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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田 通讯员 张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0月17日，聊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爱心众筹平台正式运行，当天还举行了“物
品捐赠”活动，为开发区的贫困群体送去了过冬
的衣物。爱心众筹平台依托山东壹树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品牌化运作和社会化运营，采取

“互联网+扶贫”的模式，贫困户如需物资，可通
过帮包干部入户调查、个人申请等方式，上报到
爱心众筹平台，爱心平台网上公布贫困群众需
求信息进行募集，实现了“点对点”的精准帮扶
互动。

壹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张磊告诉记
者，爱心众筹线下平台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
重点打造仓储中心和爱心超市。现在爱心物品
有衣服、电器、家具、图书和农副产品。正信集
团、壹树生物和罡润置业捐献了部分产品，区直
各部门、各乡镇（街道）也捐赠了很多过冬衣物，
为爱心超市提供了物资保障。截至目前，共募集
物资5000余件，帮扶困难群众150余人。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爱心众筹平台是开发
区管工委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围绕贫困
群众需求，整合职能部门、社会公益、志愿服务
等资源，创造性地以“互联网+扶贫”“公益＋扶
贫”模式组建的集线上线下联动，爱心募捐，扶
贫物资整理、发放，公益产品货币化和公益组织
力量培育于一体的社会扶贫枢纽型平台。

爱心众筹平台打造集扶贫产品推广销售、
公益产品货币化推介、消费扶贫模式探索“三位
一体”的综合性电商扶贫平台。爱心平台将公益
组织、公益项目、爱心产品、爱心人士进行有机
整合，推出“公益产品货币化”模式，开展“青春
创城 公益益卖”活动。

聊城开发区

爱心众筹平台运行

□ 本 报 记 者 李梦 高田
本报通讯员 许静

10月21日，聊城市召开了第六届“泰山学
者主题沙龙”，包括泰山学者、千人计划专
家、长江学者、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领军人
才等在内的百余人齐聚聊城。聊城市长宋军继
说，希望与会专家学者把聊城当作科研项目的
“试验田”，当作技术转化的“自留地”，加
快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为聊城市深入实施
新旧动能转换工程提供更加有力的智力和技术
支撑。聊城市将以这次主题沙龙为契机，与各
位专家学者重点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
领域展开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同时进一步创新
体制机制、完善政策体系、营造优良环境，全
力为专家学者在聊城施展才华、创新创业提供
广阔舞台。

据了解，此次“泰山学者主题沙龙”内容
丰富，除了学术活动项目，还提前安排了“产
学研用”对接活动。21日上午，山东省宏观经
济研究院院长刘冰应邀来作《全力凝聚人才优
势 加速新旧动能转换》主题报告。

22日上午，部分专家学者与聊城市相关企
事业单位举行合作签约仪式。东昌府区医疗保
健集团与山东省口腔医院专家徐欣签订了合作
协议。山东太平洋光纤光缆有限公司与聊城大
学“泰山学者”范曲立教授签订了合作协议。
信发集团与山东大学环境工程专家高宝玉教授
签订了合作协议。信发集团希望借助高宝玉教
授在环境工程方面的研究成果，解决信发集团
在固体废弃物处理、赤泥处理等方面的环保问
题。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齐鲁工业大
学吉兴香教授签订了合作协议。

据了解，此次“泰山学者主题沙龙”共达
成合作意向131个，其中53位泰山学者与聊城市
35家企业签约60余项。合作项目涉及生物医药
产业、机电设备制造、能源化工产业等领域，
涵盖领域广、科技水平高、带动能力强。

“泰山学者主题沙龙”秉承为高层次人才服
务的宗旨，积极促进学术交流、思想碰撞，激发创
造活力，建立友谊合作，在我省高层次人才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方面起到了带动示范作用。本
届“泰山学者主题沙龙”的主题是“全力凝聚人才

优势 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旨在通过搭建交流
平台，汇集高层次人才智慧，推动高层次人才与
聊城优势特色产业和重点企业开展深层次合作，
在“十三五”期间，为聊城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更加
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聊城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人才作为创新的

核心要素，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和人才强市战
略，实施了“533计划”“百人计划”，连续3
年成功举办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会。截至
目前，在聊城市创新创业的“千人计划”专家8
人，聊城市培养“泰山学者”及“泰山产业领
军人才”1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9人，累计邀请366名外国专家来聊对接，累计
达成合作意向900余项，解决技术难题210余
项。初步形成了以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以创新
链汇聚人才链的良好格局。聊城市正处于产业
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对高层
次人才、高精尖技术项目的需求尤为迫切。

搭建交流平台，汇集高层次人才智慧

“泰山学者”助力聊城新旧动能转换

□王兆锋 张军 张光霖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此次我市在全市范围内推

行政务服务清单管理机制，在公开政务服务事
项目录清单基础上，以‘同一事项、同一标
准’为原则，全面梳理编制服务事项实施清
单，既有利于实现全市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
化管理，又可助推全市政务服务大提速。”10
月22日，聊城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主任
李静介绍。

2017年以来，聊城市以国务院《“互联网+政
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明确的“政务服务事

