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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伯乐乐””发发力力，，成成武武经经济济““万万马马奔奔腾腾””
成武县经济快速发展，在全市上半年重点经济工作考核中，位居第一名

本报菏泽1 0月2 2日讯 (记者
秦广英 ) 10月21日，菏泽市第

二人民医院FCMC(以家庭为中
心的产科监护 )新模式专题讲座
在该院六楼会议室进行，讲座特
邀了苏州市立医院的俞康民教授
主讲，该医院近200名医护人员参
加了培训。

据了解，医院产科FCMC实
施的最重要标志是LDRP一体化
产房的投入使用。2015年9月1日，
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LDRP正式
成立，标志着菏泽进入家庭式一
体产房生产新模式。

在传统的分娩流程里，产妇
常常忍着剧痛从待产房转移到产

房，分娩完毕再移回病房，使得孕
妇生理和心理备受痛苦。菏泽市
第二人民医院“LDRP一体化产
房”投入使用后，将以家庭化的温
馨舒适环境来淡化医院的紧张气
氛，以先进的护理模式和高标准
的房间装备来为产妇提供全程的
跟踪服务。这种居家式待产环境
使产妇从“待产”到“生产”到“恢
复”都能有亲人陪伴，在医院也能
享有“在家”的温馨生产环境，视
病犹亲的医疗照护，使产妇在待
产及生产过程中可任意变换适合
的姿势，轻松待产、快乐生产。在
待产室装饰装修方面，为避免产
妇对传统产房冷冰冰的印象，特

别以柔软的灯光及全部环保无污
染材料营造温馨居家环境，并将
医院的生产急救设备以壁画或壁
橱的方式隐藏起来，使产妇有如
请专科医师至家中接生，更能纾
解生产时紧张的情绪。

菏泽市第二人民医院LDRP
产房，可满足12位准妈妈同时生
产。整个分娩过程在独立私密房
间里完成，并提供“5对1”全程守
护体系，由经验丰富的产科医师、
助产士、儿科医师、围产护士以及
一名家属在场进行严密母婴监
护，以确保母婴平安，同时丈夫帮
助妻子分娩，让爸爸妈妈一起迎
接新生命的到来。

市市二二院院““LLDDRRPP一一体体化化产产房房””引引领领牡牡丹丹城城分分娩娩新新模模式式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成武作为一个人口只有70万的小县，经济规模小、基础
设施差，自然资源匮乏，交通区位不优。但今年全市上半年重
点经济工作考核中，成武位居第一名。有这样一组数字：截至
今年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11 . 3亿元，增长11 . 7%；进入全市工业纳税百强企业达到15
家，数量居县区第2位；全民创业蔚然成风，全县民营经济主
体达到3 . 2万户；电子商务发展如火如荼，全县发展电商企业
186家，电商从业户1838家；“一乡一业、一村一品”遍地开花，
大田集镇、白浮图镇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

“这些工作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成武县上下转变工作作
风、提高服务效能的结果。我们县级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带领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加压奋进、共克时艰，在创新中
实践、在实践中发展，实现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
展。”成武县委书记鲁志成说。

伯乐故里>>
企业进驻“妙笔生花”

采访中，记者到山东汇盟生
物科技公司进行探访。该公司
2 0 1 3年5月开工建设，9月底，
DCTF一期建成投产，当年实现
税收500万元，创建了“百日汇盟
建设速度”，实现当年建设、当年
投产、当年达效的高效速度。

山东汇盟生物科技公司是
成武县实施“腾笼换鸟”引进的
一个项目，仅仅用了2年时间，山
东汇盟生物科技公司已经成长
为菏泽纳税百强企业的23位，纳
税达到2438万。“汇盟速度”也成
了成武县各级党委政府遇事“马
上就办”推动“速度成武”建设的
风向标。

机电设备制造是成武县近
几年在“零资源”条件下发展起
的主导产业，被视为全省、全国
装备制造业冲出的一匹“黑马”。
黑马扬蹄奋进，身后正是成武县
党委政府这个“伯乐”提供的保
姆式的支持。

山东达驰公司作为最大的
受益者，近三年来，平均每年都

有2个以上的新项目上马，现有
产品和生产能力向更大产能、更
高电压等级和更广的产品种类
三个方面拓展。产品的电压等级
向1000KV级推进。

“县委、县政府在项目建设
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无论从
项目立项、项目策划、项目土地
批复、项目资金的协调上都给了
大力的倾斜，可以说是开辟了绿
色的通道，今年以来我们就先后
上马了高过载节能变压器项目
和节能变压器智能化制造项目，
这两个项目全部达产后，我们公
司就会实现交直流、全电压、全
系列的发展目标。”山东达驰变
压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启雷
说。

