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12/27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马玉峰 刘芝杰 张文倩 电话：(0537)2399991 E m a i l : d z r b 1 6 3 @ 1 2 6 .com 微博：http://weibo.com/dzjn

18—19

民意为大 民生为先
——— 济宁市2011年度为民办好的十件实事完成情况盘点

□王佳声 张文倩 张誉耀

“我是看着这房子建起来
的，对质量比较放心。”家住济
宁市任城区金城街道附近的刘大
爷，每天都会特地来到在建的幸
福嘉园小区附近转转，眼瞅着小
区一天天变样，刘大爷满怀期
待。

幸福嘉园是专门规划建设的
保障性住房小区。12月21日，记者
在该小区采访时看到，工人们正
在为小区内道路铺水泥。目前，
小区楼体建设和室内装修都已完
成，水电气暖一应俱全，只剩下
路面硬化和植绿等收尾工作。

“这里虽然规模不大，但功
能齐全；配套设施造价不高，但
质量有保证。要让老百姓住得温
暖放心，就得把好质量关。”说
起幸福嘉园，负责该项目建设的

济宁市市政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广州说。

作为济宁市今年重点建设的
保障性住房小区，幸福嘉园总建
筑面积21580平方米，并规划有占

地420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该
小区八栋楼中，1-7号楼为经济适
用房，共252套，8号楼为廉租房，
共72套，春节前后有望摇号选房。

幸福嘉园保障性住房小区的
建设，只是济宁市今年重点推动
的城乡住房保障安居工程的缩
影。据济宁市房管局副局长刘扬
水介绍，截至11月30日，济宁市竣
工(含当年开工和往年结转)保障性
住房8430套，竣工量为2010年的1 . 7
倍，其中廉租住房1475套，经济适
用住房5060套，公共租赁住房1895
套，而曲阜市大庄裕盛花园，泗
水县开发区职工过渡用房，汶上
县爱丝制衣有限公司职工公寓三
项目已实现入住。

“2011年济宁市保障性住房建
设量达2010年的三倍，极大地改善
了低保、低收入家庭和新就业人
员的住房困难。”刘扬水说。

□孟一

“有了‘一证通’，俺看病再也不
用像原来一样，还得自己先垫钱，回
头再费工夫跑报销了。”12月17日，
家住曲阜市的赵华大娘用上了居民
医疗保险“一证通”后，刚在曲阜做
完手术的她，依然选择到济宁医学
院附属医院进行康复治疗。70岁高
龄的赵大娘兴奋地告诉记者，“我周
围很多亲戚朋友也开始到市区各大
医院来看病了，同样是花钱，谁不想
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护理呢。”

让赵大娘赞不绝口的“一证
通”，就是济宁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证。今年以来，济宁市搭建了市级医
保结算平台，正式启动了“一证通”
项目，参保居民可持《医疗保险证》
到全市167家各级医疗保险综合定
点医院就医，不再需要办理繁琐的
转院手续，出院时只需缴纳应承担
的医疗费用，其余费用由医院和医
保机构统一结算。

“以前转院，首先需要主治医生
开具转诊证明，由相关科室主任同
意后转交医院医保处，随后还得经
过分管院长、所在单位和县医保处
层层审批，所有手续都办好后，才能
到市里其他医院看病，任何一个环
节出现问题，都可能把转诊时间拖

长，耽误俺们治病。”刚在济宁医学
院附属医院做完心脏病手术的梁山
县居民贾存金说，“之前就是因为办
手续太麻烦才不愿意换其他医院看
病。如今手上的医保证竟然成了方
便就医的‘通行证’，仅今年一年，我
就来检查过两次身体了。”

值班护士也讲了一段她的亲身
经历，一位家住任城区的病人因患
心脏病急着想转入市区另一家大医
院展开救治，结果却在办转院手续
时出了岔子，此后不久病人便去世
了。不论对病人家属还是医院，这都
是惨痛的教训。

