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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谭瑞耕

10月13日，全省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工作现
场会在潍坊召开，潍坊试点经验推向全省。

记者了解到，全民参保登记，旨在实现社
保管理模式由以单位为依托向以社区为依托、
以个人为对象的转变，最终建立起全国统一
的、每个参保人员具有唯一参保标识的社会保
险基础数据库。为有序实施这项庞大工程，去

年，国家选取部分地区进行试点，潍坊市成为
全国首批全民参保登记试点城市。

截至目前，潍坊市已完成918万参保人员
的信息比对，信息全部转入全民参保登记数据
库。此外，筛查出的67万个需调查登记的人员
信息及时分发至各县市区，为实施调查登记工
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全民参保登记试
点工作涉及公安、财政、民政、工商、教育、
质监等多个部门，为完成这项工作，通过部门
沟通与协调，相关部门的信息与全民参保登记
信息实现了有效对接。”潍坊市社保中心主任
张廷贵介绍。

“全民参保登记重在运用，数据比对出来
后，抓住入户调查、数据应用是关键。”临朐
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马光国说。

临朐县东城街道齐家庙村在8月20日前完
成了全村未参保登记人员的信息核查工作。为
了让村民认识到参保登记的好处，村“两委”
在宣传时专门算了一笔账：“自2011年5月实
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村里60岁以上的老
人就已经领到61万元的基础养老金，解决了老

人们的基本生活问题，居民医疗保险还承担了
村民的一部分医疗费。”齐家庙村第一书记郭
中伟告诉记者，该村比对出的未参保人员有20
名，全部通过调查登记，信息已录入到全市全
民参保登记信息系统。

临朐县在全面摸清参保信息后，将符合条
件的居民纳入保障范围，促进了居民养老保险
的征缴。今年8月份，这个县新增居民参保缴
费人员3690人，提高了参保覆盖率。

为了准确录入参保登记信息，潍坊各县市
区总结出不少经验做法。高新区北苑社区工作
人员王静负责社区的参保登记工作，她告诉记
者：“参保登记调查，难点就是找不到人，这
项工作从6月份开始后，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才
完成。通过比对，北苑社区有 1 8 9人未参
保。”这189人需要入户核实信息，如果仅靠2
名工作人员入户登记，工作量大，耗时长，影
响进度。入户时，北苑社区将登记任务层层分
解到下设的4个网格长、15个小区64位楼长，
人均入户登记3人。通过“网格化”管理，实
现了入户登记化整为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
山东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亓军表示，由

于我省社会保险数据多集中在市这一层，省与
市之间、市与市之间缺乏必要的数据共享和信
息支持，社会保险重复参保、重复缴费、重复
享受补贴、重复领取待遇的现象时有发生。
“有为数不少的中断缴费、保险待遇降低的下
岗失业人员，还有数据信息系统原因导致无法
获知转续状态的流动就业人员等，这些都需要
认真排查，及时掌握转移人员的就业新动
向。”亓军说。

为破解这一难题，并推进全民参保登记工
作的顺利开展，潍坊市以荣获全国电子社保示
范城市为契机，搭建起一体化全民参保登记信
息管理平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技术手段，成功研发了包含网上自助平台、
社区平台、移动平台、省平台交互系统等9大
子系统的全民参保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
全民参保登记数据与社保业务数据、以及公安
户籍数据、民政死亡人员数据等的信息共
享。”张廷贵说。

通过全民参保登记，摸清底数，建立社会保障数据库———

一人一标识，社保经办精细管理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张晶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记者近日从诸城市政府获悉，在

财政部2014年度县级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中，该
市再创佳绩，跃居全国第二名。

2014年度县级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主要从规
范预算编制、优化收支结构、盘活存量资金、加强
债务管理、控制供养人员5个方面进行考核。

诸城获全国

县级财政管理

绩效综合评价第二名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张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从日本来华的九州大学教

授金泽晋二郎给潍坊市100名农民讲授了《土壤的
重要性和有机农业》，并与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的人员进行了互动。

