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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姜家村“抱团破圈”发力豆制品产业

一块豆腐，百味人间

通讯员 李大路 郝学锋 肖淑慧

进入四季度以来，安居煤矿党

委把抓好安全生产放在突出重要

的位置，以“党建工作与安全生产

经营深度融合”为主线，狠抓职工

安全教育、优化劳动组织、细抓经

营管控，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举措、

严抓细管的高压态势，紧盯全年任

务目标不放松，吹响决战四季度安

全生产“集结号”，切实将党建优势

转化为企业安全生产效能。

常抓教育培训

打好捍卫安全“主动战”

“观看完这两起安全事故案

例，我感触颇深，我认为导致这两

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都是人员

安全站位不当，这给我们敲响了警

钟。”在班前事故案例剖析会上，该

矿综掘工区党支部一名职工分享

说。通过剖析事故案例，不断向职

工灌输安全理念，让职工始终保持

如履薄冰的警惕性、未雨绸缪的敏

锐性和百折不挠的坚韧性，时刻绷

紧安全生产弦。

职工的思想稳定是保障安全

生产的关键，各基层党支部充分利

用班前会、集中学习日时间，加大

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加强对

“一规程四细则”、岗位责任制、操

作规程等内容的学习，强化全员安

全意识。同时，加大对“安全不放心

人员”的排查力度，确保职工以良

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

该矿建立了区队、班组、个人

“三级联动”模式，层层传递安全压

力，逐级压实安全责任。将安全制

度执行情况纳入各党支部班组考

核范围，考核结果与收入紧密挂

钩，督促班组制度落实，着力解决

思想重视、制度执行不力等问题。

在日常工作中实行安全互保联保

制，实行处罚联责，处罚联动，让职

工严格执行岗位标准操作流程，上

标准岗、干标准活，克服麻痹思想

和侥幸心理，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优化劳动组织

打好稳定生产“攻坚战”

根据四季度生产任务，该矿结

合工作面衔接实际，进一步优化生

产组织，细化管理措施，聚焦1315工
作面安装重点，锁定目标、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协调推进、高效组织，

稳步推进工作面安装进展。严格按

照“施工即标准、完工即达标”原则，

打基础、抓落实、促规范，统筹抓好

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为工作

面投产后高效回采奠定基础。

紧紧围绕生产中心工作，从加

强采掘生产组织管理入手，按照月

度生产计划，将工作任务分解到每

一天、每一班，确保人人头上有任

务，班班头上有指标。为保障任务落

地，同步制定制度激励机制，真正让

职工在收入上得到实惠。“利用班前

会、微信群等方式，每天通报生产任

务完成情况，做到奖惩及时兑现，确

保生产组织的计划性，促进了工作

面稳定生产。”该矿综采工区党支部

书记俞昊说。

“我们无法左右市场，但我们

可以抓实现场。”针对工作面生产

现状，各党支部主动对标学习，制

定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C2317工
作面动态旋转开采期间，通过采

取“小步快挪”的方式，降低工作

面调采的难度系数，减少大比例

调采带来的不利影响。

坚持精打细算

打好高效经营“收官战”

面对严峻复杂的煤炭市场形

势，该矿党组织号召全体职工牢固

树立“过好紧日子 才有好日子”的

思想，持续深化“三抓三实”的经营

管控体系，推进52项生产经营质效

提升“金点子”，让广大干部职工树

立“企业的核心是效益”和“挣工资”

的理念，强化成本管控，狠抓降本增

效，刀刃向内、刚性落实，确保实现

企业效益最大化。

常态化开展干部“上讲台”活

动，变会场为“练兵场”，变会堂为

“大讲堂”，无论是总结月度生产

经营状况，还是通报“全员挣工

资”和“开源增收、降本增效”的重

点工作考核情况，各党支部全部

引用大量的数据，并深挖数据背

后的“故事”，摸准问题根源、找寻

变化规律，让全矿各部门对生产

经 营 情 况 实 实 在 在 地“ 了 如 指

掌”，做到了心中有数。

持续挖掘洗选创效利润点，优

化产品结构，洗混煤破碎回洗，对洗

混煤进行二次破碎回洗，由性价比

更高的洗动力代替洗混产品对外

销售，提高综合售价。“四季度，力争

破碎入洗洗混煤3 . 06万吨，创效
275 . 4万元。”该矿洗煤厂党支部委

员康绪德说。

党建引领抓落实

济宁能源安居煤矿吹响决战四季度安全生产“集结号”

本报济宁10月19日讯(通讯
员 董金凤) 近日，梁山县拳
铺中心卫生院组织内科、外科等
科室骨干，分别走进当地李乡
村、黄庄村和郭堂村开展健康义
诊活动。义诊中，耐心听取村民

健康诉求，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
习惯和身体状况，讲解健康保健
知识，开展用药指导，同时给村
民免费测血压、血糖、耳穴压豆
等。义诊活动服务群众600余人
次，发放宣教材料1500余份。

本报济宁10月19日讯 (通
讯员 楚蕊蕊) 近日，梁山县
中医院的护理人员，第二次走
进城区一老年患者家中，开展

“更换尿管”上门服务。患者是
居家卧床3年多，不方便去医院
更换。接到线上下单后，护理人

员按预约时间准时来到患者家
中，再次对老人进行细致查体
及评估，结合老人情况开展了
更换尿管、膀胱冲洗等治疗项
目。护理人员操作熟练、动作轻
柔，大约10分钟便完成了尿管
更换。