“截至11月，济宁十二县市区居
民医保病号增长了25%，‘一证通’
已经成为破解老百姓跨地区择院看
病难的‘金钥匙’。”济宁医学院附属
医院新农合管理办公室主任孔令娥
介绍说，“过去是病人‘垫钱’转诊，
现在是政府‘垫钱’帮医院对接各县
区经办机构进行统一结算，‘一证
通’也让医院提升了工作效率。”

□文/图 刘田 邓旭

悠扬的琴声、绿色的地板、七彩
的墙壁，还有正在播放视频的高清等
离子电视……12月22日，在位于济宁
市冰窖路的市中区实验幼儿园分园崭
新的教室，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正在读
书、做游戏。作为济宁市新建、改扩
建幼儿园100所工程的其中之一，2011
年8月份，该幼儿园由原冰窖小学改
建而成，并于9月份招收了第一批学
生。

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 济宁
市政府将学前教育工程列入2011年为
民办好的十件实事之一。

“我们幼儿园不只是帮家长看
孩子，更注意培养孩子的良好习
惯。”市中区实验幼儿园园长李良
风告诉记者，目前市中区实验幼儿
园分园总面积1230平方米，学生200
人左右，在校老师三十多名，其
中，省教学能手2名、省先进工作者
1名、中学高级教师1名。不仅是师
资配备，在硬件设施方面分园也与
总园差不多，除每个班级都配备的
现代化教学工具之外，分园的食堂
与总园一样都是执行省A级食品卫
生单位标准。

学生家长梁女士说：“原本这片
区域一直都没有一所正规的公办幼儿
园，‘入园难’简直成了我的一大心
病。现在好了，孩子在这里上学一方
面离家近，我们接送都很方便；另一
方面学校的管理也很严格，我们家长
进学校都要刷卡才行，一刷卡门卫的
电脑上就会显示我和孩子的照片，学
校安全系数很高。孩子入园了，我也
能安心上班了，不用再时刻牵挂着孩
子了。”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
影响孩子的性格习惯养成，是国民教
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重
大。”济宁市教育局局长闫志强表
示，针对目前优质园少、公办园少、
标准园少、保障不够的问题，济宁市
将坚持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大力发展
公办幼儿园，建立“广覆盖、保基
本”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

济宁市教育局督学岳远方介绍，
根据业已制定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到2012年，济宁市将新建、改扩
建公办和公办性质幼儿园266所，其中
新建111所，改扩建155所，全市各类
幼儿园新增公办教师达到2000名以
上，在园儿童总数22万名以上，学前
三年入园率78%以上。

□文/图 孟一 吕婷

“俺压根没想到，以前一分钱没
交过，现在老了，政府还能给我们发
‘退休金’。”今年59岁、正在济宁
市中区唐口街道河中村村卫生所打吊
瓶的李秋珍大娘激动地说，“我爸89
岁、我妈92岁、我对象61岁，都领上
了养老钱，明年我也能领了，有了养
老钱，这日子越过越踏实！”

从今年5月份起，李大娘每个月
都会帮父母和丈夫到村卫生所领取55
元的养老金。在她看来，55块虽然不
多，但也算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给
孩子减轻了压力，没事在院子里种种
菜、养养鸡，晚年生活也算过得舒心
惬意。

当记者以为自己听错了领钱地点
时，卫生所的于良贯医师十分肯定地
表示，“没错，就是在咱们这领。以
前，村民要领养老金，得骑半个多小
时的自行车到镇里，碰上刮风下雨等
恶劣天气，路很难走也不方便去。如
今，村民足不出村就能领到钱，确实
方便了很多。”

“为充分利用现代银行技术，真
正做到便民利民，唐口街道将所有领
取养老金的转账电话都设置在了信誉
较好的卫生室和便民超市。”据唐口
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所长杨福

