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企迁建有温度 服务企业见温情
陕西嘉禾药业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1 年，原生产所在地
位 于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未 央 区 ，
是一家主要从事天然植物原料
的深加工、植物提取物、植物
化工产品、化工合成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
进出口贸易；食品及食品添加
剂、保健食品的开发、生产、
销售及技术服务等的高科技
外向型民营企业。

2021 年，因原位于陕西省
西咸新区的生产场地逐步商
业化，该公司决定将生产地
址 迁 建 至 陕 西 省 杨 凌 示 范
区。陕西嘉禾药业有限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韦
博说，“在杨凌生产厂区建设的过程中，杨凌
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专人包抓帮扶，
小到 《药品生产许可证》 申报资料的准备、
申请表格的填写，大到厂区车间建设布局和
生产设施设备安装调试，生产工艺的确认验
证，只要遇到问题和困难，包抓帮扶人员总
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沟通和协调，保证
了公司按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 要
求完成了建设。”

随着该公司杨凌项目的不断建设和推进，
原设计的微生物实验室因已无法满足公司发
展的需求，计划再扩建 450m2。杨凌示范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包抓帮扶负责人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立即协调示范区药品检验中心、陕西省食
品药品检验院等单位对该公司微生物实验室的
规划和布局进行了审核，涉及到的技术性问

题，他们走访和咨询相关的专家，深入企业
现场进行解答，确保了工期的顺利进行。

“因为生产厂址变更了，我们的芦丁和水
飞蓟素两个原料药的批文也要进行相应的申
报变更。但这件事情需要熟悉原料药批文变
更流程的专业人员去整理和组织各种资料，
如果让我们公司自己去做的话，得浪费不少
时间，杨凌厂区的投产也会因时间的延续而
无法按时生产。”在生产厂区即将建设完成
时，又一道难题出现在韦博的面前。

后来，经过与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包抓帮扶负责人沟通后，该局第一时间派出
监管工作人员帮助嘉禾药业进行原料药批文
地址变更所需申报材料的指导和整理，并由该
局领导带队前往省药监局提交申报材料，并协
调省局业务处室部门加快受理、审核、检查、
评审与审批程序，在短时间内，就解决了这两

款原料药生产地址的转移落地，为企业极大
地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投入。

“通过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包
抓帮扶，确保了公司生产厂区的顺利建设
及投产，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杨凌示范区
一流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服务意识。”陕西
嘉禾药业质量部负责人韦博说。

（记者 党淑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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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杨凌示范区“分项”技能竞赛优秀个人

谢月琴 2021 年入职杨凌国际会展中心酒店
以来，踏实肯干，团结同事，善于协作，对客
热情，在接待服务过程中多次得到客人的肯定
和表扬，树立了会展酒店良好形象，得到了酒
店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目前任中餐厅领班
一职，也是酒店VIP服务组成员之一。

为迎接农高会接待服务工作，尽快提高专
业服务水平，规范自身服务标准，谢月琴利用
下班时间，加班加点，苦练技能，最终进入了
酒店VIP服务小组。有了前期的努力付出，2022
年7月，谢月琴踊跃报名参加杨凌示范区星级饭
店从业人员服务技能竞赛暨全国选拔赛中
餐宴会摆台，荣获二等奖。2022 年 10 月，
她又参加陕西省星级饭店从业人员服务技
能大赛暨全国竞赛选拔赛中餐技能服务摆
台，荣获三等奖，同时获得团体二等奖，
为杨凌示范区文化旅游行业和会展酒店争
得荣誉。

谢月琴在不断完善提升自己的同时，
在工作中还耐心认真帮助同事，把自己的
工作经验和技能毫不保留地分享给他人，
带动身边员工热爱酒店，热爱本职工作，
爱护酒店财物。新来的同事对酒店中餐厅
的很多事情都不熟悉，不知道从何下手。
谢月琴发挥老员工的带头作用，竭尽所
能，通过演示和耐心讲解，积极主动帮助
他们迅速成长。

