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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杜晓妮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月15日，芝罘齐丰村镇银行

营业。芝罘齐丰村镇银行是经银监会批准，由临
淄农商银行作为主发起行发起设立的第二家村镇
银行。

去年1月30日，临淄农商银行与8家法人单位
共同发起设立芝罘齐丰村镇银行，2015年10月12
日获烟台银监分局批准开业。临淄农商银行是淄
博市第一家、山东省第七家改制的农商银行，成
立于2010年12月30日，总部辖设56家营业网点。

山东芝罘齐丰村镇银行引入微贷技术，推出
贷款特色服务-轻抵押重分析，为小微企业即时
提供1-50万元短期融资。

□记者 杜晓妮 通讯员 李雅 报道
本报招远讯 招远市金岭镇因镇制宜建立规

范化的镇级综治维稳中心。
该镇综治维稳中心投资1000多万元，建筑面

积达7200平方米，中心设有便民服务大厅、法
庭、司法所、三调联动办公室、警民联调室、风
险评估办公室、信访办公室、领导接访室和谈心
室等。本着精减高效的原则，综治维稳中心拥有
一套健全的组织体系，以镇综治办、司法所、信
访办、610办、民政办为依托，组建成一个工作
机构，同时协调组织办、纪检、经贸办、经管
站、派出所、计生办等站办共同参与，形成集
“服务、管理、综治、维稳”四位一体的工作平
台。几年来通过中心工作正常运转，镇综治维稳
中心共调处化解矛盾纠纷170余起，矛盾纠纷调
处率达98%以上，制止治安案件50多起，可防性
刑事案件也同比下降20%以上。

□唐凤颜 报道
本报龙口讯 近日，龙口边防派出所在屺姆

岛村村委会召开了一次渔民教育会，收到良好效
果。

为确保教育效果，该所提前组织民警利用村
广播、张贴通知、电话通知等方式进行宣传发
动，并充分发挥屺姆岛村渔业合作社、渔业协会
等自治组织的作用，分组分片逐户传达，有效解决
了人员分散，部分渔民因收不到消息，不能及时到
会的问题，确保了受教育率。会上，该所民警简要
介绍了一年来派出所在开展海上管控工作中取得
的成效，客观列举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
通报了当前海上治安形势和今后渔民海上作业需
要注意的事项。同时，就海上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及对策，征求了与会渔民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渔
船民日常生产作业中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进行了
强调。会后渔民纷纷表示参加这样的会议受益匪
浅，通过此次会议获得了切实有效的信息。

□记 者 隋翔宇 杜晓妮
通讯员 高 林 韩乃栋 报道

本报蓬莱讯 近日，蓬莱被中国民间艺术
家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八仙传说之乡”，这
是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全国文化先进县之后，该市文化建设领域
获得的又一“国字”招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八仙传说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在民间
广为流传。在蓬莱，八仙传说为代表的仙道文化
早已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八仙面塑、迎仙桥、八
仙渡海口处处彰显着它的生生不息。

不仅仙道文化，蓬莱文化体系中还蕴含着
海洋文化、精武文化、州府文化、葡萄酒文化等
本土特色文化。“蓬莱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不能
仅停留在‘固态’保护上，还要在本土文化环境
中进行‘活态’传承，这样才能焕发文化遗存永

久的生命力。”蓬莱市文广新局负责人表示。
挖掘保护，让文化遗存“活”起来。近日，投

资近3000万元的“胶东民俗文化博物馆”、“蓬莱
美术馆”和“蓬仙美术馆”免费向市民开放，三处
展馆均由民间出资建设，主要用于收藏具有本
土特色的文化遗存。社会资本介入是蓬莱创新
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之一。该市还设立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明确文保单位、馆藏文物
的依法登记、公布机制，“一对一”聘任文物保护
员。同时，组建历史文化研究会、戚继光研究会、
慕湘藏书楼等专门研究机构，建立起市镇村三
级文物保护网络，充实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体系。目前，该市拥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处，国家、省、烟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20
项。

