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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梅 梁利杰

□记者 孙 巍
通讯员 张建锋 葛成才 报道
本报莒县讯 布置非常简单的会场，活动没有邀

请市县领导出席，前来参加启动仪式的嘉宾主要是来
自小微企业的纳税人代表和税务干部代表。近日，莒县
地税局举行的第二十二个税收宣传月暨“贴心服务助
力小微企业·税企互动共聚正能量”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仪式，短短10分钟就完成了。

“今天的启动仪式我们只花费了6 . 1元。”莒县地税
局纪检组长朱全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写会标买了3张
大红对联纸，每张1元共3元，四朵简易小红花每朵0 . 6
元共2 . 4元，一条礼品包装红绳0 . 7元，以上合计6 . 1元，
就连剪彩用的剪刀都是从各科室临时借用的。“往年的
启动仪式要制作大型喷绘背景、悬挂横幅标语、安装彩
虹门和气球烘托气氛，还要请礼仪小姐，少说也要花费
上千元。”朱全吉说。

当天仪式最核心的环节是4名纳税人代表为“纳税
人风采”公益摄影展剪彩。摄影展用镜头记录了小微企
业纳税人工作、生活场景，反映纳税人辛苦劳动、温情
生活等瞬间。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戴美友 谭增亮 报道
本报临沂讯 为方便农民就医，缓解“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临沂市兰山区14家基层
医院近日与上级医院签订帮扶协议，专家定期
来基层医院坐诊，老百姓在家门口就挂上了专
家号。

临沂市兰山区枣沟头中心卫生院通过与临
沂市人民医院建立帮扶关系，市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消化内科、妇产科等专家定期来医院坐
诊，全镇村民不用进城就能挂上市级医院专家
号，享受到市级专家医疗服务。患脑梗塞病需
长期治疗的该镇陶庄村民刘连芳高兴地说：
“以前在市医院住院花了一万多元，报销了不
到5 0 0 0元。现在在乡镇医院住院最高报销
90%，而且在家门口就挂上了市医院专家号，
同样得到市医院专家查房治疗。住院38天，花
了6500元，新农合就给报销了5100元，真是省
钱又省心。”

兰山农民家门口

享市级医疗服务

莒县4名纳税人
成公益活动主角

4月3日，在第四届峄山桃花节上，邹城市表彰山
区种果大王，7名种果能手每人获得一辆电动自行车。

邹城种果能手受表彰

□吕光社 张誉耀 报道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桑学阳 报道
本报宁阳讯 宁阳县伏山镇马庙村农民李正，借助当地一家农业科

技生态园龙头企业提供的种苗和科研技术优势，毫不费力地建起30个蔬
菜大棚，每年只需精心管理，每个大棚年纯收入便可达到4万元。“这些大
棚，就是我的‘家庭农场’。”4月2日，面对前来一探究竟的记者，李正自豪
地说，“现在20个大棚种植了芸豆，10个大棚种植了茄子和辣椒。从现在的
市场行情看，效益应该差不了。”

记者在大棚前看到一辆济南牌照的运输车，工人们正忙着往车上装

芸豆。“现在芸豆刚刚上市，1斤6元还很抢手，我的芸豆棚一天就能收入6
万元。”李正说。

今年42岁的李正是马庙村出了名的大棚蔬菜种植能手，在村里种蔬
菜已有20多年的经历了，从刚开始的矮小拱棚到后来占地近两亩、投资十
几万元的高标准大棚，李正家的蔬菜产业一年年壮大。他的发展视野也

“水涨船高”，越来越宽广。2009年8月，李正成立了正元瓜果蔬菜专业合作
社，并承诺合作社内“技术统一指导、管理统一标准、资料统一购置、蔬菜
统一外销”，吸引了当地群众争相加入。

去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正了解到泰安凌云农业科技生态园由于
人手少、大棚多，决定将部分大棚对外租赁承包，并提供种苗和科研技术。
得知这一信息后，李正立即与生态园联系，经过协商，以每年每个大棚1万
元的承包费租赁了30个蔬菜大棚。

“我主要是看中了农业科技生态园的科研优势和实力。”李正说。原
来，泰安凌云农业科技生态园是一家集科技推广、种苗繁育于一体的市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有高标准设施蔬菜大棚200个，并与中科院建立
了长期合作关系。