“灿烂星河由无数星星汇聚，优质服务
由点滴小事积累，服务无大事，把小事做
精，把细节做亮。”——这是谢月琴在接受

《华商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工作
期间，她始终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件
事，每一位顾客，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她不
仅语言文明，表述简明清晰，符合礼仪规范，
而且仪容仪表端庄大方，微笑服务表情自然亲
切。在酒店中餐厅，经过2年多的服务锻炼和学
习，谢月琴逐渐成熟，已成长为一名服务能手。

用谢月琴的话说，荣誉只属于过去，人生
需要面向未来，在工作中不断成熟，在生活中品
味人生，让自己的人生轨迹闪耀出多彩的光芒。
在今后的工作中，她将不断提高服务技能，永葆
服务初心，为酒店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杨凌会展中心酒店中餐厅领班 谢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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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立业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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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朱玉春来说，在杨凌这片农业热土上
教书育人，同时，连续三届担任杨陵区政
协委员为杨凌发展建言献策，是一件值得
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11月22日，记者如约在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见到了朱玉春教授。彼时，她正在计
划次日赶往杭州参加民建中央农业农村委
第二次主任会议的事情。作为一名从事农
林经济管理领域研究的学者，关注农业农
村发展已经成为她工作的常态。

“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业经济是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如何促进农业
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发展，这是我们这一
代人的使命与责任。”提及自身工作能够
发挥的作用，朱玉春掷地有声。

2008年，博士毕业的朱玉春没有停下
学习的脚步，而是前往俄罗斯国立莫斯科
大学经济系进修并开展合作研究。也正是
因为这段经历，朱玉春回国后，心中萌生
了搭建一个新型国际交流、人文交流、科
技交流重要平台的想法。

说干就干。借助在俄期间的留学资
源，朱玉春积极推动中俄双方在农业领域
开展合作。2017年，“中俄农业科技发展
政策研究中心”成立。据了解，该中心设
立了科技监测、科技协作、政策评估、科
技战略项目4个小组，成立后，借助该平
台，中俄两国在农业政策、产业发展、农
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
究，并在农业科技、农业政策、农产品国
际贸易、农村区域发展、现代农业等方面
开展了深度合作，目前该中心已经成为具
有较大影响力的科研中心、人才培养中
心、学术交流中心以及多学科交叉融合发
展研究中心。

如今，作为中俄农业科技发展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和首席专家，朱玉春正致力于
搭建“一带一路”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平
台，为农业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
与合作的平台。

作为教师，朱玉春兢兢业业执教三十余年，始终扎根杨凌，
脚踏黄土，情系“三农”，积极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而转换成
政协委员的身份，朱玉春的几次提案又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
紧跟时代步伐，与杨凌示范区的发展“同频共振”。

“‘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合作的、互利共赢的，是真
正连接各国，沟通世界的重要发展倡议。杨凌作为我国首个国家
级农高区，如何在发展大势中把握好时代脉搏，上合组织农业技
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的建设势在必行。”朱玉春表示，为了促进
杨凌农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杨凌发展实际，2016年与2020年，她
分别提交了《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杨陵农产品电子商务
平台》《关于高标准建设上合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推进
农业国际化发展的建议》的提案，这两份提案也被政协杨陵区委
员会评为年度优秀提案。

在朱玉春的见证与参与下，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
示范基地在杨凌建立，聚焦“培训、交流、示范”核心功能，积
极发挥农科教资源优势和基地平台作用，向着服务上合组织、服
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代农业发展高地的目标迈进，杨凌

“上合之路”的脚步也愈走愈稳。
如今，朱玉春依旧奔波在教书育人以及为杨凌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现代农业创新高地而建言献策的路上。她表示，政协委
员的身份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她将继续心怀责任，借
助区政协搭建的平台，扎实履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提出
更多能切实推动杨凌农业发展的好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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