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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织女女飞飞针针走走线线一一年年收收入入77000000万万
地毯、老粗布加工成孙集农民特色增收产业

韩庙镇新增4处

标准化养殖小区

本报11月19日讯(通讯员 李增山
见习记者 邢敏) 冬季是獭兔皮毛

质量最好的季节，价格高，宜出售，是养
殖的最佳时机。韩庙镇充分抓好市场规
律，加大帮扶力度，掀起养殖小区建设的
新高潮。

记者了解到，韩庙镇通过强民养殖
合作社建起了占地5亩的獭兔养殖小区，
合作社实行“六统一”模式，即统一规划
养殖场所，统一加工饲料，统一供应种
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防疫，统一收购。
真正发挥合作社的带动作用，等养殖户
见到利润后再逐步收取成本费用。这种
养殖模式，为养殖户既解决了养殖资金
的困难和技术指导，又为农户增加了养
殖利润。

为进一步打造獭兔特色养殖，该镇
加大对新上养殖户的帮扶力度，每建设
一处规模养殖小区，镇政府给予资金帮
助。截至目前，该镇新增标准化养殖小区
4处，家庭养殖户3 5家，新增养殖笼位
3000个。

供电公司服务小组

巡查专变用电设施

本报11月19日讯(通讯员 王志龙
见习记者 邢敏) 11月16日，在贾庄

镇乡村绿洲花卉苗木高科技培育基地的
配电室里，县供电公司专变用户服务小
组不期而至，“拜访”了这里的专变用电
设施。

随着气温转入零下，专变用电设施面
临严寒考验，为此，县供电公司成立专变用
户服务小组，建立专线、专变用电定期巡查
制度，巡查范围涉及住宅小区、学校、部分企
事业单位、农排水利工程及大中企业客户。

巡查过程中，该公司对变压器运行
状态和备用电源、线路状况、计量装置、
安全保障措施及应急预案等5个大项26

个小项进行隐患逐一排查。同时，县供电
公司以此为依托，全面开展专变用户维
修信息建档工作，为用电抢修及客户管
理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撑。

活动开展以来，商河县供电公司“登
门拜访”服务已经走进227家专变用户，
其中，完善专变用户档案214份，消除隐
患62处，提供专变抢修服务29次。目前，
专变用户巡查正有序推进，所有专变用
户的排查治理和建档管理工作将于年前
全部完成。

200名个体商户

现场办营业执照

本报11月19日讯 (见习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崔花) 近日，商河县工
商局组织许商工商所、沙河工商所的登
记注册人员及商广科工作人员走进泰商
国际商城，为商场近200余户个体商户现
场办理营业执照。

泰商国际商城是新办商场，其中有
200多户个体商户急需办理营业执照，个
体商户中普遍存在不了解办照流程、资
料准备不清楚等情况。商河县工商局在
了解该情况后，积极组织相关工作人员
对200多名个体商户进行现场指导。

本报11月19日讯(见习记
者 刘慧 通讯员 刘志海)

近日，商河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在全县进行了一系列的宣
传活动，不再只是发传单挂横
幅，还通过微博、微信曝光重
点违法行为。

“我们为了使这个宣传
富有活力和感染力，特意让

工作人员选择了一些贴近
生 活 、贴 近 实 际 的 宣 传 手
段 ，不 是 一 味 地 只 发 发 传
单，挂挂横幅。”商河县交警
大队综合科张科长说，交警
大队的工作人员研究了交
通宣传工作的规律和特点，
展开了不同方式的、多元化
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据了解，交警工作人员
充分利用新型媒体平台，发
送交通安全提示语，通过报
刊、电视、广播、商河公安服
务在线、微博、微信等媒体
通报当前工作 ,曝光重点违
法行为 ,宣传交通管理新举
措和入冬以来的交通预判；
以主干道沿线村庄为主体，

联合各村村委，深入村镇，
重点宣传在公路上摆摊设
点 、酒 后 驾 驶 、乘 坐 超 员
车 、农 用 车 非 法 载 人 等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危 害 ，与 群 众
进 行 面 对 面 宣 传 教 育 ；深
入运输企业讲解冬季行车
注 意 事 项 ，切 实 从 源 头 消
除安全隐患。

