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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禹亚宁 申红

脱贫是济南市三大攻坚战之一，脱贫攻坚
如何担当作为，兑现承诺，11月27日，济南相
关部门“一把手”走进《政务监督面对面》，
围绕扶贫问题为场内外市民答疑解惑。

名字同音不同字

贫困生迟迟领不到助学金
群众反映：家住长清区孝里镇的贫困户郭

家廉，女儿今年考上了青岛科技大学，并于8

月份参加了长清区教育扶贫资助发放仪式，然

而承诺的4000元至今没有拿到。与此同时，长

清区教育局8月份还给郭家廉发了一张渤海银

行发行的泛海爱心借记卡，里面的5000元助学

金也没有到账。按照相关规定，救助金应于9

月10号前由县（市）区民政部门全部足额发放

到救助对象手中。

部门回应：针对迟迟领不到助学金的问

题，济南市教育局局长陈东生表示，该生符合

教育部门救助金发放条件，但由于扶贫办提供

的姓名信息与本人身份证信息同音不同字，出

现了小的技术性错误，目前问题已经请长清区

教育部门限期落实，争取在一周以内解决。市

民政局救灾救济和社会救济处处长王辉也承

诺，该生的教育扶贫救助在手续齐全的前提

下，将于一周内办理。

专家点评：“不能以讲程序作为借口来推

卸自身责任。”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名誉院长、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包心鉴说，扶

贫工作针对的是急需“雪中送炭的人群，老百

姓耽误不起。因此，首先要简化手续，将扶贫

政策尽快落实；其次，要讲究效率，特别是基

层政府要克服懒政、互相推诿的毛病，今天能

办完的事情不能拖到明天，更不能日复一日，

对于限期没有完成的，应该启动问责机制。

包心鉴还说，扶贫工作做得怎样，不是喊

口号，而是看实效。贫困户的救济金能不能打

到账上，残疾人就业能不能尽快上岗，贫困户

最关心的问题，也最能体现政府精准扶贫的姿
态和应该具有的作风。

记者还留意到，在12345不满意录音中，最
受诟病的同样是部门的“拖延症”。商河县郑
路镇苑家村一名村民，希望办理低保，连续两
年交了低保申请材料，却一直拖着不办；同样
想办理低保的高新区寨南寺村何女士，得到的
答复则是等忙过这一阵再办。对此，现场相关
部门表示，将于线下进行调查，尽快办理。

危房改造需先请客

36吨水泥村里“睡大觉”
群众反映：长清区崮云湖街道六里村是市

级贫困村，目前村里正在进行危房改造工作。
然而据该村村民许百成介绍，村里让村民自己
先拿出钱来进行改造，随后再给予补助，由于
家庭困难，许百成的屋子至今没有翻修。此
外，已经改造完房屋的许百精家，房子花1万
多元盖好了，危房改造补助还没有领到手，有不
愿透漏姓名的村民说，许百精是请了村主任的
客以后，危房才得以改造的。目前，六里村有50
家贫困户，需要危房改造的占三分之一左右，危
房改造政策虽好，但村干部执行起来却走了样。

在村民危房改造的同时，该村道路硬化也

同步开展。今年7月1日，长清区组织有关部门
为该村捐赠了36吨水泥，可村里一直没组织施
工，如今，水泥已经变成了水泥疙瘩，根本没
法用了。

部门回应：据济南市委副秘书长、扶贫办
主任吴兴金介绍，到2015年底农村家庭人均纯
收入达不到4165元的被认定为贫困人口，但能
否脱贫不仅要看收入，还要看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和住房安全三保障，住不上安全的房子不
能算脱贫。目前危房改造政策分两种情况，一
类是属于修缮改造的，每户补助1万元；另一
类为房子需要重新建设，一般的贫困户补助
2 . 5万元，低保、五保、身体残疾等特殊贫困
补助为3 . 2万元。六里村反映出的问题不仅是
程序问题，济南市扶贫办会与长清组成调查组
进行联合调查，给群众一个交代。

