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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袁广峰

扬眉动目、晃头移颈、拍掌弹指……8
月1日上午，伴着清新欢快的乐曲，英吉沙
县城关乡8村乡村大舞台上几十名中小学生
兴奋地跳着他们热爱的“赛乃姆”，努尔加
玛丽·图荪和努尔艾力·图尔贡两名暑期返乡
的大学生，正组织村里的学生跳舞，准备参
加乡里组织的比赛。努尔加玛丽高兴地告诉
记者：“山东济宁援疆后，我们的家乡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有了这个乡村大舞
台，大家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地跳舞。”

“英吉沙”在维吾尔族语中意为“新
城”，蕴含着维吾尔族同胞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在英吉沙县工作已近3年的济宁市援疆
指挥部指挥李洪文感慨地说：“民生关乎民
心，民心关乎稳定。解决好维吾尔族同胞的
民生问题是援疆的根本任务。”

两千多年土陶手艺重现生机

陶坯旋转，手指舞动，灰色的泥土仿佛有
了生命，很快，一个细颈敞口的葫芦状土陶瓶
诞生了。8月1日，国家非遗项目维吾尔族传统
土陶烧制技艺传承人阿卜杜热合曼·麦麦提
敏的土陶技艺引起了参观者的阵阵喝彩。

芒辛乡扎库比西村是英吉沙县土陶发源
地，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鼎盛时期，
制陶作坊彼此相望，土陶制品畅销天山南北
及周边国家。然而进入新世纪，在现代生活
方式的冲击下，土陶的辉煌盛景不再，全村
一度只剩2户人家做土陶。阿卜杜热合曼一
家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富民安居”工程改变了扎库比西村，
也让土陶技艺重现生机，土陶也随之成为畅
销的旅游产品。济宁市援疆指挥部将扎库比
西村改造纳入英吉沙县旅游发展规划，投入
援疆资金，对土陶村进行了整体提升改造，
新建了室外土陶体验园、景观桥平台、场景
雕塑等配套设施，村庄旧貌换新颜，一个集
“观光、体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特色
鲜明的“美丽乡村”正在形成。

“前几年一年烧不了几窑，一个月只能
卖七八百元，而现在一个月就能卖5000到2万
元，3个儿子和儿媳都在做土陶。土陶的好
日子又回来了。”58岁的阿卜杜热合曼对未
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他说：“这要感谢共
产党的好政策！”

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变成了一排排整齐划
一、粉刷一新的砖房，泥泞的小路变成一条
条宽阔干净的柏油马路。截至目前，济宁援
疆指挥部已实施安居富民工程24700户，环境
综合整治村庄15个，向农村居民免费赠送彩
电35500台。据李洪文介绍，2014年以来，济
宁援疆将安居富民工程、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产业社区和“电视
送万家”文化惠民工程等同步规划，使英吉
沙县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脏、乱、差的居住环境得到改善，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群众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济宁市援疆指挥部还投入援疆资金3000
余万元，建设“天网智能工程”，率先在南
疆地区实现了县域视频监控全覆盖，为维吾
尔族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织就一张“平安
网”。

办好教育铺就希望之路

“我现在有了技术，工作、生活很是幸
福，一定好好干，回报好心人的帮助。”孤
儿阿布里克木是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3村村
民，7岁时父亲去世，成年后，打馕、烤包
子，成为他生活的来源，但每月不足千元。
2014年9月，他在县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参加了
援疆企业中兴手套厂的培训后，成为缝纫机
维修的行家里手，并在厂里找了一个女朋
友。今年4月，公司帮助他成了家。在英吉
沙服装产业园中兴手套厂生产车间，阿布里
克木说：“将来有了孩子，一定让他好好学
汉语，将他培养出来。”

阿布里克木学习技术的英吉沙县职业技
能培训中心是济宁援建的，已成为技能型人
才培养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实

用人才培训、再就业培训的好平台。
济宁市援疆指挥部民生组副组长张中喜

介绍，针对英吉沙县教育基础设施落后的实
际情况，援疆指挥部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
制定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培训的
一整套教育规划建设方案。

济宁市援疆指挥部围绕卫星工厂，配套
建设规范化幼儿园20所，完成县实验中学、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附属设施、县第三小学综
合楼建设，并启动实验中学二期工程、寄宿
制初中建设，基础设施和教学水平得到明显
改善。为英吉沙县56所小学配备了双语教学
动漫模板。对英吉沙县考入内地就读大学生
按每人每年6000元标准进行资助，1163名大
学生从中受益。