伟介绍，唐口有78个自然村，现已安
装72部转账电话，全街道3万多老年人
在任意一个点都能刷卡领取养老金。

“转账+合作商户”模式的实
现，不仅为村民领取养老金提供了便
利，还丰富了村级营业场所的结算手
段。“在俺们村，老爷子刷卡买酒
喝、老太太刷卡打酱油已经不是啥新
鲜事了。”韭菜姜村超市的老板娘吴
云娇自豪地说，“不只可以在超市刷
卡购物，还可以到卫生所刷卡看病、
买药、打针，咱们老农民也大步迈进
刷卡消费的时代了。”

“现在人人都能领到养老钱了，
这就跟踏进了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差不多，原来讲‘养儿防老’，现在
是‘社会养老’。”在韭菜姜村走亲
戚的李红娟凑上来问记者，“我是嘉
祥县金屯镇的，离韭菜姜村很近，我
们那的老人也能领到钱，但看着这么
方便的设备还是难免有点羡慕，不知
道我们那里什么时候能用上转账电话
啊。”

记者了解到，今年济宁市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范围计划扩
大到8个县(市、区)，国家和省级试点
县适龄人员参保覆盖率达到8 0%以
上，市级试点县达到60%以上。7月份
济宁已提前完成了全市新农保的全覆
盖。

□文/图 王佳声 张誉耀

“以前这里可脏了，菜叶、废纸、塑料
袋，地上满是垃圾,污水横流,都得提着裤
管走路。”12月20日,在新华农贸市场上，
市民高女士一边付款、一边对记者说,

“以前要来买菜就头疼，你瞧,现在多干
净。”高女士露出满意的笑容。

记者眼前的新华农贸市场，顶棚
高，采光好，照明灯一字排列；商贩们
每家一个摊位，时令蔬菜齐全，整齐地
码在台子上；过道宽敞，地面还铺着花
砖，干净整洁。

“原先就是个露天菜市场，用‘脏
乱差’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该市
场负责人张卫东告诉记者，改造后的
新华农贸市场于今年11月中旬开业。
不仅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规模增加了
两倍，原先1000多平方米的场地，经过
扩建，已达到3000多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从2009年起，济宁市
连续3年将城区农贸市场改造建设工
作纳入市政府为民所办“十件实事”范
畴，今年确定的目标是改造扩建农贸
市场3处，实现面积1 . 85万平方米。新华
农贸市场是其中一处。

“目前受收入水平影响，市民大多
对菜市场的价格波动比较敏感，而对

菜品质量不敏感，像农药残留这些关
于食品安全的意识还有待加强，改建
农贸市场，也是对市民正确、绿色、安
全消费的一种有效引导。”济宁市商务
局副局长韦平表示。

今年初，《济宁市城区农贸市场管
理办法》正式出台，并于2月1日起开始
实施，城区农贸市场改造建设成果得
到巩固，市场整体形象明显提升。

据介绍，今年济宁市按照改扩建
后每平方米200元的标准拨付“以奖代
补”资金，凡是市场改造和建设完成
的，市级财政资金按时足额拨付到位；
对符合规划和建设要求即将启动改造
和建设的项目，市级财政先行拨付50%
的启动资金。

“改建农贸市场的目的，就是想给
广大市民营造便捷、卫生的买卖环
境。”韦平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今后
除了继续加大建设投入，要做的工作
还有很多。比如，现在有很多市民为了
图省事，习惯在路边买，这就造成小商
小贩蹲守路边卖菜。如今农贸市场改
建好了，我们要引导和吸引商贩和市
民，让他们愿意进场做买卖和消费。”
除此之外，商务和规划部门将进一步
研究探索，使城区农贸市场的布局更
为合理，并酝酿建设社区流动菜市场。

□文/图 孟一

“刚贷款十几万元办起工厂，他
就因在家伐木被树砸伤了背部和脚
踝，事业还没走上正轨，家里的顶梁
柱倒了。”谈起今年3月丈夫受伤至
瘫的经历，妻子刘砚美还是忍不住连
连叹气，“在曲阜中医院诊断为胸12
椎体爆裂骨折伴截瘫，一个活蹦乱跳
的大活人转眼就成了不能行走、生活
无法自理的残疾人，我当时都不知道
往后的日子该怎么捱。”