专家点评：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
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曹现强认为，作风
问题不是小问题。少数村干部不干正事、少数
干部走形式，实际上对扶贫工作整个社会环
境、社会舆论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应该按照济
南市出台的相关问责的规定，对干部作风问题
严肃问责。六里村反映的问题在扶贫攻坚方面
算是难啃的骨头，但越是到攻坚克难的阶段越
需要政府各级干部有更大的担当，更高的责任
感，做更扎实的工作，有更高的执行力。

贫困户名单上了报纸

村民还不知情
群众反映：今年2月3日，章丘市在济南日

报刊登的贫困户名单公告中，其中辛寨镇王胡
村16名贫困户的名字赫然在列，但有村民反映
这16户的认定没有召开村民会议也没有公示公
告，不符合贫困户的认定程序。

部门回应：吴兴金回应，济南市贫困户识
别有一定的标准与程序。到2015年底农村家庭
人均纯收入达不到4165元就可以启动贫困户办
理的程序。第一步要个人申请；第二步需要村
里招开有关的会议进行审议；第三步报乡镇审
核、县区进行复合，随后还要返回村内公示公
开。群众反映的王胡村在贫困户的识别程序上
存在一定问题，下线之后扶贫办将按照有关的
规定进行调查。如果确实存在，将按照济南市
脱贫攻坚问责办法规定进行处理。

此外，吴兴金还介绍，贫困的识别一个开
放性系统，如今现在农村农民生活的状态、富
裕的稳固程度是很脆弱的，因病、因灾都有可能
致贫，对于新出现的贫困户将根据这些程序纳
入精准扶贫系统里面来；而对已经脱贫的贫困
户和审核时带有“硬伤”的贫困户，随时退出。

专家点评：“很多人把精准扶贫比喻成靶
向疗法，关键是找对靶子，对症施治。”曹现
强说，而群众反映出的问题则是出现一定的脱
靶现象。精准识别做不好，就会出现一些人情
扶贫和关系扶贫，影响扶贫的针对性，同时影
响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曹现强提出，精准扶贫要贯彻公开公平公
正公认的原则，一是让群众更多了解扶贫政
策，注重群众的参与、群众监督；其次要规范
流程，把住申请关、调查关、审核关等几个关
口，利用流程的公开来保证结果的公正；最
后，精准识别关键在于贫困人口调查数据的收
集，要努力规避人为因素对信息收集的影响，
使贫困人口的收集客观、可靠，保证扶贫工作
的针对性。

扶贫政策虽好，但落实起来仍有偏差

算好扶贫账不仅看数字，更要看实效
今年4月份济南市组建扶贫办，坚持“算账”为核心，交出了一份阶段

性成绩单。产业扶贫方面，566个贫困村实施产业扶贫项目564个，可扶持和
带动建档立卡扶贫户12000户，368个贫困村实施光扶发电项目，年底将全部
建成并网发电。定点帮扶方面，35位市委领导定点帮扶脱贫任务艰巨的35个
重点乡镇，全市各级选派第一书记916名，实现了贫困村全覆盖，共帮助贫
困群众解决各类实际困难15000多件。就业和教育扶贫方面，已有6086名贫困
家庭学生受到教育资助，通过多种渠道，转移贫困家庭劳动力890多名。此
外，济南市还实施兜底保障，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环境，392个贫困村办公
服务场所改造提升，危房改造开工建设1300户。然而，算好扶贫账不能只看报
告中的数据，更要看扶贫举措有没有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老百姓满不满意。

□ 本报记者 牛远飞

11月28日上午，记者跟随“工匠精神 山
东制造——— ‘开放的山东’全媒体采访活动”
走进位于济南市的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据了解，2012年至今，该公司复原宏
济堂“九提九炙”炼胶技艺，并细化成300多
道工序，以诚信和质量为本，保持了宏济堂阿
胶“黑如翳漆，光透如琥珀”的优秀品质，展
现了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和百年老字号的“工匠
精神”。

打造“国胶”品质

在展厅里，一件件展品诉说着宏济堂阿胶
走过的百年岁月。1907年，同仁堂第12代传人
乐镜宇在济南创办“乐家老铺济南宏济堂”；
1909年开办阿胶厂，并独创了集千年制胶工艺
之大成的“九昼夜精提精练”的阿胶生产工
艺。