在全市重点培育的企业中，
该县达驰、呈祥等2家公司列入
全市20家大企业集团之列；华
驰、汇盟、美森、大森、万丽等5家
公司列入全市30家高成长性企
业之列。

仓廪实而民心安，农业强则
百业兴。成武县把农业产业化、
现代化作为发展方向，以基地
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建设
为抓手，全力推进“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发展。以水发公司和伯
乐庄园为龙头，发展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传统种
植、养殖、加工向专业化、规模
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目前，全县

177个重要村基本达到“一村一
品”的要求。

该县白浮图镇按照“一镇一
业、一村一品”的战略规划，利用
区位优势，推动以芸豆为代表的
高效农业健康发展。目前，白浮
图镇已组建芸豆专业合作社32
个，家庭农场4个，在该镇的带动
下，该镇及周边镇年种植大棚芸
豆近7万亩，产量近20万吨，仅此
一项，农民人均增收6000多元。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成武老百姓腰包鼓起来

据白浮图镇镇长候国光介
绍，为了促进芸豆产业的健康发
展，我们倾力解决群众投入难的
问题，一方面动员有积蓄的群众
把钱用在刀刃上，先发展大产业，
再搞小家建设；另一方面动员千
家万户求亲靠友，借梯子上楼，解
决自身投入问题。通过以上这些
办法，形成了产业投入的合力。

今年37岁的王显明中学毕业
后，先后开过磨房，贩过蔬菜，干
过营销等工作。多年的辛苦经营，
使他积累了一定的资金。2013年
春，在苟村集镇村干部的帮助下，

他投资600万元成立了成武县广
通蔬菜种植合作社。合作社成立
伊始，王显明就从村民手中流转
土地200多亩，并从寿光请来了技
术员，聘请了县农业局的3名高级
农艺师，购置了土壤化学分析试
验仪，一次性建起了23座高标准
蔬菜高温大棚。然后，再以每棚9
万元的价格返租给菜农。合作社
还引进了脱水蔬菜生产线一条，
解决了菜贱伤农的问题。

据成武县农业局局长周长会
介绍，如今，以大蒜产业为主的大
田集镇、以芸豆产业为主的白浮

图镇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镇，以辣椒种植为主的党集镇、
以早春黄瓜种植为主的张楼镇
乔庄村分别被评为全省“一村
一品”示范镇、示范村，蔬菜种
植面积发展到 5 2万亩，规模养
殖场发展到120家。创建“翠博”
牌芸豆、“芸芹”牌蔬菜、“曹州
绿”牌蔬菜等省级无公害食品
生产基地 3 1个，农产品注册商
标15个，成武酱大头、成武大蒜
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推行
良 好 操 作 规 范 面 积 达 到 4 5 万
亩，占耕地面积的43%。

成武县天宫庙镇嘉豪服饰公
司的服装加工车间内，一片繁忙
的景象，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地
赶制一批订单产品。据了解，这家
公司是该镇张庄村村民陈巧福返
乡创办的，主要生产销售演出服、
工装、校服，经过两三年的发展，
该公司年产值已达到了2000万
元，带动周边600余村民顺利从田
间走向车间。“公司成立之初，政
府给予很多帮助，并借助政府鼓
励电商发展的利好，利用网上销
售又把销售额提高了50%以上，
服装生意再次迈上一个台阶。”陈
巧福说。

据了解，成武县坚持把信息
化作为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推进
经济转型升级的着力点，以“互联
网+”经济发展为主线，实行“政府

推动、市场运作、攀高联强、打造
高地”，快速推进电子商务发展。

由白浮图镇李河村村民巩立
立创办的成武乐村淘是全省第二
家乐村淘县级电子商务管理中
心。目前成武乐村淘已签约体验
店411家，其中县级体验店1处，镇
级体验店3处。该项目正常运转
后，将会带动3000名留守妇女就
业，更会带动一批留守妇女创业
成功。

为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成武
县致力发展壮大电子商务平台，
培植创业团队，为政府与企业、企
业与企业建设桥梁。目前，成武县
已打造了颐高电子商务产业园、
惠和电子商务产业园、银座淘宝
商城、哈哈农庄、乐村淘、伯乐庄
园微商城、电商科技孵化器等7大

电商平台，全县电子商务发展如
火如荼，天鸿黑金、顺泰家具、天
爱医疗器械等电商企业如雨后春
笋，黄开忠、谢体良、刘成堂等一
批电商达人繁星闪烁。目前，全县
发展电商企业186家，电商从业户
1838家，涉及实木家具、农副产
品、电子产品等，实现了电商企业
和从业人员从无到有、几何倍增
的新局面。

为让创业者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成武县精心打造优质“众创空
间”，出台了《关于促进全民创业
的意见》，并设立1500万元全民创
业基金和创业担保基金，成立了县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和全民创
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管理咨
询、融资担保、培训员工等全方位
服务，帮助小企业尽快成长壮大。

打造互联网+>>成武老城戴上电商“新帽子”

▲达驰公司内一派忙绿
的景象。

光华农业合作社正在
进行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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