让维吾尔族同胞治病有良医

8月9日，清晨8点，英吉沙县山东结核
病防治试点项目苏盖提乡12村服药点，70岁
的买买提明老人接过医生分发的结核病治疗
药片后，又接过医生分给他的两个熟鸡蛋和
一袋热乎乎的牛奶。买买提明老人说：“有了
这样的免费营养早餐，有助于康复治疗。”

据英吉沙县疾控中心主任孙丽介绍，苏

盖提乡的结核病防治试点项目是在克孜勒乡
结核病防治试点的成功经验上推动实施的。
目前，患者通过规范管理和悉心治疗后，发
病率得到有效控制，治愈率明显提高。

针对英吉沙县公共卫生服务落后，结核
病发病率居高不下的状况，济宁市援疆指挥
部按照“先行先试、科学规划、创新模式、
稳步推广”的原则，投入援疆资金170余万
元，先后在两个乡开展防治试点项目，培养
结核病防治骨干人才，创新患者集中管理、
集中监督服药等措施，有效控制了传染源，
结核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这一成功经
验在卫生援疆工作中得到广泛推广。

为改善群众就医环境，济宁市援疆指挥
部还投入500万元新建城镇卫生院，可惠及
周边7万余居民。“新卫生院改变了原来面
积不够、科室不全、布局不合理的状况，遇
到疑难杂症，还可以和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的专家进行远程会诊。”城镇卫生院院长李
宏波说。

济宁市援疆指挥部还在英吉沙推广婚前
健康查体活动，已对4000余对适龄新婚夫妇
健康查体进行了补贴。克孜勒乡卫生院院长
吐鲁洪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对记者说：“援疆
干部是真心实意地为我们群众办好事的！”

让维族同胞在“新城”安居乐业
济宁援疆指挥部助力英吉沙县解民生难题

为让维吾尔族同胞在“新城”安居乐业，3年来，济宁对口支援英吉沙县项目53个，总投资84408万元，涉及
安居富民工程、农村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其中民生项目投入占援疆资金的
80%。这些项目赋予了“新城”新内涵，维吾尔族同胞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家门口的环境变美了，享受到
了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孩子们上学也有了好去处。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日前从济宁市港航局获悉，升级改

造后的京杭大运河支线航道老万福河、北大溜航道9月1日
起收取通行费。这两条支流航道采取社会融资方式进行改
造建设，收费已获省政府相关部门批准。

根据通航需要，济宁市对老万福河航道采取养护改造
方式，对局部水深进行了浚深，局部急弯进行裁弯取直等，
目前采取限制性通航措施能满足千吨级船舶的通行。对北
大溜河航道按照规划的四级航道进行养护改造，目前能满
足500吨级的船舶通行，且建了一处现代化的物流港口。

按照“贷款建设、收费还贷”原则，投资建设和运营
主体济宁市安平运河物流服务中心依据山东省物价局批复
的收费标准征收航道通行费。基础通行费按1 . 75元/载重
吨计收，里程通行费按0 . 05元/公里载重吨计收。通行费
征收时间自2016年6月15日起至2019年6月14日止。

截至目前，济宁境内共有4条收费航道，分别为洙水河
航道、白马河航道、北大溜航道、老万福河航道。4条航道为
京杭大运河的支流航道，均采取社会融资的方式进行升级
改造。改造完成后，通过收取通行费的方式偿还建设贷款。

老万福河及北大溜航道

9月1日起收取通行费

□记者 王德琬 报道
本报济宁讯 8月19日，济宁市召开政务服务热线资

源整合工作会议，将整合现有24条非应急类政务服务短号
码热线，并轨到“12345”市长公开电话。今后，群众可
以通过“12345”一个受理平台办理更多咨询、建议、求
助、投诉、举报事项。

新的“12345”市长公开电话服务平台建设一期工程
将于9月底前完工，并于10月份正式开通运行，服务平台
设置100个坐席，整合24条非应急类政务服务短号码热
线。其中，12343家庭服务热线、12312商务举报电话，因业
务职能的特殊性暂不并入，其余热线全部切割并入

“12345”，由平台统一受理、分办和督办。群众可以通过
“12345”一个受理平台，办理更多的咨询、建议、求助、投
诉、举报等事项，逐步形成上下联动、横向联通、规范高
效的运行机制，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公众满意度。

