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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飞 任瑜 刘焕利 报道
本报莘县讯 8月5日，记者从莘县大张家镇了解到，

为推进扶贫攻坚工作，该镇积极与卫生部门合作，扎实开
展健康扶贫工作。

据悉，该镇组织镇卫生院对所有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重
新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建立完善了健康扶贫档案，实行
“一村一团队，一户一医生”的帮扶救助政策，辖区47个
村庄均成立了健康扶贫服务小组，对贫困户跟踪观察病
情，及时指导治疗，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帮助
他们早日摆脱疾病，实现健康脱贫。

同时，大张家镇还将长期慢性病患者全部纳入慢性病
救助政策范围，对癌症、重症病患者结合镇卫生院聘请
市、县专家进行诊断治疗。

为提高新农合保障水平，该镇认真落实新型农牧区合
作医疗和大病保险，对贫困人口实行倾斜政策，提高新农
合门诊报销水平，做到应报尽报；降低病残儿童、重度残
疾人以及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降低贫困人口大病费用个
人实际支出，有效缓解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

截至目前，通过健康扶贫救助，全镇32户37人得到了
医疗救助，人均个人负担减轻1000元。

大张家镇开展健康扶贫

□ 杨秀萍 王兆锋 王磊

8月4日，2017山东聊城融入京津冀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合作恳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是
今年聊城市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的重点活
动之一。此次活动共现场签约项目11个，签
约额达622 . 6亿元。其中包括中国葛洲坝集团
三峡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东昌府区投资260
亿元的城市建设、环保产业和装备制造产业
项目，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在莘县投
资100亿元的年产100万吨农作物秸秆深加工
项目等。

聊城市市长宋军继表示，聊城市将以这
次恳谈会为起点，进一步加强与京津冀地区
的多方面合作，全力优化环境、全力搞好服
务、全力提供支持，通过实行“联席会议、
领导帮包、定期调度、要素保障、考核评
比、第三方评估”等六大推进机制推动已签
约项目尽快落地。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央准确把握
经济规律、顺应发展大势所制定的重大国家
战略，对聊城来说，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

机遇。2015年底，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
规划纲要出台，聊城搭乘上这趟千载难逢的
发展“快车”。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十三五”时
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支
持聊城市在“产业承接、科技成果转化、农产
品供应、生态建设、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能源
资源保障、优质劳动力输送、生活必需品供
应”等七个方面打造协同发展区。对聊城来
说，承接京津冀产业、技术、资本和人才转
移无疑是重中之重。为此，聊城市坚持“政
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委、市政府、各级
各部门积极联动，制订实施京津冀集中招商
活动计划，为企业搭建招商引资的大平台。

为了全面对接京津冀、融入京津冀，聊
城市还成立了以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为组长的领导机构，制订了实施意见和工作
方案，并在北京专门设立了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工作组，全力打造便捷的合作渠道。经
过努力，聊城市先后引进了中色集团、大唐
集团、葛洲坝集团、中钢研、中建材等大企
业、大集团；与北京林业大学、天津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等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在

北京大力开展“聊·胜一筹”农业品牌宣
传，实施“净菜进京”工程，每天销往北京
的蔬菜近20万斤；与保利集团达成合作，每
年在水城明珠大剧场安排演出50场。

实际上，对接京津冀，聊城从未停止
过。昔年，聊城的贡砖筑起巍峨的北京皇
城。而今，来自聊城的蔬菜源源不断地端上
首都人民的餐桌，聊城逐渐成为首都的“菜
篮子”。

2014年12月9日正式签约，2015年2月24日
开工建设，不到半年时间，10万平方米的厂
房和仓储交付使用。位于开发区的新华联新
能源项目，是聊城市面向京津冀地区引进的
重点项目。如今，该项目生产的薄膜太阳能
幕墙不仅受到市场欢迎，而且进入聊城农
村，在全市光伏扶贫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今年4月，中通客车传来喜讯，该公司
一次性获得北京市场500台旅游客车定单，
成为2017年全国旅游客车市场第一大单。而
在进入北京市场的同时，中通客车与京津冀
企业的联系也日益加深。长期以来，他们一

直与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良好合
作。随着聊城被列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区，两
家企业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

“积极融入、精准对接、合作双赢 ”
是聊城融入京津冀的行动准则。聊城市各县
市区也积极行动起来，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大局。今年4月19日，东昌府区在京举
行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与中国科学
院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在人才培养、创新创业
实训等方面达成全面合作，与万达集团等企
业签订了合作协议。阳谷县先后对接企业、
商会协会、科研院校、金融机构等1 1 0余
家，与中铁电气化局、华能集团、煤炭集
团、新希望集团等央企、全国500强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达成意向合作项目46个。

据了解，下一步，聊城市将围绕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试验区”这一目标，把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作为突破口，积极引进“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产
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
高端化，着力打造“一区一枢纽五基地”，
全面加强与京津冀地区的对接协作。