8月1日，接到济宁市贫困肢体残
疾人救助工程通知的刘砚美抱着试试
的心态，带着丈夫刘勇到曲阜市第二
人民医院残疾人康复中心参与了康复
工程人员筛查，顺利通过审核后刘勇
当天就被安排免费入院。

“大腿上的肌肉已经萎缩到跟
小腿肚子一样细，虽住进了医院可
心还是死的，都残成那样了，对康
复也不敢抱希望了。”然而，经过
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刘勇手中那
张康复中心为他量身定制的“课程
表”似乎开始发挥“魔力”。“早
上 9 : 0 0到 9： 3 0，截瘫肢体训练；
1 0 : 0 0到 1 0： 3 0，针灸……”按时
“上课”的刘勇发现脚趾可以慢慢
活动了，大腿肌肉也出现复苏的迹
象， 1 1月 3日，下肢感觉基本恢复

的他竟能够借助助行器行走了。
“我不仅重新站了起来，康复

治疗更让我看到了健康生活的希
望。而且这三个月来不间断的治疗
是完全免费的，要不然我们家可掏
不出这每月2万多元的治疗费。”正
在康复器械上活动腿脚的刘勇乐呵
呵地告诉记者，“我家离市里远，
为方便治疗，这里还为我提供了免
费住宿，这又为家里省了一大笔开
支。”

在曲阜第二人民医院康复中
心，像刘勇这样正在接受康复治疗
的还有90人，他们每个人都在享受着
贴心的康复服务。“政府政策实在
妙，残疾康复有高招，不收钱来不
操心，忒好……”因脑血栓落下残
疾的辛贵民大爷，在做空气液压治
疗时，还不忘向记者高声念他为今
年元旦晚会准备的“三句半”表
演，他激动地说，“一会用传统
‘蜡疗’，一会用国外先进仪器，
中西医结合的疗法和周到的服务让
我们很放心。”

“曲阜市共设有5个康复点，其
中包含1个康复中心和4个镇街定点训
练中心，共有310人接受了贫困肢体
残疾人救助。”济宁市残联康复部主
任姚萍说。

□刘田

“幸亏发现及时，医生说如果
再拖个一年半载的，就不好治了，
真是多亏了这次检查啊！”谈起济
宁今年开始实施的“两癌”检查，汶
上县汶上镇58岁的朱大妈话语之中
饱含感激之情。在今年10月的专项
健康查体中，朱大妈检查出了宫颈
癌前病变，并及时得到了治疗。

济宁市卫生局妇幼保健与社区
卫生科科长胡继民介绍，济宁市自
2011年起开始，计划用3年时间，为全
市35至59岁的农村户籍妇女开展“两
癌”免费检查。2011年，邹城市、微山
县、鱼台县和汶上县四个试点县(市)
农村适龄妇女专项健康查体率超过
60%，2012年其他县市区查体率超过
60%，2013年全面完成查体任务。

“很多农村妇女不重视自身健
康，身体有了异常也不在意，甚至

从来不做妇科检查，等到发病了才
去就医。”12月21日，汶上县妇幼保
健院妇产科主治医师程金凤表示，
济宁市卫生局启动的为农村适龄
妇女进行“两癌”筛查的重大公共

卫生专项活动不仅大大提升了农
村妇女的整体健康水平，更是惠及
千万个家庭的实事。

今年进行农村适龄妇女专项
健康查体以来 ,程金凤接手过的育
龄妇女有600多人，其中查出宫颈癌
的30多人。

“两癌”检查费用主要由县级
财政与承接“两癌”检查的医疗保
健机构分别承担。其中，县级财政
承担80%，医疗保健机构承担20%。
经测算，市、县两级财政将拨付1亿
元左右资金用于“两癌”检查。在治
疗费用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

“两癌”列入了报销范围，报销补偿
比例为70%，贫困患者在新农合报
销后医疗保健机构再减免50%。朱
大妈切除子宫手术共花费七千多
元，农村合作医疗为其报销了75%，
自己总共才花了二千多，大大降低
了其就医负担。