传承创新，文化才能历久弥新。前不久，电

视剧《蓬城英雄》热播，这部以郝斌、盛易三等抗
战英雄为原型，蓬莱人自编自导的抗战剧，一上
映就受到观众青睐。这与蓬莱突出文化活动的
原创性、地域性、特色化，引导群众创作本土文
化作品分不开。创新文化传承方式，该市每年定
期开展“新春民俗文化季”、“百日仙境之夏”、

“百篇作品颂蓬莱”等群众文化活动，发动民间
创作力量，歌蓬莱、舞蓬莱、写蓬莱、画蓬莱，让
传统文化在群众自我创作中得到传承。同时推
动本土文化“走出去”，通过举办各种城市形象
推介会，宣传推介蓬莱特色文化，并与海内外研
究机构联合开展戚继光、登州古港、海上丝绸之
路、国内名楼等专项历史文化研讨、文博展览活
动，增强城市文化知名度。

融合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日前，由北京
晟昊天成文化传媒投资2000万元建设的“创客

蓬莱”新媒体电影项目正式启动，计划用两年
时间拍摄100部网络电影，题材、取景均为蓬
莱元素。“创客蓬莱”百部微电影拍摄，是蓬
莱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该市立
足文化产业资源特点，重点打造文化创意、文
化旅游等文化产业园区，瞄向特色文化旅游、
影视动漫等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文化产业门
类，力促文化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特
色文化旅游业，开辟历史文化、葡萄酒文化、
海洋文化等特色旅游线路，挖掘旅游文化内
涵，发展休闲娱乐、旅游纪念品等配套产业；
影视动漫产业，围绕蓬莱历史文化、山海风
光、产业发展等题材，吸引国内外著名影视机
构联合制作，先后拍摄《咱们村的指导员》、
《外姓兄弟》、《蓬莱八仙》、《缘来幸福》
等影视剧十余部。

□记 者 杜晓妮 隋翔宇
通讯员 张海庭 沙德纯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家住烟台市牟平区的孔相楠，父
亲因病住进医院，出院一结算，5万多元的住院治疗费用
通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了4万多元。“全部医疗费报
销了90%，我们仅出了不到1万元。有了社保，我们的负担
轻了很多。”孔相楠说。

“目前，全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9%，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额医
疗补助、大病医疗救助、慈善援助相结合的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已基本形成。”牟平区卫计局负责人说。

为民服务实事是群众关注的“重头戏”。2015年，牟
平区坚持从群众关心的领域入手，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切
实让全区群众享受更多的发展成果，全年民生支出达24 . 4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80%，涵盖交通、水利、医疗、社
保、教育等各个领域。去年总投资7 . 9亿元的10项为民服
务实事全部达到年度要求。

为了提高城乡社保低保标准，牟平区全年为9 . 1万人
发放养老金1 . 5亿元；为8 . 7万人发放基础养老金8909万

元；办理终保2966人，发放个人账户余额269 . 2万元；办理
退保2244人，发放退保金966 . 1万元；发放丧葬补助金2831
人，金额226 . 5万元；为城乡低保及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发
放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供养资金、殡葬补贴、失能老人补
助及取暖费2733 . 3万元。

服务民生，不仅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该区着
力扶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依托烟台美加科技企业孵化
器，打造“融智”众创空间和“创业吧”，服务企业40余
家，实现产值2000余万元；全区新增城镇就业8637人，发
放小额担保贷款5068万元，为94家企业发放稳定就业岗位
补贴332万余元，城镇登记失业率1 . 4%。

普惠民生，教育优先。该区持续加大教育惠民力度，
投入9000多万元，对16所学校的校舍进行安全达标改造、
为3所农村中小学铺设塑胶操场；投入200万元为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免费配发2套校服；投入120万元为7000多名住宿
生提供营养早餐补助；投入6000多万元实施农村中小学
“两热一暖一改”工程；投入1200万元运营管理51辆校
车，惠及学生、幼儿8000余人；发放各类助学金430余万
元，资助6777人次。

牟平八成财政支出倾向民生
去年支出达24 . 4亿元

蓬莱保根护脉促文化“活态”传承
挖掘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创新文化传承传播方式

