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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申红 韩伟杰

在历下区大明湖街道的居家养老服务大
厅，辖区110名享受政府买单免费服务的老
人和辖区4000多名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着详
细的信息记录。无论是买药、买米还是理
发、送餐，又或是感到孤单时想找个人说说
话，行动不便时想寻求紧急援助，老人只要
打个电话，就能满足所需。

闺女十天半月来不了一趟

有急事先找办事处
11月20日上午11点，86岁的曹锡武坐在

屋里，因为腿脚不好，他不能走远路。患有
脑瘫的儿子坐在屋外，太阳底下说着含糊不
清的话。这是历下区大明湖街道明湖小区的
一个普通家庭。时近午饭时间，厨房里热气
腾腾。正在做饭的不是老人的儿女亲戚，而
是由政府出资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家政人员
李士明。“居家养老最好了，有什么事打个电
话就来了。”曹大爷指着李士明说，“她给我洗
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对我可好了。”

今年1月，历下区将居家养老服务写入1
号文，投入专项资金3000万元为“三无”、
低收入、高龄、空巢等老年人购买居家养老
服务，加大了服务力度和范围。曹大爷由此
享受到政府买单的每天8小时、全年无休的
居家养老服务，大家园家政公司员工李士明
成了每天和老人见面的“贴心人”。

在大明湖街道，辖区3万多人口中有60
岁以上的老人4000多名，像曹大爷一样享受
政府买单提供免费服务的老人有110人。如
何为辖区老人提供更便捷的贴心服务？大明
湖街道参考国内其他城市的先进做法，打造
出居家养老信息化的智能服务平台。

点开大明湖街道1 . 48平方公里的地图，
电子地图上显示出超市、餐饮、诊所药店、
理发等闪烁的小图像，这是纳入大明湖街道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56处商家的信息和位
置。今年4月20日，大明湖街道投资250余万
元打造的居家养老服务平台投入使用，在济
南市率先实现了居家养老信息化管理。

订单受理、紧急救援、生活帮助、主动
关怀、回访管理、投诉受理，这是居家养老
服务平台的六项基本功能。而要把平台与老
人联系到一起，则是靠一部带有服务跟踪和
定位功能的定制手机。

虽然这部手机看似和普通老年手机无
异，但曹大爷知道这个“政府发的手机”有
多大作用。“有什么事，先打这个手机。”
曹大爷说，“女儿工作太忙，有时候十天半
月来不了一趟”，有什么事他都先找办事处。

110人已享受免费服务

将普惠更多老年居民
“上个月，有位老人打电话很着急，说

家里氧气瓶的氧气快没了，孩子出差不在
家，联系不到送氧气的了，让我们帮忙快给
联系。”28岁的箫智文是大明湖街道居家养
老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拥有定制手机的老
人只要一打进电话，平台上就会立刻显示老

人的信息。而这次电话显示为个人的家庭电
话，不是享受免费居家养老服务的老人。

“电话里老人很着急，我问清老人的需
要后，马上联系了历下区人民医院，医院又
和老人联系确定好送氧气。之后我们又打电
话回访，老人说是从楼道口看到我们张贴的
服务电话，对我们的服务非常满意。”从5
月份到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工作开始，箫智文
接到最多的是老人理发、维修的电话。“通
过我们前期的宣传，现在老人都知道，只要
打823—12349的服务热线，就可以享受上门
送餐、上门送货、上门理发、代办代购、维
修维护等15项服务。”

在大明湖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商
家，位于按察司街中段的漱玉平民大药店是
其中之一。每次接到服务平台转来老人需要
送药的信息，店长柴晓阳都会尽快安排员工
去给老人送药。“我们店离小区很近，老人
说需要什么药，5分钟就能送到。老人吃什
么药，我们也都比较熟悉，能够给老人及时
的用药指导。”

“居家养老服务平台自启用以来，服务
对象包括享受政府买单提供免费服务的110
人，以及可以享受折扣有偿服务的4000多位
老人。目前，平台已经为老人提供服务960
余次，满意率达到100%。”大明湖街道办事

处主任闫立彬告诉记者，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除提供基本服务外，还能有效地监督居家养
老服务，从过程到结果让老人满意。同时，
该平台还具备“一键式紧急呼叫”和“电子
围栏”等功能。突发情况下，老人只需按住
手机背面的红色按钮就能通知平台。电子围
栏功能可以有效关注老人的行踪，确保老人
安全。“通过打造信息化智能平台，将老人
的需要与为老服务整合到一个平台上。不只
针对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而是将服
务覆盖到更多的老人年。把社区变成了一个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让老人在社区就能
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帮。”