交警宣传不再只是发传单挂横幅

微微博博微微信信曝曝光光重重点点违违法法行行为为
本报11月19日讯(见习记者 刘慧

通讯员 白照猛) 近日，县民政局组
织了25名老功臣到济南优抚医院参加为
期一个月的疗养活动。

据了解，参加疗养活动的对象主要
有复员老军人、伤残军人等重点优抚对
象代表，在本次疗养活动期间，将开展健
康体检、养生讲座等疗养活动,并会组织
他们到济南的代表景点参观游览。

县民政局组织

“老功臣”去疗养

近日，济南梦典地毯有
限公司在商河县孙集镇隆
重举行开业仪式。据了解，
该公司落户孙集，可提供就
业岗位5000余个，补齐了孙
集镇地毯业“有前无后”的
产业短板，彻底摆脱了“半
成品”的尴尬局面，从而实
现了从手工地毯到机器制
造的现代化跨越。另据孙
集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目前孙集老少织女共有
7000多人，他们飞针走线
一年下来，总收入能达到
7000多万元。

外国客户在选择地毯。

外国客户在订货会上对地毯进行检验。

工作人员对地毯进行打包。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邢敏

地毯龙头企业在孙集镇投产
15日，商河县孙集镇工业

园内的济南梦典地毯有限公
司正式开业，主要经营手工及
机织地毯的制造、研发设计和
进出口贸易，在开业当天，来
自全国各地的订货商积极参
加订货，成交量达到100多万
件，数量十分可观。

从最初接洽到开业投产，
济南梦典地毯有限公司最终
花落孙集，主要得益于该镇悠
久的地毯发展史。据记者了
解，商河县孙集镇是远近闻名
的“地毯之乡”，地毯产业已有
30余年的发展史，该镇地毯业

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前扎加工
队伍庞大。为使地毯加工形成
完整的产业链条，促进地毯业
的进一步发展，该镇聘请地毯
加工技术专家对现有前扎工
人进行技能再提高技术培训，
为地毯后序加工打下良好的
基础。济南梦典地毯公司的开
业投产不仅解决了周边村民
的就业问题，还有力补齐了孙
集镇地毯业“有前无后”的产
业短板，彻底摆脱了“半成品”
的尴尬局面，从而实现了从手
工地毯到机器制造的现代化
跨越。

“地毯之乡"为老百姓特色增收
刘小强是镇地毯厂的一

名员工，不到四个月已经成为
了厂里的技术骨干。面对记者
的询问，他说:“我就是前面这
个村的，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
找到工作，而且一个月能挣
2000多块钱，家里的老人孩子
有个事还能照应到，这比出去
打工强多了。眼看着这一张张
精美的地毯在自己手里出厂，
咱干着也高兴。”孙集镇园里村
的车冬燕在镇地毯厂打工已经
6年了，心灵手巧的她每月能挣
到1200多元。而陈刘村70岁的
老太太孙秀荣通过给孙集镇安

琪布业有限公司织老粗布，每
年也能挣到万把元。

孙集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现在全镇像车冬燕、孙秀荣
这样的老少织女共有7000多
人，他们飞针走线一年下来，总
收入能达到7000多万元。目前，
全镇雇用30名以上熟练工人的
加工点达到18家，雇用10人以
上的加工点达到100多家。镇上
生产的120步仿波斯地毯质量、
品质可与最流行的波斯地毯相
媲美，价格只有同类产品的三
分之一。现在已经销到了美
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地区。

“要把地毯铺到迪拜去”
“我们的样品刚给迪拜的客

户发过去，签约的希望很大。”谊
杰地毯厂区公司经理穆祥林告
诉记者，他在菏泽有地毯加工
厂，后来在商河县孙集镇政府的
邀请下来到了商河，这边条件基
础好，工人熟练度高。去年建厂
后仅两个月，他们就生产了
50000平方英尺地毯。根据现在
的经营状况和市场前景，今年的
产值可达2000万元以上。

孙集镇政府负责人告诉记
者，现在他们正在与北京的一
家地毯企业洽谈，投资后将更
有力地带动孙集镇地毯业的发
展。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把地毯
业做大做强，鼓励支持现有企
业发展。同时，继续引进有实
力、有技术的大企业，进一步补
齐短板，化劣势为优势，让每一
张孙集人制作的地毯都打上孙
集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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