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袁 涛 王 川 报道
本报潍坊9月1日讯 今天上午，第23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在潍坊开

幕，主题为“新动能新机遇新发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
任张志军，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台湾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
会长江丙坤出席开幕式暨新动能新机遇新发展高峰论坛并致辞，副省
长任爱荣主持论坛。

张志军在致辞中说，山东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基础设施完
善，产业门类齐全，是大陆最具竞争活力的省份之一。山东与台湾历
史渊源深厚，鲁台合作基础扎实。鲁台经贸洽谈会已举办23届，展现
了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强大生命力，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缩影和
写照。他祝愿鲁台经贸洽谈会越办越好，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鲁台不断深化交流合作，希望广大台商朋友抓住机
遇，与山东共谋发展、共创双赢。

龚正在致辞中代表山东省委、省政府对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
说，山东与台湾人缘相亲、商缘相连、文化相通，经贸合作等各领域
交流源远流长、硕果累累。山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站在创新发展、持续发
展、领先发展的新起点上，聚焦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中心任
务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以
“四新”促“四化”、实现“四提”，这为加强鲁台经贸合作提供了
更为广阔的空间。我们愿与台湾各界全面深化经贸合作，共享发展机
遇，把鲁台经贸合作这个大平台建设得更好更强。他建议鲁台双方进
一步做强产业转型升级新平台，探索合作新模式，共同抢占新一轮经
济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做强创新创造创业新平台，加大入鲁高精尖
人才支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广泛开展交流合作，欢迎台湾青年来鲁
就业创业；做强互信互动互利新平台，加强协调沟通，不断优化环
境；做强两岸同胞交流新平台，期待更多台湾朋友到山东走亲戚、叙
友情、谋合作，共同谱写鲁台交流合作新篇章。 （下转第三版）

第23届鲁台经贸洽谈会

在潍坊开幕
张志军龚正江丙坤出席

□记者 王 川 袁 涛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主持召开

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实施餐饮质量安全提升工程、加快推进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工作。

会议指出，实施餐饮质量安全提升工程，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食品安全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的具体行动，是全面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有力抓手。要强化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严把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做到源头
可控、问题可溯、责任可查，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底
线。要加快推进“食安山东”建设，让群众吃得放心、确保“舌尖上
的安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会议强调，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既有利
于生态环境保护，也有利于保障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是一件利国利民
利长远的大好事。要切实转变理念，坚持标本兼治，最大限度化害为
利、变废为宝，提高工作标杆，确保不反弹、治理成果经得起检验。
要按照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治理思路，以肥料化和能源
化为主要利用方向，加大投入力度，配建处理设施，加强科技支撑，
严格执法监督，完善政策扶持，加快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持
续发展新格局。 （下转第三版）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龚正主持 研究实施

餐饮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等工作

龚正会见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省长
□记者 袁 涛 王 川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在济南会

见了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省长斯蒂芬·麦克尼尔一行。
龚正对客人来访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山东的新变化新发展。他

说，当前山东正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作为统领经济发展的重大工程，
中心任务是以“四新”促“四化”实现“四提”，这为两省深化互惠
合作、拓展合作空间提供了新契机、创造了好条件。希望两省进一步
加强政府间交流，扩大经贸合作，推动海洋科技、高等教育、能源等
领域更多合作项目落实落地，实现互利共赢。

斯蒂芬·麦克尼尔介绍了新斯科舍省开展对外合作的重点，表示
将为推动两省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务实合作作出努力。

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副省长任爱荣，省政府秘书长王华参加活动。

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传达学习

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精神
刘伟主持并讲话

我省将实施餐饮质量安全提升工程，到2020年建成全国食品最安全地区之一

打造食品安全放心省明确路线图

中央环保督察组

第十二批转办信访件已办结236件
□记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日讯 截至今天，中

央第三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十二批
信访件共计243件（来电114件、来信129
件），因2件涉及不同市，实际交办2 4 5
件，已办结236件，现予以公开；正在办
理9件，待办理完毕后，一并向社会公
开。

已办结236件案件中属实204件，不属
实32件。办理情况：责令整改265家，立
案处罚37家，罚款金额338 . 55万元；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2件，行政拘留1人，刑事拘
留8人。对相关责任人员约谈58人、问责
39人。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