历下区大明湖街道打造济南首个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社区变成“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 本 报 记 者 马桂路
本报通讯员 陈黎明

有高产才会有增收

10月11日，山东省农业厅、济南市农业
局、统计局联合组成专家组，对商河县玉皇庙
镇林玉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玉米高产攻关田进
行实打验收，经过严谨的地块丈量、机械收
获、取样人工脱粒、测定水分及出籽率等程序
环节，实收2 . 59亩，平均亩产1158 . 97公斤，创
下济南市玉米单产历史最高纪录。

结合今年6月10日山东省农业厅专家组对
同一地块的小麦实打验收产量802 . 5公斤，该高
产攻关田小麦、玉米双季合计单产1961 . 47公
斤，亩收粮食近2吨。

据济南市农业局统计，今年济南市秋粮面
积353万亩，比上年增加1 . 6万亩。全市秋粮平
均单产430公斤╱亩，比上年增23 . 8公斤╱亩，总
产151 . 79万吨，比上年增9 . 04万吨，增幅6 . 34%。其
中玉米平均单产 4 4 5公斤╱亩，较上年增幅
5 . 95%，总产139 . 6万吨，较上年增幅6 . 24%。

11月6日，在高产攻关田地头上，林玉粮
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芦恩文告诉记者，在
投入上，高产攻关田的成本要比普通农田多一
倍，但是收益上每亩却能提高400多元。“高
产攻关田要浇4遍水，普通农田只浇两遍，这
多出100元，高产攻关田的肥料总投入一亩要
1630元，其中有机肥的投入占了大头，普通农
田只投入480元”，算下来，高产攻关田投入

总计2870元，普通农田投入1320元，虽然成本
高了，但是高产攻关田产量双季亩产可达
1961 . 47公斤，而普通农田双季亩产只有1113 . 5
公斤，按照当年粮食价格2 . 3元每公斤计算，
高产攻关田比普通农田亩增效益400 . 17元。

新型经营主体成高产主力

“现在商河县有家庭农场89家，其中种粮
的占到一半。”商河县农业局副局长丁俊兴告诉
记者，“今年商河县粮食增产10万吨，与涉农新
型经营主体的进入密切相关。”2012年的时候，
商河县种粮家庭农场仅有8家，但是到2013年就
发展到了近50家。由于国家粮食补贴近年多向
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靠拢，吸引了不少农
民走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经营方式。

芦恩文在企业化运营着合作社之外，同时
也注册了家庭农场，现流转土地500亩。“高产攻
关田其实是农业局在我这搞的项目，从播种到
收获，农业局专家全程参与指导，一些新技术、
新方法我可以直接复制到整个合作社。”

丁俊兴说，商河县承担了5个国家农业部的
小麦、玉米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项目，在此基础
上商河县还规划了60万亩的粮食高产创建示范
区，辐射到12个下属乡镇街道办。这些示范区大
多将会落足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的
田间地头，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新装备、新
工艺和新模式将依托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在商河
遍地开花并带动全县农民发展现代农业。

破解增收难先解种粮难

要增收，除了想方设法“增产”之外，还
需要降低不断上升的种粮成本，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和土地租金。

目前，国家给种粮大户的补贴可以到近
300元每亩，这也刺激了越来越多的人流转土
地开始种粮。但补贴之外，依然有高成本，低
收益的难题未解。“我流转的土地是一亩地
1000元，但是种地的收入也无非一千多元，流
转费用过高”，芦恩文说，对于大量流转土地的
人来说，即使有补贴，种粮也并非最好的选择。

此外，人工费连年见涨也让大户们吃不消，芦恩
文一年花在人工上的费用就有十几万。

另一方面，在种粮大户不断涌现、农业规
模化生产逐步实现的同时，与此相配套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却并没有实现，种粮大户必须通过
自身的投入来解决诸如土壤改造、地块整治、经
营前景评估、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
产品营销等问题，这就极大地增加了生产成本。

“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2014中央年
经济工作提出的的六大任务之首，保证粮食产
量和质量是基层农业县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
要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种粮，就必须要让土地给
农民带来更多价值。