24条非应急政务服务热线

并入“12345”

□记者 吕光社 张誉耀 通讯员 胡凯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据济宁海关统计，前7个月，济宁市对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额达76 . 7亿元人民币，增长21 . 3%，占济宁进出口
额的38 . 2%，拉动全市外贸增幅提高6 . 7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51 . 6亿元，增长22 . 3%；进口25 . 1亿元，增长19 . 4%。

据悉，济宁市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主要呈现三
大亮点：贸易辐射面广，进出口已辐射“一带一路”63个
国家，占沿线国家总数的95 . 5%；商品互补性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纱线、木浆、木片、橡胶等资源性商品
与济宁农产品、机电产品、纸及纸板、纺织服装、医药品
等商品良性互补，促进外贸进出口齐增；民营企业活力凸
显，前7个月济宁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
达45 . 6亿元，大幅增长59 . 4%，成为拓展“一带一路”市
场的主力军。

济宁外贸融入“一带一路”

进出口齐增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王碧辉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市中医院顺利通过“中国卒

中中心联盟”认证，成为济宁首家中国卒中中心联盟单
位，这标志着济宁地区首个规范、高效的脑卒中绿色通道
正式启动，也标志该院在多学科联合规范诊疗脑卒中技术
达到了全国领先水平。

济宁市中医院脑病科是济宁市“十二五”中医药重点
专科，山东省中医药重点专科建设单位，率先在济宁市成
立了中西医结合特色的卒中治疗单元，以拥有足够实力的
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诊科、康复科、影像科、检验科
专科技术，以及先进的影像检查检验设备手段，形成了以
神经内科为主，急诊、影像、检验等多学科合作的综合救
治模式，完善了卒中绿色通道。

院长王祥生表示，医院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规范卒
中诊疗，把传统治疗脑卒中的各种独立方法组合成一种综
合的治疗系统，从而减少死亡率和致残率。

“中国卒中中心联盟”单位

落户济宁市中医院

□记者 赵德鑫 报道
本报济宁讯 8月18日，济宁城区2076套

经济适用房开始预登记报名，截止日期为9
月18日。

据了解，经适房包括运河怡居新城、时
星御德新城、顺河佳园等7个小区，并首次
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经适房申请范围。此次
预登记报名主要是进行城区经济适用住房摸
底调查，根据摸底调查结果统计城区经适房
需求量，预报名登记后再根据申请数量进行
正式申请。

根据济宁市房产管理局《关于市城区预

登记报名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通告》，本次
预登记报名家庭区域范围为户籍在市城区
(任城区、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
经济技术开发区)所辖行政区中等偏下收入
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含自谋职业创业人员)
住房困难家庭。在准入条件上，中等偏下收
入家庭(含低收入、低保家庭)，具有申请范
围内非农业户口；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28700
元(2015年市城区人均可支配收入31888元的
90%)；家庭无私有住房或虽有私有住房但人
均低于20平方米；家庭成员一般指夫妻及未
婚子女。年满28周岁以上(含28周岁)未婚、

丧偶、离异不带子女的，作为单身申请人申
请。而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含自谋职业创业
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两年以上劳务合同
(劳动合同应在市或区人力资源保障局备
案)；持有市公安部门签发的城区居住证一
周年以上；已参加企业社会保障且缴纳社会
保险费一周年以上都具有资格申请。

此外，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含低收入家
庭、低保家庭)携带户口本，家庭成员身份
证、收入证明到户籍所在地社区填写报名
表。外来务工人员(含自谋职业创业人员)携
带城区居住证、劳务合同、社会保障缴纳证

明到区住房保障部门(单位)报名。申请人可
选报三个意向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小区，按
购房意向分别按一、二、三顺序填写。

据了解，以下情况，可以优先购买经适
房。其中，已通过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
申请审核，现处于保障轮候期纳入系统管
理，由申请人向济宁市房产管理局提交购买
经济适用住房申请书、上一年度家庭成员收
入、近期家庭成员住房证明，经再审符合经
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的，市房产管理局可将
原保障材料转入经济适用住房申报材料，按
选报小区优先抓阄分房。

济宁2076套经适房开始预登记报名

外来务工人员首次纳入经适房申请范围

□记者 吕光社 报道
英吉沙县城关乡8村学生在乡村大舞台载歌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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