“建新棚，前期投资太大。科技园优良的设施大棚和先进的种苗技术，
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轻装上阵的发展机会，虽然租赁费用稍微高一些，
但生态园负责技术和种苗，只要精心管理，还是有账可算的。”李正自信地
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像这种高标准大棚有把握一年毛收入6万元，去
除1万元的租赁费，1万元的种苗、肥料、人工等费用，一个棚纯收入4万元
不成问题。”

现在，李正的“家庭农场”主要靠他和妻子经营，并在当地以每天
40元的工资雇用了6个农民负责日常生产管理，把小型“家庭农场”管
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李正的示范带动下，合作社成员也进园不少。
如今，在凌云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内，有60多个大棚都归了李正和他的社
员们，占了近三分之一。“这里就相当于我们合作社的‘属地’了！”
李正笑着说。

龙头企业技术种苗优势让农户轻装上阵

“家庭农场”建进农业科技生态园

□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刘国贤 王 嘉

4月8日一大早，乳山市徐家镇政府办公
楼里一派忙活景象，镇长毕建武带领着十多
名机关干部在一楼的5间办公室里进进出出，
安门牌、挂刊板、搬桌子、铺网线、调试电
脑……上午8点以前，清明节假期腾空的一楼
5间办公室已收拾停当，门口都换上了“国投
中鲁乳山项目指挥部”的牌子。

8点整，项目指挥部负责人张敬滋经理带
着20名工作人员赶到他们的“新家”。“太
好了，网线、电脑、电话、传真、复印机都
全了，真是达到‘拎包入住’的水准。”张
敬滋由衷地赞叹。

“还有呢，宿舍也给你们腾出来了，晚
上有加班回不去的，可以跟我们的值班干部
住一起。机关食堂也对你们开放，机关干部
吃啥你们吃啥，收他们多少钱就收你们多少
钱，晚上加班晚了还能‘开小灶’。”毕建
武说。

国投中鲁(乳山)果蔬汁产业园是徐家镇今
年引进的最大项目，一期工程投资达到3 . 12亿
元。徐家镇政府本着“院内的事情企业办、
院外的事情政府办”的原则，安排项目“特
派员”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代办建

设过程中所需的规划、立项、环评、用地、
开工等全部手续。为了推进项目进度，镇上
出资在产业园北面开通了一条长1700米宽18米
的道路，直通镇上主干路，协调电业部门建
设了110KV变电站工程，解决了项目用电难
题。

为了保障项目顺利开展，国投中鲁公司
组织了20多人的“项目指挥部”。可新问题
又出来了——— 项目开工日期一天天迫近，指
挥部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办公场所。“指挥
部要随时保持与总公司的联系，必须有高速
网线、电话传真等。等项目开工了，加起班
来没白没黑的，20多人的吃、住也是个问
题。”在项目推进现场办公会上，张敬滋向
镇领导说出了自己遇到的难题。

“实在不行就在镇政府楼上腾出几间办
公室，机关干部办公挤一点不要紧，绝不能
让外来投资企业受难为。”镇长毕建武当场
拍板。

说干就干。清明假期，全镇机关工作人
员放弃休假，办公楼一楼东面的镇总工会、
园区发展办公室、林果站等5个部门的工作人
员，收拾“家当”搬到其他部门合署办公，
合力挤出5间办公室让给了项目指挥部。

右图：搬进镇政府大楼，项目指挥部马
上进入紧张有序的工作状态。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王立才 王金智 高奇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自本月起，临淄区再次上演

大规模救助帮扶行动，涉及城乡低保标准、农
村五保供养、残疾人救助、失能困难老人及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大病医疗救助等12方面，
让更多的群众尽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据介绍，临淄区本次行动的政策“礼包”
含金量十足。其中，部分内容的标准和档次有
了明显提高：从2013年起，农村低保提高到每
人每年2600元。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城市

“三无”和孤儿四类人群，新农合或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报销后，将救助比例由
50%提高到65%，这一标准为全省最高，并按
照每年不低于10%的比例自然增长，力争到
“十二五”末达到80%以上。同时，调整因病
返贫类救助基数，报销后，个人负担准予报销
及合规医疗费用1万元以上的部分，救助比例
由现行的20%提高到30%。大病医疗救助每人
每年最高救助5万元，为全市最高标准。