芝罘齐丰村镇银行营业

招远金岭镇

建立镇级综治维稳中心

龙口边防派出所

召开渔民教育会

□记 者 隋翔宇 曲旭光
通讯员 王 杨 原运涛 报道

本报莱州讯 近日，莱州市某村的养殖户
唐洪峰家一头母猪和六头小猪死亡。唐洪峰不
再像以前那样为处理病死猪发愁。一个电话，
人保财险和莱州市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工作人
员，就先后上门为他赔付了保费，将死猪拉走
进行无害化处理。

一直以来，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一直是难
题，这一难题如今在莱州实现了破题。

莱州市是生猪调出大市（县），年出栏生
猪140万头，常规测算年病死猪数量达10万头以
上。2013年，莱州市被列入全国病死猪无害化

处理试点市（县），病死猪处理被纳入国家补
贴范围。但是一家一户的处理方式不仅成本
高、监管难，而且补贴资金少，到位时间长，群
众积极性不高，乱丢、乱弃，甚至卖给黑市行为
屡禁不止，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举步维艰。2014
年，莱州市食品公司投资建设了日处理能力10
吨的动物无害化处理厂，自2014年9月份通过
省验收投产，但一直面临收不上死猪的困境。

“为改变困境，从2015年9月开始，莱州抓
住开展生猪保险试点工作的契机，探索建立生
猪保险与无害化处理联动机制。该市畜牧兽医
局和人保财险莱州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深入各镇
街畜牧兽医站，向广大养殖户集中宣传生猪保

险相关政策，现场帮助养殖户办理投保业务。
生猪保险按照“死猪即赔、群众受益和无害

化处理”的原则，只要养殖户或养殖场能繁母猪
存栏量达到30头以上，饲养场不在传染病疫区
内且在当地洪水线以上，经畜牧部门和保险公
司验收合格，均可参加生猪保险，保险费按照
每头能繁母猪120元向养殖户收取，剩余部分
由省、市各级财政补贴。根据保费交纳办法，
保费由中央、省级和县级财政补贴80%，养猪
户自交20%，平均每头猪农户自交的保费仅为6
元。

交纳保费后，一旦出现猪病死情况，即可
立即获得理赔。“我们理赔的标准是分四个

档”，据人保财险莱州支公司副经理王磊介
绍，根据猪的身长的不同，养殖户可分别获得
15元、40元、150元、500元的保费赔付。

为了确保死亡的参保生猪全部纳入无害化
处理，莱州市积极推进病死猪收集体系建设，
收集体系由镇级集中暂存点和养殖场户自行暂
存二级网络组成，给每个暂存点配备了专门的
冰柜，保险理赔后由市无害化处理中心负责派
车从暂存点运至无害化处理厂集中处理。

截至目前，莱州市共试点投保生猪保险
20 . 11万头，参保养殖户214户，总保费603 . 36万
元；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共处理病死猪3 . 65万
头。

如何从源头杜绝病死猪流向市场？

莱州探索生猪保险与无害化处理联动

□李春玲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日前，为了顺应个性化教育的

发展趋势，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烟台高新
区实验中学开始全面实行“导师制”。

“导师”针对自己辅导的学生的特点，一对
一地与学生进行谈心交流，及时与家长沟通，解
决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这一制度的实
施，有效增进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提升了
家长对学校的满意程度。

高新区实验中学

实行“导师制”

□吕连兴 阎婷 报道

1月17日清晨，海阳市客来多美食广场飘来浓浓的粥香，工作人员为上

百名环卫工人准备了热气腾腾的早餐和腊八粥。穿着工装的环卫工们脱下手

套和头照灯，坐在桌边喝起了香浓的腊八粥，脸上洋溢着笑容。

“用大锅熬出来的腊八粥就是香，喝上一碗，全身都暖和了。”结束了

凌晨3点就开始的清扫工作，环卫工姜言英感慨地说。

客来多美食广场经理杨明燕表示，在腊八这个传统节日里为环卫工人提

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的是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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