金泽晋二郎是九州大学研究生院农业研究院的
特命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土壤、肥料、植物
营养学、土壤学，并紧密结合进行环境技术、环境
材料、环境保护领域的研究。培训中，他分析了日
本1961年基本农业法实施以后，以现代农业为目标
的农业的利与弊，提出了面向有机农业的理由。

授课结束以后，金泽晋二郎教授还现场回答了
潍坊农民的提问：日本也推行秸秆还田吗？能否保
证在不施用化肥的情况下提高农产品产量？日本怎
样有效防治线虫病……原定两个小时的讲课持续了
3个多小时。

日本农学教授

为潍坊农民授课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今年国庆节期间，第15届中国(青州)花卉
博览交易会暨第9届山东省花卉交易会的展厅
里，各类花卉争奇斗艳，生态、新颖的花卉吸
引了众多游人。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花博
会利用多项互联网技术，搭建网络宣传和服务
平台，实现了花博会与互联网的融合。

从新西兰回老家探亲的王晶，面对花博会
上人来人往的人，束手无策。在工作人员的引
导下，她扫描了花博会的二维码，添加了官方
微信“青州花博会”，并根据官方微信上的展
区介绍和提示进行游览。“十几年没回来，变
化太大了，花博会上有很多美丽的鲜花，官方
微信能够提供各类信息，还有免费WIFI服
务，查询参观信息更加快捷方便了。”王晶

说。
青州花卉产业集团副总经理高霄军介绍，

利用掌上花博平台，游客可以获取更多更详细
的参观信息，如展馆平面图、展台介绍、展区
推介等，“有了详细的介绍，游客可以对照图
片，随时随地查阅观赏内容和详细信息，游览
过程也更加轻松，游览内容也更加丰富。”高
霄军说。

本届花博会借助“互联网+”，不仅为游
客提供了极大方便，还利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
二次开发，在用微信进行花博会宣传推广、方
便游客的同时，为参展企业提供了多项服务。
“参展企业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参展报名和
资料提交，操作简单快捷，并可以通过申请将
展品放到掌上花博平台上进行介绍和推广。”
高霄军介绍。

在官方微信平台上，记者看到了上海鲜花
港德鲁仕植物有限公司的凤梨等植物，精美的
图片、详细的介绍，让人特想一睹这些植物的
真容。

在花博会上参展多年的宫爱娟，主要经营
兰花、多肉植物等，作为年轻人，她更加接受
这种新式的传播方式，也想把自己的花卉拍照
申请放到掌上花博平台进行推广。“来逛花博
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都玩微信，放在掌上花
博平台上肯定能有不错的宣传效果，我现在正
在申请。”宫爱娟说。

此外，本届花博会开通了花博会官方服务
网站，对花博会进行网络宣传，同时开设网上
展厅，选取有代表性的参展企业和展品在网上
展厅进行展示，让游客通过网上花博更加全面
地了解花博会的各项精彩内容。

在花博会官方服务网站上，记者看到，花
博会相关的新闻、花博会上的各类花卉、各个
展区，详细地排列在网页上，吸引了许多网友
点击。

据悉，本届花博会有1000多家国内外企业
参展，展出花卉4000多种。在布展上充分体现
“东方花都、文化青州”的主题，重点突出
“花卉”和“旅游”两个核心元素，按照“政
府扶持，企业运作”的办会思路，全面提升办
会实效和品牌影响力。

本届花博会借助线上线下一体的“网上花
博”和“掌上花博”，搭建了参展商、采购
商、专业观众以及广大游客与花博会的互动平
台，打造了花博会“互联大展场”和“永不落
幕的花博会”。

网上花博、掌上花博方便游客和参展商

“互联网＋”助力青州花博会

□李芳 陈翔 报道
10月8日，由诸城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承

建的山东大业股份公司20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顺利实现并网发电，这标志着诸城市首个大型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建成运行。

山东大业股份公司20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于今年3月份开工建设，9月建成，总投资1 . 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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