□王佳声 张文倩

“现在上个厕所可方便多了。”
家住济宁市琵琶山路大市场附近的
市民龙老先生，一早出门溜达到百
花公园锻炼身体成为他多年养成的
习惯，两个多月前，百花公园东门新
添的外观美观的生态公厕正式开
放，让他和附近的居民感受到了便
利。目前，百花公园内，已有4座便民
公厕可供使用。

“现在城区累计建设公厕200
个，今年一口气新建了100座，公厕
数量多了一倍。”济宁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环卫处主任张云亮表示，
以公共绿地、公共空地为主，济宁市
公厕合理选址，已经实现了500米到
800米的辐射圈，尤其是新城区，公
厕布局加密。

“原先的公厕，更多集中在老城
区人流密集的区域，而现在城区规
模逐渐扩大，公厕建设也逐渐向新
城区延伸。”张云亮说，新建居住小

区、公共场所的建设，优先考虑公
厕、垃圾转运站等环卫基础设施，是
今后破解公厕等环卫设施选址难的
一个有效途径。“今后环卫配套设施
建设尽量与城市建设规划同步，公
厕也将实现提前布局。像在今年10
月29日正式开园纳客的南池公园，8
座公厕早在开园之前便已提前入
驻，使得便民服务先行了一步。”

环保又节能的生态公厕成为近
年来公厕建设中引人关注的亮点，

而济宁市城区今年新建的公厕中，
生态公厕就有22座。

“生态公厕应该是今后便民公
厕建设的方向。”张云亮告诉记者，
生态公厕有专门的处理系统，是利
用活性菌分解粪便，进行无害化处
理，改变了原先用水冲的方式，这样
能节水90%。而且，生态公厕占地面
积小，并不像以往旱厕及水冲式公
厕，还需要地下管道等的配套建设，
选址与建设都要相对容易。

据了解，生态公厕一次性处理
能力为200人次，超过处理限度厕所
就会自行锁门，经过8小时分解处理
才能自动解锁。所以，“在开放时间
及使用上老百姓得有个适应过程。”
张云亮说。

在新建改建公厕为老百姓提供
方便的同时，公厕设施时常遭遇破
坏影响使用成为公厕管理中的一大
难题。为此，环卫部门提醒广大市
民，在享受到公厕便利服务的同时，
也应文明如厕，爱护公厕设施。

城乡住房保障安居工程

“我是看着这房子建起来的”

“再过四天，

2 0 1 2年的新年钟声将
敲响，回首2 0 1 1，又
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
社 会 全 面 进 步 的 年
份。在这一年中，在
市 委 市 政 府 的 带 领
下，全市各级干部职
工以昂扬的斗志、忘
我的精神，践行着科
学发展、为民服务的
理念。

梳理2 0 1 1的成就
和发展脉络，我们发
现，一条主线贯穿其
中，那就是“民生为
先 ” ， 广 泛 倾 听 民
意、优先发展民生成
为2 0 1 1的一大亮点。
大 到 保 障 性 住 房 建
设，小到新建便民公
厕、改建幼儿园……
以十件实事为代表的
各类民生项目遍地开
花，群众的感受是得
实惠，不作秀、不花
哨、重实效。于是，
在回顾2 0 1 1时，我们
以群众对十件实事的
感受为切入点，对过
去的2 0 1 1作一小结，
虽然只是管中窥豹，
但 足 以 反 映 民 意 民

声。”

□尹彤 王德琬

“上下班高峰期车确实多，
也很容易堵。”提起交通，家住
市中区的张女士说道，“每个十
字路口都会有一两名交警在指挥
疏散交通，堵车的时候，执勤的
交警让我们很放心。”

2011年，济宁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围绕“优化城区交通环境”这
项中心工作，加强道路交通组
织，开展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专项
整治等工作，强化道路交通管理
力度，整治城区交通秩序。