“以前的阿胶系纯皮胶，不加药料，腥臊
味较重。乐镜宇当时尝试加入当归等滋补性药
料，以及陈皮、甘草等调味药料，并加入贵重
药材，将传统的熬制时间三昼夜延长为九天九
夜。”工作人员介绍，由“九提九炙法”工艺
生产出的宏济堂阿胶，不仅消除了以往阿胶所
具有的腥臭气，而且味道清香、疗效更为显著，
解决了由于腥臭气而困扰阿胶发展的难题。

当时宏济堂生产的阿胶为“福、禄、寿、
财、禧”五字胶和精研、墨锭、极品等不同型
号共12种，年产阿胶5000公斤。1915年，在美
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宏济堂
阿胶一举夺金让世人瞩目，以后几十年，宏济
堂阿胶凭借工艺先进、取水地道、用料讲究、
功效显著等品质，被时人誉为“国胶”，远销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

复原古法制胶工艺

1968年，为支持国家工作，宏济堂将阿胶

生产任务无私移交，2002年，宏济堂制药与力
诺集团战略整合成效凸显，宏济堂制药逐渐重
现昔日风采。“阿胶复产”一个在宏济堂人心
中沉寂了多年的梦想重又浮上心间。自2010年
起，历经两年时间的考察、寻访、研发，走遍
中国各大阿胶生产基地、寻遍宏济堂阿胶当年
的老胶工、千百次实验工艺流程、尝试改良生
产设备，宏济堂“阿胶复产”之梦一点点成为
现实。

2012年，随着宏济堂中医药文化产业园的
建成，在园区东南角，一座占地189亩的仿古
院落建筑——— 宏济堂阿胶生产基地面世，宏济
堂阿胶正式复产。

复产后的宏济堂阿胶生产，延续了乐镜宇
当年创立的“九昼夜精炼法”，复原了宏济堂
古法制胶工艺，每一块宏济堂阿胶都要历经切
皮、浸泡、洗皮、熬胶等300多道工序精炼而
成，整套流程下来需要足足80天。

在宏济堂阿胶手工坊，2016年被评为“匠
心山东人”的宏济堂阿胶第三代技艺传承人武
祥伦，正在金锅前静静地熬制着阿胶，金锅和
铲子采用货真价实的黄金白银锻造，堪称“世
界第一金锅银铲”。据民间传说，宏济堂阿胶
创始人乐镜宇当年正是以金锅银铲熬制皇室贡
胶，百年后的宏济堂阿胶再次恢复金锅银铲的
古法熬胶传统。

“用金锅银铲熬制的阿胶富含黄金离子，
质地更稳定，功效更显著。自阿胶问世以来，
只有皇室贡胶全程用纯金锅和纯银铲制作，
2016年‘金锅银铲’得以重现人间，老百姓也
能吃上最好的阿胶了。”武祥伦激动地说。

始终以诚信和质量为本

在传承宏济堂百年古方古法工艺熬制阿胶
的同时，宏济堂阿胶坚守“品味虽贵必不敢减
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百年堂训，
始终坚持以诚信和质量为本，有效保证了阿胶
的经典正宗。

“宏济堂阿胶用的是山东德州黑驴的纯驴

皮，因为德州黑驴个大皮厚，倔犟而内敛，利
于血藏，用它的皮制胶，医药效用能更好地发
挥出来。”武祥伦说，驴皮在熬胶前必须过三
道关。

第一道关为供应商对驴皮的质量把控；第
二道关为宏济堂老胶工对驴皮的人工检验。以
上两道关，并不能满足宏济堂人对驴皮的高质
量要求。如今宏济堂再加第三道关——— 将进场
驴皮送往山东省农科院进行DNA检测，合格者
方被允许入场制胶，宏济堂阿胶成为国内唯一
一个对每张驴皮都进行DNA检测的产品，尽管
这意味着每张驴皮的成本将增加80块钱。

在宏济堂阿胶生产厂，墙上的电子屏实时
监测着“德州黑驴”养殖基地的全景。“不仅

如此，消费者还能从产品中知道我们每只驴的
情况。”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宏济堂阿胶出厂
的每一盒阿胶上，都印有专门的二维码，只要
手机一扫即可查询到该批产品的驴皮检验信
息，甚至所用每一张驴皮的DNA图谱。据悉，
随着这一可追溯系统的完善，下一步，该驴子
的出生信息，以及在养殖过程中，生过什么
病、吃过什么药，都可以一目了然。

