021年107人，每一
年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自2017年11月起，新希望已
陆续在全国近20个区域启动了
新农民培训计划，在四川、重庆、
贵州、内蒙古、湖北、江西、湖南
等省份开展培训。2018年，新希
望10万新农民培训计划首个基
地落户山东。截至2020年底，已
累计线下培训4 . 67万人次，线上
培训53万人次。

据介绍，新希望10万新农民
培训计划，培训对象主要包括生
产经营性职业农民、社会服务型
职业农民、专业技能型职业农
民。培训内容涉及种养殖、农机
操作、农村电商、互联网新型农
技等多个方面。培训形式上采用
线上培训、线下课堂、实习实训
的方式。

随着社会的进步，从中职到
高职专科，再到本科层次职业教
育，职业教育的学历“天花板”正
逐渐被打破。

而从高校学生学徒制班、到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再到村长进
北大，新希望正在探索一条现代
农业人才升级的新路。国家乡村
振兴的风口已经到来，相信未来
的5年计划成绩将更加斐然。

00后新农人即将上线，现代学徒制成为乡村振兴人才“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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