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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纸 蝶 变 只 为 一 城

几经转型，“门外汉”变行业“新贵”

徐杰要将这招牌打得更响

本报济宁3月16日讯（通讯员 衣媛

王芳）“1月10日到13日组织现场鉴

定，1月18日就出具了鉴定结论，并通过邮

局送到我们职工手中，这次鉴定结论出得

真快。要是在以前，鉴定结论到手怎么也

得俩星期！咱社保的工作效率越来越高，

给你们点赞！”迪尔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门负责人苏现伟对济宁市社保中心

工作人员竖起大拇指。

近年来，济宁市社保中心坚持以打造

“暖心劳鉴”服务品牌为引领，从精细化、

信息化、规范化入手推动劳动能力鉴定全

面升级，鉴定服务提速更高效，参保群众

办事舒心更暖心。截至目前，共为1903名
职工群众提供鉴定服务，为21名无法进行

现场鉴定的人员提供上门鉴定和远程鉴

定服务。

坚持精细化，推动劳动能力鉴定服务

更周到。“外面又是风又是雨的，你们还来

家里给妻子鉴定，真的十分感谢！现在她

有了保障，我们全家也能安心了！”工伤职

工王翠玲的家人动情地对上门服务的社

保工作人员和医疗专家说。王翠玲因交通

事故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无法参加现场集

中鉴定，市社保中心根据其亲属申请，安

排劳动能力鉴定专家为其上门服务，鉴定

完成后，王翠玲每月能够领取工伤保险定

期待遇6687 . 27元。为将鉴定工作做精、做

细、做实，为急危重症患者开辟“绿色通

道”，充分做到全方位为职工考虑，在随时

受理鉴定申请材料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急

危重症患者鉴定速度，确保符合条件的工

伤职工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人员及时享

受相关待遇。同时，全面梳理整合12345市
长热线电话、网络问政、窗口电话咨询等

疑难问题，建立《劳动能力鉴定疑难问题

及人员台帐》，对职工群众的诉求做好事

前防范、事中解释、事后跟踪，确保群众的

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回应。

着眼信息化，推动劳动能力鉴定速度

更高效。为使劳动能力鉴定服务提速、提

效，该市依托现有条件，在利用省劳动能

力鉴定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起现

场查体、现场审核、现场录入系统的“链条

式”工作模式，鉴定专家在现场直接将评

审意见输入电脑，社保工作人员在现场直

接将其他相关资料录入系统，鉴定结论的

出具周期由14天缩短为5天，得到用人单

位和参保职工一致好评。“以往，我们都是

劳动能力鉴定现场结束后，回到办公室再

将相关资料录入系统，整个鉴定工作‘战

线’拉得很长，结论出具较慢。为了改变这

一现状，我们将办公地点搬到鉴定现场，

边查体、边审核、边录入，大大提高了鉴定

结论出具速度。”中心副主任夏梅说。同

时，主动对接邮政速递公司，摒弃以往由

单位或个人领取鉴定结论的送达方式，将

鉴定结论全部采取EMS送达，既方便了

用人单位和职工，又明显缩短了结论送达

时间。

立足规范化，推动劳动能力鉴定管理

更完善。“为进一步规范各县(市、区)劳动

能力鉴定受理审核环节，加强各级经办机

构窗口服务质量，防止出现‘二传手’现

象，结合全省劳动能力鉴定案卷评查情

况，我们对业务经办流程进行了全面梳

理，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劳动能力鉴

定工作流程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心劳

动能力鉴定科负责人王芳介绍。《通知》进