此外，临淄区还在全省率先给失能困难老
人及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给因病返贫的

低保边缘家庭持证残疾人发放生活补助。该区
为城乡低保60岁以上生活半自理老人每人每月
发放60元，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每人每月100
元，对生活不能自理、靠他人护理的低保重度
残疾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的护理补贴。在对
新开办规范按摩店的盲人资金扶持提高到5000
元的同时，率先在全省对运转正常的盲人按摩
店每年给予1000元的奖励。同时，对18—60岁
无劳动能力、靠父母或亲属供养的低保边缘家
庭持证残疾人，落实每人每月100元的生活补
助。

“项目指挥部”搬进镇政府

临淄提升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标准
◆将“四类人群”医疗报销后的救助比例提高到65%，为省内最高

◆省内率先给失能困难老人及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田杰 刘绪忠 报道
本报安丘讯 近日，安丘市公布了在“下基层、听

民声、找问题”活动中查找出的群众最不满意的10个问
题，明确责任单位，落实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并作出
公开承诺，挂牌督办，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挂号销号。

对于群众反映的个别执法人员执法不规范、以罚代
管的问题，该市决定开展行政执法专项检查活动，并推行
电子实时监控系统，以科技手段规范执法行为；针对个别
机关事业单位存在的公款违规消费、铺张浪费问题，该市
拟建立完善财政资金全过程动态监控体系，严格收支两
条线，规范支出行为，进一步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并组织
开展厉行节约专项行动和督查活动；针对群众反映的个
别中小学校乱收费、幼儿园收费不规范等问题，这个市立
即着手制定学前教育收费管理规定，并将分别开展中小
学收费、学前教育收费情况专项检查。

今年以来，安丘市党员干部深入企业、学校、社区、村
居，查找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征求意见522条，通
过梳理分类，确定了涉及干部作风、行政效能、行政收费、
行政执法、违规消费等10个群众最不满意问题。

安丘挂牌督办
“群众最不满意十件事”

□吉祥 国涛 贵斌 报道
本报嘉祥讯 “前一阵子，小麦都1块2毛6了，现在

只有1块零1分，看来新麦子收获前，价格不会涨了。”4
月1日，嘉祥县梁宝寺镇曹井村七八位村民围在一台电
脑前查看近期小麦行情，他们查询各地农产品收购价
格及走势预测，通过网络了解市场把握农情，让网络指
导自己的耕作，用他们的话说，“需要什么，就种什么，
准能赚钱”。

几年前，“互联网”这三个字农民听起来还像天方夜
谭，如今受益的农民提起网络就津津乐道。村民曹景山
说，“去年我流转了15亩地种植辣椒，长势很好，可找不到
销路。起初，俺往外跑，往外送，费时费力费钱不说，价格
还上不去。后来，我通过互联网查看外地行情，把辣椒信
息发到农产品销售网上，不久就有外地客户跟我联系，过
来买走了辣椒。十几亩辣椒，没出村就销出去了，还卖了
个好价钱！”自从尝到网络获取市场信息的甜头后，嘉祥
县农民开始主动购置电脑，“网上备播”、“网上交易”、“网
上订单”成为农民致富的时尚词。

嘉祥农民看“网”备播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 进 吕文娟 报道
本报莱芜讯 “养老金今年涨到了每个月

65元，今后我们老俩口基本上够吃够穿啦。”
家住莱芜市钢城区辛庄镇纸坊村53岁的村民任
海先近日来到村委，填写《钢城区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申请参保缴费。3
月份，钢城区开始启动2013年度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征缴工作。

为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今年
钢城区再次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标准，由目前的每人60元/月，提高到每人
65元/月，养老金待遇逐步提高。截至目前，
区内9 . 19万城乡居民有了自己的养老保险，
参 保 率 达 到 9 9 % 。 全 区 共 计 发 放 养 老 金
6547 . 09万元，3 . 25万名60周岁以上城乡老年
居民正在领取基础养老金，农村信用社和工
商银行会将养老金每月定期打入参保居民的
个人存折中。为方便群众领取养老金，该区
在充分考虑村庄、社区布局的基础上，利用
农村信用社深入农村、网点多和工商银行集
中在社区的优势，确定了9个信用程度高、服
务功能好的农村信用社和工商银行发放网点
和24个发放分点，方便了广大参保人员就近
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各项业务。

钢城居民养老保险
参保率达99%

□桑学阳 报道
农民李正（右）正在指导社员管理大棚芸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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