精准对接 合作双赢

融入京津冀，聊城签下逾600亿元大单

□记 者 肖会
通讯员 高崇 邹宁 报道

本报聊城讯 禽畜粪便通过精心设计的
坑道，随着清水的冲洗流入化粪池，经过化
学分解后，有营养的部分经过科学配方成为
了鱼类养殖的饲料，无效的污水利用密闭运
输车洒向了田间地头作为农家肥。这是记者
在聊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明养殖专业合作
社看到的情形。

日前，聊城市召开畜禽粪污处理利用现
场推进会，展示全市畜禽粪污处理科学利用
成果，并就下一步畜禽粪污处理工作作出部
署。

聊城市高度重视畜禽粪污处理利工作，
始终以节能环保、绿色发展为中心，不断推
动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处理好

畜禽粪便这一错置资源，化压力为动力，推
动养殖场改造提升，实现科学化标准化，更
好地促进畜牧产业发展。聊城市畜牧局汇同
环保，水利等相关部门加大投入、科学引
导，催生茌平盛远达牧业有限公司、开发区
万明养殖专业合作社、阳谷祥雨有机肥有限
公司等一批畜禽粪污处理的先进标杆企业。

在茌平盛远达牧业有限公司，记者看
到，所有禽畜养殖产生的粪污都在科技化的
运作下变废为宝，整体流程洁净安全、各个
环节绿色环保，使养殖业产生的畜禽粪污充
分达到了既科学回用、变废为宝，又节能环
保、绿色发展的要求。这些畜禽粪污处理利
用的先进标杆企业，为全市开展合理利用粪
污资源，大力净化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引导
作用。

目前，聊城市已经进入了争创全国文明
城市和提名城市的攻坚与决胜阶段，畜禽粪
污的无害化处理和科学利用也面临更加严峻
形势。为全面贯彻中央、省、市关于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推进全市
畜禽养殖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工
作，积极做好迎接中央环保督察各项工作，
加快推进聊城畜牧业健康绿色发展，聊城市
畜牧局将以此次畜禽粪污处理利用现场推进
会为契机，不断加快推动畜牧业健康快速发
展、可持续发展，引导各相关企业切实落实
先关责任，科学规划，严密部署，不断推动
养殖场改造提升，实现科学化标准化，更好
地促进畜牧产业发展，按照“抓大扶中弃
小”的原则，制定标准、强化指导，确保安
置稳定。

“畜禽粪污处理利用工作是抓好生态建
设的重要一环，全市各级畜牧管理部门和企
业必须提高认识，肩负责任，切实做好三区
划定和畜禽粪污处理利用的科学服务与指
导，深入谋划和建立畜禽粪污处理长效机
制，通过鼓励本企业处理、本地企业处理、
外地企业处理三种形式，推动畜禽粪污处理
工作顺利进行。要加快推进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体系建设，如期完成建设和验收任务。
要及时调度情况，把该整理的档案资料整理
好，把可能的风险点和漏洞提前补上，确保
万无一失。要将每项任务认真梳理、细化、
审核、确认，进一步查缺补漏，明确具体责
任人，确保各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抓
出成效。”在会议现场，聊城市畜牧局副局
长董霞说。

绿色发展 变废为宝

聊城推进畜禽粪污处理利用

□孙亚飞 任瑜 王志强 报道
本报莘县讯 “像李福林这样的贫困户如今不但脱了

贫，还上了村里的道德光荣榜!”8月1日上午，在莘县东
鲁街道李凤桃村道德光荣榜前，村民李金安说。

李金安告诉记者，李福林前几年因为孩子多，加上爱人
身体不好，是出了名的穷人家。李福林从不参与任何公益活
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没脸站在众人面前说三道四”。

“脱贫前后，李福林的精气神大不一样了!”该村党
支部书记李月生说。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村里把李福林列
为重点帮扶对象，李月生与他结成了帮扶对子，实行一对
一帮扶。村里为他申请了低保，还帮他贷款养羊，并安排
畜牧站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全程指导。两年下来，李福林不
仅还清了贷款，还有了积蓄。如今的李福林不但义务参加
村里环境整治，清理堵塞的沟渠，还积极帮扶尚未脱贫的
贫困户。乐于助人、热心公益成了李福林生活的主旋律。

贫困户上了道德光荣榜

□孙亚飞 汪跃波 报道
本报临清讯 为进一步促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临清

市尚店镇今年5月份启动了“民情地图”建设工作，并先
行在前宅科村进行了试点。以“民情地图”为载体，推动
镇村两级干部进村入户，了解贫困群众的真实情况，为扶
贫工作精准发力提供了保障。

据悉，前宅科村以手绘“民情地图”为抓手，以镇领
导干部、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为主体，集中1个月时
间，开展了入村入户大走访活动。

依托“民情地图”中反映的64项民情信息，该镇按照
经济发展、社会事务、综合治理、基层党建等方面分成8
类，进行定期梳理汇总、综合研判，并通过探索“双向互
动”的服务方式，实行住村“双向选择”实现了群众意愿
和干部的精准对接。

“民情地图”助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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