本报济宁10月19日讯(通讯
员 刘晴晴) 济宁高新区第十
三届“菊花展”已开幕，济宁东
城建设集团凝心聚力、多措并
举，全力做好“菊花展”布展工

作。
公司积极推进各项布展工

作。期间，共调度200余名工作
人员组成布展团队，进行草花
养护及卫生保洁等工作。

义诊进乡村，健康送上门

网上下单，护理上门

本报济宁10月19日讯(通讯
员 王者东) 近日，国网嘉祥
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人员对10
千伏庞园线等6条同塔线路迁
改施工，完成带电换电缆、拆除
旧电缆等工作。下一步，嘉祥公

司还将继续创新不停电作业技
术的复杂场景应用，拓展相关
作业范围及适用领域，为提升
全县配电网可靠性及优化营商
环境等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本报济宁10月19日讯 (通
讯员 代纯 记者 易雪 )
近日，曲阜市陵城镇组织开展
系列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学生
们对国防知识的理解，增强了
学生身体素质，为全环境立德
树人注入了新鲜“养分”和活

力。
下一步，曲阜市陵城镇将

继续加大校园国防教育力度，
进一步丰富课程内容，把国防
教育做深、做实，将梦想种子深
深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让学
生强思想，为祖国育人才。

多措并举，助力布展

带电换电缆，用电更可靠

陵城国防教育，注入新鲜“养分”

专业高效生产厂区，助力姜家村豆腐产业腾飞。

小小一块豆腐
做出幸福生活

顺延着孔子大道向东行驶，
一路寻“香”来到曲阜市小雪街
道姜家村，村委会不远处的“多
可食品有限公司”格外引人注
目。近800平方的标准化生产车
间里，水雾之中隐约可见工人忙
碌的身影，空气中豆香、油香交
织，飘出了浓浓的“豆香”。

“我们这，几乎家家都会做豆
腐。”说话间，47岁的工人翟守菊
将一板板刚新鲜出炉的雪白豆腐

“打包”搬至车上。“我们的豆腐采
用的是传统点浆工艺，不添加任
何化学制剂，磨出的豆腐色香味
美、营养丰富。”翟守菊自豪地介
绍，姜家村豆腐一直以来都是抢
手货，她最忙的时候一天要打包
近400板。“自从工厂开始运行，我
就一直在这里打工，比外出打零
工稳定多了，不仅能照顾家里，每
个月还能挣到4000多元，到年底
还有分红。”翟守菊笑着说。

“姜家村豆腐制作有着一套
绝技。从豆子变成豆腐，黄豆浸泡
时长、磨浆加料节奏、煮浆火候大
小、点卤速度快慢，每一个环节都
关系到豆腐口感和色泽。”孔德强

介绍，虽说车间内部分步骤进行
自动化作业，但是温度、时长等步
骤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在这里，孔
德强更像一名舞者，眼到、手到、心
到，在一连贯的动作翻转中，一块
块白嫩的豆腐随着设备有条不紊
地工作中神奇诞生了。

小豆腐大产业
蹚出了致富路

姜家村位于曲阜城东近郊，
是实打实的“城边村”。没啥资源禀
赋的姜家村，如今却成为远近闻
名、订单不断的“豆腐村”，其中有
何奥秘？

曾几何时，这项传统技艺也
差点“失传”。“去皮、泡豆、磨豆、筛
豆、煮豆、点浆……复杂且繁琐的
豆腐制作流程，我们往往需要花
半天的时间才能做出两块豆腐，
也就有80多斤，不仅产量小，有时
还耽误出去叫卖的时间。”姜家村
党支部书记孔维解释说，伴随时
代变迁，小作坊的散、乱和各自为
战的经营模式，导致村集体经济
效益并不高，没有发展后劲。

孔维自小就和豆腐打交道，
他同孔德强一样，对村里的“豆
腐产业”很有感情。“让村里的豆
腐、豆油皮、豆浆真正走出去，成

为大家伙餐桌上的‘香饽饽’，是
我们村里很多人心里的愿望。”

为此，姜家村村两委和从事
多年豆腐制作的“老师傅”们先后
去过河南、济南长清、滨州等地考
察，发现‘小豆腐’也可以发展成

‘大产业’。“竟然还有地方可以把
豆腐产业做到上市，这一切归功
于敢于转型升级。”孔维说。

说干就干，姜家村村两委成
立合作社，利用村内闲置宅基
地，投资建成了“多可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没多久，一座800平
方的生产车间在村内拔地而起。

“厂房建起来了，自动化设备引
进来了，曾经从事过豆腐制作的
村民也都来了。”孔维说。

随着车间步入正式投产，如今
的姜家村的豆腐产业也成了标杆。
从1条生产线到5条，每天在这里生
产各类豆制品可达3万斤左右，不仅
在曲阜城区市场占有率达到五成，
更是把产品销往了周边县区，真正
带动了村里剩余劳动力就业，实现
了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看着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
好，从豆制品小作坊到宽敞明亮
的豆制品加工厂，从单打独斗到
握指成拳，孔维心中很欣慰，在
他看来，这或许就是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致富密码”。

记者 易雪 康岩
通讯员 刘兴 曹楠 雷夫幸

对当地很多老百姓而言，
了解位于曲阜城区近郊的姜家
村，更多是因为这里的豆腐，而
这里也被称为“豆腐村”。如今，
豆腐制作仍是姜家村重要产
业，从单打独斗到握指成拳，各
个小作坊“抱团破圈”成专业高
效生产厂区，每天各类豆制品
可达3万斤左右，年销售额达
10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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