“种粮确实能挣钱。”芦恩文说，相较于
蔬菜和林果，种粮的市场变动小，但还是挣钱
少，想多挣一点就只能在增产上下功夫。“今
年玉米的收获高峰期比往年推迟了5天左右，
我们500亩地都推迟5天收，平均亩产可增加8公
斤。”芦恩文说，而一般老百姓家里只有几亩
地，也不太重视晚收技术，这就是一个增产的
盲区。但要实现增产，就必须得摸透整个种植
过程和作物习性，“其实就是要专业。”

今年济南全市规划建设的120万亩粮食高
产创建功能区，已建设完成了48个万亩高产示
范片和3个3万亩以上的高产示范区。高产创建
示范区的带动作用之外，新型经营主体需要发
挥更大的作用，如何流转土地实现集约化、机
械化运营？如何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实行精
细化管理？如何发挥土地效益的最大化？都需
要更加懂农业、熟悉农业的新型职业化农民的
加入，激发出土地潜藏着的潜力。

粮食高产攻关田双季亩产量近2吨，亩效益1600余元

粮食“增产不增收”怪圈如何破？

□记 者 韩伟杰
通讯员 王远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把子肉、五香豆干、卷煎，这

些富有济南特色的美食如今已不只是济南人的独

享。借助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发展机遇，济南市

商务局加快推动本土餐饮企业“走出去”，超意

兴、凯瑞餐饮等济南本土餐饮正带着“泉城味

道”走出济南。

今年年初，济南市商务局提出，紧紧抓住省

会城市群经济圈建设机遇，加快推动本土餐饮企

业“走出去”，走规模化、连锁化、大众化路

子。在济南超意兴餐饮有限公司，除了精耕济南

市场外，也打开了淄博、德州市场。“未来一两

年，公司的发展方向就是省会都市圈各个城

市”，济南超意兴餐饮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省会都市圈城市地理位置相近，物流采购及统一

配送等环节容易实现，相近的大众口味也能够得

到消费者认可。据了解，目前，超意兴公司已经

在淄博、德州、滨州、泰安等城市布局31家分

店。

拥有高第街56号、城南往事、老牌坊等众多

餐饮品牌，济南本土餐饮龙头山东凯瑞酒店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也正加紧在省会都市圈中布局。

“到省会都市圈城市开设分店，其初衷是要让周

边城市也尝到‘济南味’。”山东凯瑞酒店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孝国说，凯瑞旗下的餐饮

品牌已有40余家分布在省会都市圈城市，济南市

有30家。“我在外地开了分店，别人问这是哪里

的企业，我要告诉他们是济南的。”赵孝国说，

饮食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也可以形成凝聚力。省

会都市圈周边城市如果都对济南饮食有足够的认

同，就能拉紧各个城市之间的距离。

走规模化连锁化大众化之路

“泉城味道”

加快走出济南

“种粮也能挣大钱！”让济南市农业局局长李季孝发此感慨的，是桌上
摆着的一份《商河县粮食高产创建攻关田效益分析报告》。

经省市级实打验收，商河县玉皇庙玉米高产攻关田最高单产达到1158 . 97
公斤，打破历史1025 . 74公斤的高产纪录。高产的背后，是新技术、新设施、新方
式等的投入。新的时期，农业不挣钱尤其种粮不挣钱的声音越多越杂，粮食如
何高产，如何增收？有识之士指出，农民增收的关键，是逐步实现农业规模化生
产。而问题的解答同样呼唤更多的新型职业化农民投身乡野，再造蓝海。

□记 者 田可新
通讯员 鞠永涛 窦坦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由山东晶荣食品有限公
司加工生产的一批货值28 . 3万元人民币冷冻草莓
通过检验检疫后顺利出口日本，这也是济南地区
食品企业首次以人民币形式与外方结汇。

据了解，这批出口货物是该企业与日方400
万元人民币贸易合同项目下的一部分，前7批出
口货物均以美元或日元方式结汇。当前，随着人
民币外汇双向波动成为新常态，以人民币结汇成
为贸易双方的理性选择，以更好地规避汇率波动
风险，减少企业利润损失。

济南出口食品

首次以人民币形式结汇

“为党和政府分忧，帮居家老人解难，替明湖儿女尽孝。”一进入历下区大明湖街道的居家养老服务大厅，

就能看到这几行红色大字。随着当前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对老年人的服务一直是各级政府探索的课题，为了