此外，在添加的药材选购上，宏济堂阿胶
也严格遵循“五不要”原则：不是一等货不
要，陈货不要，有杂质的不要，非药用部分不
要，产地不是最佳的不要，有效保证了药材的
高端品质。

复原“九提九炙”炼胶技艺，细化成300多道工序，宏济堂阿胶———

“工匠精神”打造百年老字号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在1022平方公里的中心城规

划范围内拥有158座山体，市民却仍然吐槽
“城中有山难见山”，这样的尴尬局面有望得
到转变——— 记者11月28日从济南市规划局获
悉，按照“显山露水”的城市发展理念，济南
市将实施严格保护山体自然资源和控制山城天
际轮廓线、控制观山廊道、控制山体周边建设
等“一保三控”规划策略，让青山融进城市，
让市民“开门见山”。

济南南依泰山山脉，北临黄河，具有
“山、泉、湖、河、城”相互融合的独特风
貌。在中心城102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共有

158座山体，总面积达150平方公里，比重为
14 . 7%。其中，城北山形独立，代表山体有华
山、鹊山等11座；城中有56座独立山体，14座
连绵山体；城南有11座独立山体，66座连绵山
体。158座山体和100余条河流与城市有机融
合，形成独一无二的“山水泉城”整体意象。

“山体可以提升城市生态环境，为市民提
供重要的生活空间，是泉城风貌特色的关键所
在，又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显山’
是建设现代泉城的题中应有之义。”济南市规
划局局长贾玉良说。

如何营造山水泉城？济南市提出，将山作
为城市生态骨架、历史文化载体和风貌特色核

心要素，构建北部山水带、中部山城交融带、
南部群山带和泉城特色风貌轴的城市“三带一
轴”整体风貌格局。在保护现有千佛山、英雄
山、佛慧山等山景标志区的同时，新打造五顶
茂岭山、药山、彩石虎山等特色山景标志区。
在北部则重点打造北部鹊华—黄河特色风貌
区，保护观赏鹊山、华山的观山节点和通视空
间，再现鹊华双阙风采。

为此，济南市要求，要严格保护山体自然
资源，划定建设用地永久南边界，严控城市向
南部山区蔓延。在控制山城天际轮廓线方面，
要强化老城“山、城、湖”天际线特色保护，
优化城市与南部群山相融一体的天际线。在控

制观山廊道方面，要打造山山视廊，其中重点
控制“齐烟九点”中千佛山——— 华山——— 鹊山
视廊，打造药山至北马鞍山、茂岭山至马山坡
等山山视廊。同时，通过对道路两侧用地功
能、建筑高度提出管控要求，打造道路对景观
山视廊；通过严控道路南侧建筑面宽、建筑高
度、形式及色彩，减少对山体的遮挡，打造道
路沿线观山界面。

在控制山体周边建设方面，规划环山道路，
打造山体景观公园；预留开敞空间，设置休闲绿
地广场。同时明确建筑高度、体量和色彩的设计
要求，以不遮挡观山视线为原则，高层建筑以点
式、柱式为主，色彩以淡雅明朗色系为主。

102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有158座山体，为何仍“城中有山难见山”？

济南“一保三控”让市民“开门见山”