“今年，为更好地疏散城区
交通，城区管控点由原来的32处增
加为70处，管控点增加了一倍多；
巡逻机动队延长了巡逻执勤时
间，扩大了巡逻范围，特别加大
了对易堵路段的巡查力度，发现
拥堵立即处置，有效缓解了交通

压力。”济宁交警支队队长刘晓
波说。

刘晓波还介绍，为了全力疏
通保畅，交警支队严格执行“支
队长查岗、大队长靠岗、中队长

站岗、机关干部加站高峰岗”的
工作机制，城区勤务实行了“定
岗、定人、定路段，包秩序”的
“三定一包”管理模式，确保各
项整治措施落实到位。

为了减轻城区交通压力，从10
月1日起，济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组织对城区部分路口、路段进行
交通调流，通过对机动车实施单
行、限行或禁左等措施，合理调
配车辆行驶路线，这就使得路网
交通流分配的格局趋于均衡、合
理。

济宁交警支队二大队六中队
在东外环进入城区的主要路口设
置了执勤岗，目的之一就是控制
高峰期进入市区的车辆数量。
“比如在早晨，大型货车必须九
点以后才能进入或离开城区，目
的就是避开高峰期。”队长杨军
介绍。

1 .

完成情况
2011年，济宁市开工

建设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共
32个，提供住房14693套，
其中，廉租住房2532套，经
济适用住房7524套，公共
租赁住房4637套。全市共
新增租赁补贴2174户，完
成省下达任务的155 . 28%，
其中市城区新增1200户，
各县市新增974户。

优化城区交通环境

“堵车的时候，执勤交警让我们很放心”
2 .

完成情况
2011年，济宁城区管

控点由原来的32处增加为
70处，新增各种标识1100
余面，新上视频监控50个，
电子警察20个。对城区全
部道路复新了标线，在中
小学校门前道路安装隔离
桩110余个，新增护栏1000
余米，调整并减少护栏开
口20余个。车辆通行速度
比调流前提高了近1/3，消
除交通拥堵点13处。

建立市级医保结算平台

“同样花钱，谁不想得到更好的治疗”
3 .

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济宁市共

有 1 6 7 家医疗机构纳入
“一证通”定点范围，已
有1 . 6万人次享受到“一
证通”医疗待遇，为参保
人员减轻负担 3 0 0 多万
元。所有系统正常运行
后，这些医疗机构将覆盖
全市的一二三级医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幼儿园新建改建工程

“孩子入园了，我也能安心上班了”
4 .

完成情况
2011年，济宁市计划改

扩建幼儿园100所，新增入
园幼儿1万人，学前三年入
园率达到75%。截至12月19
日 ， 济 宁 市 共 投 入 资 金
12052万元，完成新建、改
扩建幼儿园106所，在园儿
童总数比上年增加 2 . 6 万
人，学前三年儿童入园率达
到76%，三项工作目标圆满
完成。

扩大新农保覆盖面

“有了养老钱，这日子越过越踏实”
5 .

完成情况
截至2011年11月底，济

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
保人数为419 . 4万人，征缴
保费11 . 3亿元，为99 . 99万名
60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发放
养老金4 . 2亿元。其中，全
市新农保参保人数为401 . 8
万人，参保率96%；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金参保人数
17 . 6万人，参保率96 . 7%，
养老金发放率均为100%。

完成情况
2011年，城区计划改扩

建农贸市场3处,1 . 85万平方
米。截至目前，新华农贸
市场二期、后刘和土城3处
农贸市场改建任务已全部
完成，总投资共计 3 . 5亿
元，实际改建面积1 . 91万平
方米。其中，新华农贸市
场二期已经顺利通过市城
区农贸市场改造和建设小
组验收，超额完成了年初
确定的目标。

城区农贸市场改造工程

“以前要来买菜就头疼，你瞧现在多干净”
6 .

贫困肢体残疾人康复救助工程

“康复治疗让我看到了健康生活的希望”
7 .