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
十二批)见4-7版、13-24版

□王世翔 王晓光 报道
在潍坊市，整治后的白浪河景区成为

独具当地特色的城市湿地公园和景观河。

强化追责问责 提高履职意识

我省通报3起

环保问责案例

山东确定畜禽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目标

2020年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超81%
 要 闻·2版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日讯 省政协今天召开主席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

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政协主
席刘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刘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脱贫攻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精准扶
贫脱贫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新时期扶贫开发战略思想，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提出了明确要
求。这次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围绕“实施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进行专题议政，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和中央决
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全国政协聚焦脱贫攻坚持续跟踪、接力建言的重
要履职活动。俞正声主席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汪洋副总理的重要报告，
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深
邃要义，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自觉性主动性，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
战略思想，深刻认识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 （下转第三版）

脱贫攻坚，山东决胜全面小康
◆在全国首创“扶贫特惠保” ◆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记者 王 川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日讯 决战脱贫攻坚

的号角已经吹响，山东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和中央决
策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
保持了五级书记抓、党政一齐上、部门
全参与的扶贫格局和良好态势，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进展顺利。2016年，全省现
行标准下151 . 2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超
额完成年度减贫任务，脱贫攻坚年度战
役首战告捷。今年，山东计划减贫80万
人，其中国标29万人。

山东确定，2016-2017年两年基本完
成脱贫任务，第三年全部兜底完成，后
两年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建立长效
机制，确保全省人民同步迈入全面小康
社会。

脱贫攻坚需要资金活水浇灌。去年
全省各级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48亿
元，今年再投入54亿元，其中省级两年安
排39亿元。以县为单位，统筹整合20%以
上涉农资金用于脱贫攻坚，20个脱贫任
务比较重的县全部整合，去年全省整合
涉农资金67亿元，今年各市县纳入统筹
整合方案的涉农资金91亿元，目前正在
有序进行。省财政设立特色产业发展、小
额贷款担保、公益事业三支扶贫基金，已
到位44亿元。规范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建
立问题月通报制度，各级累计安排风险
补偿和贷款贴息资金16 . 76亿元，其中省
级安排4 . 87亿元，累计发放小额扶贫贷款
70 . 62亿元，受益人口15 . 59万人。

山东农业产业化基础较好、新兴产
业蓬勃发展，产业带动确保贫困户精准
受益、稳定增收。山东实行“一户一
案，一人多策”，把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人口纳入产业化发展链条，实现产业就
业脱贫；对没有劳动能力的，采取资产
收益等方式进行帮扶。2016年，全省共

实施各类产业扶贫项目11482个，涉及
6651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惠及建档
立卡贫困户51万户、贫困人口110万人。

集中力量打好脱贫攻坚战、歼灭
战，山东瞄准特困群众，重点围绕医

疗、教育、住房“三保障”，细化完善
特惠政策，保证贫困人口上得起学、看
得起病、住上安全房。医疗保障方面，山
东在全国首创“扶贫特惠保”，今年省里
统筹安排2 . 79亿元，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王洪涛

从20来岁起，就有人给裴彬介绍
对象，到34岁还没成。

这些年，不少姑娘领家来，路上
就反悔了。“嫌弃咱这深山沟呗，交通
太不方便！”裴彬很是无奈。

“三崮九峪十八沟”，裴彬所在的
崔家沟村，地处沂蒙山区的费县朱田
镇，长期为贫穷所困扰。

不光娶媳妇难，还有吃水难、上学
难、就业难、看病难……吃水仅靠一口
不到2米深、不足2平方米的洼塘，不少
农户三四点钟就起床挑水；有个2岁多
的孩子吃桂圆卡住了，去医院的山路
颠簸着，孩子就不行了；全村530户人
家，光棍最多时达到28人……

“不谈了！”裴彬没好气地说，对象
谈过四五个之后，就没有“以后”了。

然而，转机就这么来了。
在新一轮扶贫攻坚中，市县两级

决定对崔家沟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整
村搬迁到15公里外的朱田镇。费县县
委书记程守田介绍，为确保“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县里确立“三区同
建”模式，同步规划建设新型居住社
区、就业安置园区和高效农业示范区。