能更好地解决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问题，大明湖街道办事处积极探索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将老人的需求与为

老服务整合，打造信息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为社区老人解决实际问题，让社区变成了“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地处济南老城区，辖区面积1 . 48平方公
里的大明湖街道有着多重标签：既是商业综
合体汇集的商贸中心，又有省人大、省政协等
党政机关，开放式老小区多，各类旅游景区
多，流动人口占到辖区常住人口的80%以上。
多重标签下，城市管理的要求高、难度大。

由于大明湖街道地处济南老城区和商业
区交会之处，交通拥堵现象严重。城市管理方
面，占道经营、建筑装修垃圾乱堆乱放等现象
屡禁不止；食品安全方面，卫生状况仍然堪
忧，安全生产隐患时有反弹。为有效解决城市

管理难题，大明湖街道经过详细调研，建立了
“五台合一”的智慧明湖系统，将社会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一些瓶颈问题逐一化解。

“五台合一”是指将城管数字化信息平
台、交通管理平台、安全监测平台、公安联动
平台、消防信息管理平台合为一处，通过互通
有无，相互支援，实现各个平台效能发挥的最
大化，从而实现社会管理服务成效最大化。

今年以来，大明湖街道智慧明湖系统运
行过程中，通过安检队员日常巡查、重点单
位检查、联合检查情况统计分析辖区整体安

全生产形势，利用全辖区200余个监控探
头，实时监控整个辖区32条街巷和62余家重
点企业的动态情况，实现安全生产管理无盲
区；城管数字化信息平台的55682345城管热
线使居民反映的问题由拨打“12345”5天内回
复缩短为2小时内处理，有效解决了私搭乱
建、占道经营、私自摆摊设点影响交通等问
题，辖区“12345”热线投诉率下降30%；交通管
理平台和公安联动平台落户街道后，居民在
家门口就可以办理交通违章等业务了。

（□韩伟杰 整理）

“五台合一”打造智慧明湖

□梅宝臣 报道
11月26日，历下区大明湖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向辖区居民介绍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济南轨道交通

有望“驶入”主城
□记者 牛远飞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1日，济南公共资源交易

网发布信息，对济南市轨道交通M3、M4线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公开招标。

根据这份招标公告披露，济南市轨道交通
M3线工程为非遗园至郭店段。线路西起非遗
园，途经槐荫区、市中区、历下区、历城区，连
接了非遗园、济南西站、腊山片区、八一立交
桥、省体育中心、千佛山、奥体中心、唐冶章锦
片区中心等客流集散点，止于郭店。线路全长
42 . 6公里，设车站30座，其中换乘站7座。西端
设美里庄车辆段，东端设彭家庄停车场。

济南市轨道交通M4线工程为姬家庄至大庙
屯段。线路北起姬家庄，沿历山路向南，途经天
桥区、市中区、槐荫区，连接了黄台、北园大
街、东仓、解放桥、千佛山、七里山、王官庄、
大庙屯等客流集散点，止于大庙屯。线路全长
23 . 8公里，设车站20座，其中换乘站7座。线路
北端设姬家庄停车场，南端设大庙屯车辆段。

公告显示，工程规模在66公里左右。招标单

位及建设单位为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招

标代理单位为山东德勤招标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本次投标时间定为2014年11月21日至11月25

日16时30分前。
11月3日，在济南市新闻发布会上，市发改

委新闻发言人透露，济南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

已通过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评估，济南还

积极争取国家发改委同意把R1线列入近期建设

规划，已基本确定的项目包括R1线、R2线一期

工程(小高庄至郭店段)和R3线一期工程(龙洞至新

东站段)。据了解，这三条线路的总长为80 . 6公

里，总投资约437亿元，其中R1线长26 . 4公里，
R2线一期工程(小高庄至郭店段)长35 . 2公里，R3

线一期工程(龙洞至新东站段)长19公里。
11月16日，轨道交通R1线终于迎来实质性进

展，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发出公告，为
R1线招试验段土建工程监理，包括池东站、前

大彦站、园博园站以及三站之间的两个区间(含

站后折返线)，总长度约5 . 78公里，土建造价约
2 . 6亿元，监理费约336万元。土建施工包括高架

区间、车站、出入口天桥和附属用房的土建、安

装、装饰施工和U 型预制梁的运输和安装等。

招标公告明确，R1线土建工程工期约480天，计

划开工日期为2014年12月26日，竣工日期为2016

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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