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今年计划的

贫困肢体残疾人康复救助工
程已全部完成，济宁市累计
投入2870多万元，有69家定
点康复医疗机构为3500余名
贫困肢体残疾人进行了免费
康复治疗，同时，为1500多
位残疾人配发了基本辅助器
具，康复有效率达到90%以
上。目前，济宁市残联正在
对这项工程进行全面验收。

农村适龄妇女专项健康查体

“多亏了这次检查啊”
8 .

完成情况
截至2011年11月底，济

宁市共计进行“两癌”筛查
237215人，完成筛查任务的
102 . 3%。据不完全统计，4个
试点县总计确诊乳腺癌56
例，疑似乳腺癌674例，宫颈
癌84例，疑似宫颈癌70例，
临床癌前病变487例，卵巢
癌1例，乳腺疾病56584人、
妇科疾病84164人；乳腺癌
阳性率3 . 08‰ ,宫颈癌阳性
率2 . 7‰ ,乳腺疾病检出率
23 . 85%。

□王佳声 张誉耀

12月20日，站在大润发超市的肉
品质量信息追溯系统查询机前，刚
买了猪肉的消费者卢文安输入包装
袋上的编码“3001138649”，按下“确
定”，屏幕上，猪肉的产地、屠宰企
业、检疫单位、监管单位一一显示出
来。他笑着对记者说：“有了这个查
询系统，吃猪肉让人更放心。”

肉品是老百姓餐桌上不可或缺
的食品之一，因此，市民如何买到、
吃到新鲜、健康、安全的放心肉，是

“菜篮子”工程的大问题。在采访中
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关
注肉品质量安全，愿意到品牌专卖
店或超市购买冷鲜肉。济宁市商务
局市场秩序办公室主任姚彦臣认
为，让消费者自己来把握肉品质量，
这个难度比较大，还需要技术手段
和政府作为来实现肉品质量的有效

提高。
为此，济宁市商务局启动了肉

品质量信息追溯系统建设，将其作
为“放心肉”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内
容。由此，济宁成为我省6个肉品追
溯系统试点城市之一。

济宁市商务局副局长韦平告诉

记者，只要输入购肉小票上的10位追
溯码，通过肉品质量信息追溯系统，
就可以了解到生猪养殖、屠宰加工、
流通配送、零售终端的所有信息，保
证生猪来源可识别、产品流向可查
证、质量责任可追究。如此一来，构建
起济宁生猪屠宰监管、肉品质量信息
追溯和举报投诉“三位一体”监管模
式，市场监管水平明显提升。

通过追溯系统试点，济宁市商
务局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济宁
市的屠宰企业规模普遍很小，有很
多年屠宰量一两万头的小屠宰厂，
而达到三十万头才算较大规模，而
小屠宰场的肉品想进入大型超市，
很困难。对此，济宁市商务局着手建
立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诚信档案，实
行分等定级动态管理，并且通过整
合，计划到2012年底，全市生猪定点
屠宰厂(场)从2010年底的101家减少
到75家。

肉品质量信息可追溯系统建设

“有了这个查询系统，吃猪肉让人更放心”
9 .

完成情况
截至12月27日，济宁

市肉品质量信息追溯系统
试点工作已经完成，在济
宁市区12家屠宰企业，10
家超市，3个农贸市场，
配置了专门联网的电子
秤，只要售货员打票，数
据就可以传到济宁市放心
肉监管平台的机房里。

城区便民公厕建设工程

“现在上个厕所可方便多了”
10 .

完成情况
年初规划的100座便

民公厕已于11月底完成，
共计投资3400多万元。其
中，市中区30座、任城区
30座、北湖新区15座均按
计划完成，高新区完成31
座，超额完成6座。

汶汶上上县县苑苑庄庄镇镇马马堂堂社社区区服服务务站站““两两癌癌””筛筛查查现现场场

市中区实验幼儿园分园
的孩子在新教室上活动课

曲阜二院康复中心工作
人员为患者做康复训练

一位顾客在新华农贸市
场内挑选蔬菜

市中区一村民在村卫生
室POS机上刷卡取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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