一步规范和明确了材料受理、组织鉴定、

结论出具、结论送达和案卷归档等五个方

面的工作流程，让劳动能力鉴定管理的各

项流程更加规范完善。出台《济宁市劳动

能力鉴定医疗卫生专家回避制度》，进一

步加强劳动能力鉴定医疗卫生专家管理，

严肃鉴定现场纪律，加强鉴定专家风险廉

政责任意识，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严格依

规做出鉴定结论。通过各环节的相互制

约、相互留痕，确保现场鉴定更加规范有

序、鉴定结论更加客观公正。

鉴定再升级提速，服务更高效暖心

济宁市社保中心打响“暖心劳鉴”服务品牌

鉴定工作开展现场。

专家正在开展鉴定工作。

新建智能化鸡舍
鸡苗销往多个省份

3月14日，当记者来到位于汶
上县南站街道漕流村的济宁熙乐
经典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时，徐杰
正在一座即将落成的、如厂房般
巨大的鸡舍内和施工师傅交谈
着。“这栋鸡舍很快就能完工，内
部可以实现全部智能化。”

徐杰背着手看着鸡舍，满眼
都是欢喜。他高兴地告诉记者，前
几日山西长治市客户前来参观，
要了50万只鸡苗，“说是在抖音上
刷到我的视频，所以特意前来。”
而接下来的两天，他还有50万只
鸡苗即将发往西南几个省份。

记者问及他是否会发力短视
频平台从而抢占更多市场时，徐
杰表示不会，“我现在的产能已是
极限，再经短视频宣传的话，压力
会陡增。”徐杰告诉记者，相比两
座现有的老鸡舍，新鸡舍规模更
大、技术更新，能容纳的芦花鸡是
现有的数倍。“算上这一栋，今年
我们一共要建成6栋新鸡舍，产能

会成倍增加。”徐杰说，他初步算
了算，今年预计能销售2000万只
鸡苗。

面对此情此景，很难想象，徐
杰最初的从业经历却和禽类养殖

“八竿子打不到一起”，他的职业
生涯几经转折，才走到了如今这
一步。

偶然“结缘”芦花鸡
凭借产品站稳脚跟

2000年前后，徐杰工作所在
的洗衣粉厂被兼并，他租下来几
个门面，做起了餐饮。“我给餐馆
取名叫‘汶上记’。”当时徐杰店里
的一道主打菜就叫“汶上芦花
鸡”，颇受食客青睐。“后来店里来
了懂行的顾客，人家进店看见我
那里摆着的活鸡，指着就说‘你这
不是芦花鸡啊，就是普通的公
鸡’。”有趣的是，徐杰非但没有因
为这次“识破”而尴尬，反而让他
开始审视汶上芦花鸡的价值。

2006年前后，徐杰开始在汶
上县养殖大户郑宪坤处采购正宗
的汶上芦花鸡，“我发现汶上芦花

鸡做菜口感不错，很受欢迎，一天
能卖出去四五十只。”就这样，徐
杰一边经营餐馆，一边销售活鸡
和鸡苗，一年销售达20多万，徐杰
在业内也站稳脚跟。

尝到甜头的徐杰，在2012年
前后关掉了饭店，开始集中精力
做起了芦花鸡销售，之所以从销
售干起，徐杰有他的想法，“主要
还是借这种方式学习养殖技术，
积累养殖经验。”

渐渐地，徐杰的芦花鸡开始
被市场认可，有了底气的徐杰开
始转型，与多所科研机构、高校联
手，不断优化品种，完善孵化、育
种、销售等链条。“我也不记得投
入了多少钱，不断为芦花鸡优化
品种、统一标准。”功夫不负有心
人，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现如
今，经过品种改良后的芦花鸡产
蛋量能达到90%，比普通品种高出
约1/3。

如今，望着即将完工的巨大
鸡舍，徐杰信心满满，“今年是我
公司的转折之年，我有信心大干
一场，我要把汶上芦花鸡这块金
字招牌，打得更响！”

记者 汪 泷 丁安顺 通讯员 张明 杨家兴 曹文豪

洗衣粉厂里打工、开饭店……回顾济宁熙乐经典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徐杰前20年的工作经历，很难把养殖业和他联系在一
起。但这个生长在汶上县南站街道漕流村的农村汉子，他的公司孵
育的芦花鸡苗已销往全国十余个省市，年销量预计超过2000万只。

徐杰正在介绍他饲养的芦花鸡。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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