2016年3月，全村整体搬迁入住，裴
彬分到一套110平方米的新房。他还到
新桥镇纸板厂打工，靠着勤奋好学，吃
苦耐劳，当上了车间主任，月收入6000
元，还买了小轿车。有房有车，刚搬下
山没几天，就有人上门提亲。这回没
费啥周折，见了几次面就定了。“现在
咱是有家的人了！”裴彬憧憬着未来。

“下山一年，村里摆脱了贫困，27
个光棍也都成了家！”村支书曹厚海
说这是双喜临门。

脱贫路上

“脱单”啦

 要 闻·2版

□记者 王 川 袁 涛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日讯 记者从今天召开

的省政府常务会议上获悉，我省将实施餐
饮质量安全提升工程，努力打造食品安全
放心省，到2020年建设成为全国食品最安
全地区之一的总体目标。

此次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餐
饮质量安全提升工程实施意见》确定了到
2020年山东餐饮质量安全33项量化指标，
其中既包括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力争
达到80%以上、食品抽检合格率达到96%
以上等评价性指标，又涵盖了农村地区基
本消除“三无”食品、中央厨房、集体用

餐配送单位“明厨亮灶”率达到100%、大
中型餐饮服务单位“清洁厨房”率达到
1 0 0%等监管指标，还提出所有市、县
(市、区)创建成为省级以上食品安全城市
和食品安全先进县(市、区)等任务指标。

按照严把从“农田到餐桌”每一道关
口的要求，山东将从农业源头、食品流通
和餐饮等全链条上入手，在提高农业供给
质量的同时，实施企业自查、监督检查、
第三方协查的“三查”模式，分类对大中
型餐饮单位、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
房等单位进行规范，并在链条末端强化餐
厨废弃物、病死畜禽等无害化处理。

同时，为保障餐饮质量安全，山东将
在抓重点和补短板上同时发力。

在农业源头，我省将重点抓好产地环
境保护、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在食品流
通环节，重点抓好集中交易市场和大中型
商超监管，管好流通主渠道。在餐饮环
节，全面开展“清洁厨房”行动。在食品
相关产品上，重点从食品包装、容器、消
毒剂、餐饮具等着手加强监管。

补齐餐饮质量安全短板，山东将开展
“净网”行动，明确网络餐饮服务应具有
实体店铺，送餐人员保持个人卫生并持有
健康证明，送餐容器无毒、清洁，符合卫

生标准，监督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建立入
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审查登记、违法行为制
止及报告等制度。同时开展农村食品安全
提升行动，将农村集市、庙会等临时性集
中消费场所以及农家乐等纳入管理范围。

此外，《意见》明确提出着力提升食品
产业发展水平，推动产业由大到强转变，夯
实食品安全的产业基础。山东将规划建设
一批产业聚集区、园区，在原料富集地区建
设特色食品加工示范基地。同时，探索建立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和市场销售凭证“双证”
制度。在品牌建设方面，推进“食安山东”等
品牌建设，整体提升山东食品品牌形象。

2017年2016年

成立农村红白理事会
8 . 6万余个，建立红白事
办理场所5756个，移风
易俗为群众减负

今年建成“扶贫
车间”5771处，吸
纳9 . 6万贫困人口
“家门口”就业

扶贫更要扶志

瞄准特困群众

产业扶贫

重点围绕医疗、
教育、住房“三保
障”，保证贫困人口
上得起学、看得起
病、住上安全房

●医疗保障方面，在全国首创“扶贫特惠保”

●教育扶贫方面，今年统筹资金3 . 01亿元，资

助贫困学生20 . 3万人

●住房安全方面，去年完成2 . 37万户贫困户

危房改造，今年继续改造3 . 4万户

惠及建档立
卡贫困户51万
户、贫困人口
110万人

2016年，全省共实施
各类产业扶贫项目11482
个，涉及6651个省定扶
贫工作重点村

山东计划减贫
80万人，其中国标
29万人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全省现行标准下151 . 2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超额
完成年度减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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