□记者 牛远飞 报道
宏济堂手工制胶车间。

□记 者 晁明春

通讯员 王 强 赵子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7日，在杭州召开的第十

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表彰大会传来喜讯：济南

市长清区被授予“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

地”，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洪武被授予“中国产

学研合作促进奖”先进个人，崮云湖梦翔小镇被

授予“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镇”。长清区产

学研办公室被吸收为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理事

单位。长清产学研在全国“考出”好成绩。

从去年4月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长清区按

照济南市提出的“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

城”部署和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关于

长清要搞好产学研融合的要求，充分利用区内高

校、创新谷等高端资源，创新理念，强化融合，

优化机制，先后对接了浙大、清华、山大等23院

所高校，105家企业，构建了长清产学研融合发

展校企联盟、科技协同创新联盟、移动互联产业

联盟、智能焊接联盟、未来工匠联盟，大学科技

园校地双创联盟等上下结合、纵横联动的6种形

式的产业技术联盟，督建了36家科技研发中心，

聚集了326位科研人员与企业形成专业研发团

队，形成以产学研合作为引领的长清“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

特别是大学科技园所在的崮云湖街道，在理

念上“拆开”大学围墙，创造性地建立了非区非

镇的“梦翔小镇”，即在43 . 11平方公里的大学

科技园范围内，以崮云湖创新大厦为龙头，充分

整合利用“10+4+1”(“10”指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等10所驻区高校

创业孵化基地，“4”指创新大厦、西联动力、

园博园山东馆和数娱大厦4处楼宇资源，“1”指

齐鲁创新谷)等15处高端资源要素，聚焦起移动

互联、金融服务、总部经济、创新服务、“互联

网+”等5大新兴业态，并成立了以驻区高校师生

为主体的校地双创联盟，为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

提供了更为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梦翔小

镇”计划3年内孵化移动互联产业企业100家以

上，吸纳近10000人就业，实现税收收入过亿

元，打造成为江北地区独具发展潜力的智慧新

城。

长清产学研

在全国“考出”好成绩

□记者 牛远飞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济南市政府印发了《关

于明确济南高新区代管历城区部分街道村居有关

事宜的通知》，为加快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步

伐，历城区的73个行政村也被划归高新区管委会

代管。

记者了解到，此次，济南将历城区西至黄

河，南至万亩荷塘及济青高速一带，东与临空经

济区东边界一致，北至市区边界的范围（包括历

城区临港街道、遥墙街道和唐王镇西北部的北柴

村、南柴西村、南柴东村、太平庄村、田家村、

张家圈村）划归济南高新区管委会代管。据悉，

临港街道下辖宋家村等34个村，遥墙街道下辖遥

墙村等33个村，再加上位于唐王镇西北部的6个

村，此次，历城区共有73个行政村被划归高新区

管委会代管。

此前，济南已将长清区创新谷和章丘市高官

寨镇的王店村、果元村等13个村以及济钢农场划

归高新区管委会代管。其中，将高官寨区域划归

高新区代管，就是出于加快综合保税区空港功能

区和临空经济区建设的考虑。此次，济南又将历

城区靠近机场周边的73个行政村划归高新区代

管，同样是为了加快临空经济区的规划建设步

伐。

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步伐加快

历城73个村

划归高新区代管

□记者 田可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3日，济南高校新媒体联

盟（JUNL）成立仪式暨“四个中心”青年Show

主题活动在智慧蓝海举行。

济南高校新媒体联盟是在共青团济南市委、

济南市学生联合会的发起指导下，由山东大学等
16所驻济高校团委、济南职业学院等12所直属高

校团委、大众网等单位发起成立的组织机构。联

盟旨在通过搭建团组织和高校新媒体、社会新媒

体之间的合作平台，创新直接联系青年方式，有

效引导服务青年。

该联盟共有四个板块，分别是青年SHOW媒

体行、青春济南文创大赛、新媒体训练营、新媒

体孵化器。其中，青年SHOW媒体行，将组织联

盟新媒体达人走进“四个中心”建设主战场，以

青年的视角了解“四个中心”，宣传“四个中

心”；文创大赛和“十艺济南，创意中国”组委

会合作，共同挖掘、生产、传播优秀网络文创作

品，宣传“现代之泉城，青春之泉城”；新媒体

训练营将引进相关优秀课程体系，开展新媒体培

训，搭建校企新媒体人力资源对接平台；新媒体

孵化器将联合青创中心、智汇蓝海，对优秀的青

年新媒体创业项目进行孵化指导，搭建新媒体项

目创投平台。

“四个中心”青年Show主题活动，是济南

高校新媒体联盟重要组成部分，其将依托联盟，

通过微博、微信、直播、论坛、媒体行等各种形

式，宣传“四个中心”建设，扩大“四个中心”

建设在青春群体中的影响力，引导广大团员青年

以建设现代泉城为己任，为现代泉城建设贡献青

春力量。

济南高校新媒体联盟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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