项实施清单要素”为指导，启动了政务服务事项
实施清单梳理、编制工作。截至目前，梳理规
范政务服务事项10477项，涉及市、县两级全部
行政许可及公共服务事项，规范了事项的名
称、条件、材料、流程、时限等要素，做到
“同一事项、同一标准”，解决了市、县间及
县域间服务事项名称、条件、材料、流程不同
一的问题，为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供
无差异、均等化的政务服务奠定了基础。

此次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梳理工作，以
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两类事项为主要内容，几

乎囊括了与公众工作和生活相关的所有事项，
涉及政务服务领域各个政府部门和所有具有公
共服务职能的企业。其中，行政权力事项主要
包括纳入政务服务平台运行的市本级298项和县
级2638项行政许可事项；公共服务事项则包含
市级611项和县级6930项政府部门和有关企业向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的所有基础性、经
济性、安全性及社会性等服务，如劳动就业服
务、基本社会服务、公共文化体育和残疾人基
本公共服务等。

2016年，聊城市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市、县

一体的政务服务平台，被省政府办公厅确定为
全省平台建设工作的试点城市。市、县两级
2936项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平台运行，同
时集中对上网事项要素进行了两轮次的全面梳
理，实现了“同一事项、同一标准、同一编
码”。截至今年9月底，市、县两级累计办理各
类事项22万余件，各项运行数据居全省前列。

上半年，聊城累计登记各类市场主体36 . 1万
户，同比增长12 . 34%；私营企业70240户，同比增
长31 . 16%，增幅列全省第3位；外商投资企业467
户，同比增长10 . 93%，增幅列全省第1位。

以“同一事项、同一标准”为原则，全面梳理编制服务事项实施清单

聊城：以标准化提升政务服务

□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刘明明 陈磊

最近几个月，茌平县杨屯乡大冯村的村民
感觉突然忙了起来。

这几天，村民冯恒利把家里的3亩地上报给
了村党支部书记冯恒云，要入村里的“构树种
植扶贫产业项目”。

40岁的冯恒利，患类风湿病多年，长期吃
药不能干重活。母亲双目失明，80岁的父亲体
弱多病，全家生活靠每月低保收入维持。

今年初，驻村扶贫工作队打包6个贫困村的
150万元扶贫资金，建成27个大型拱棚，种植茄
子、西红柿等蔬菜。“大棚就在村里，我被安
排到棚内锄草、管理西红柿等，做些不重的农
活，一天能有60元收入。”

大冯村是茌平县34个省定贫困村之一，全

村有贫困户30户85人，大都是因病因残致贫。
在去年11户贫困户脱贫的基础上，这个村今年
的目标是整村脱贫，包括冯恒利在内的余下19
户贫困户也要全部脱贫。

3个月前，聊城市委政策研究室下派的驻村
第一书记贾振斌来到大冯村，伴随而来的还有
“构树种植扶贫产业项目”。项目规划，今年
大冯村的构树种植面积达260亩，其中企业集中
种植200亩，村民参与种植60亩。

短短两天时间，村里自愿参与构树种植的
村民就达到15户，上报土地近50亩。40岁的冯
恒利作为其中为数不多有劳动能力的人，自然
得以参与其中。

构树种植效益不错，尤其对于大冯村这样
一个没有任何集体积累的省级贫困村来说，显
得尤为适合。

从6月中旬到8月份，扶贫组带领村干部和

68位村民先后三次去河北、北京等地考察学习
构树种植和深加工项目。

“第一年成本高，除了地膜、水费等费
用，主要是苗子钱。不过之后十到十五年就不
用花钱买苗子了。”贾振斌说，第一年构树亩
产4吨左右，市场价每吨在500元左右，除去每
亩1200元的构树苗钱和其他成本，第一年就可
以回本；第二年，亩产可增加到8吨左右，第三
年是高产期，亩产将达到10吨左右，预计每亩
构树的纯收益在4500元以上。

对于村集体来说，可利用上级的扶贫资金
购置构树专用农机具，为合作社或者农户收割
收取费用，归集体所有。“一亩收割费40元，
一年收割四次，按300亩算，除去费用，村集体
每年收入4 . 5万元。”贾振斌说。

杨屯乡副乡长白全立介绍，现在村里与一
家专门从事构树饲料加工的企业——— 康寿源生

物有限科技公司建立了合作。公司将在大冯村
以每亩地1000元的价格流转200亩地集中种植构
树，并加工饲料；而且，公司已经从泰安陌上
源林有限公司提前预定了200亩的构树苗。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维护村民利益，冯
恒云牵头成立了茌平县天工人巧构树种植专业
合作社。

“争取实行统一种植、管理、销售。”冯
恒云说。进驻企业要优先收购村民的构树，以
保证村民收入。另外，贾振斌和村干部还专门
跑到各地联络扩展销路，并考察引进构树茶叶
等初级加工项目。“构树种植很简单，不用打
药，只需浇一次水就可以，一个人管几十亩地
都没问题。”冯恒云说。有了加工项目才能创
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多的村民才有钱挣。

据了解，2014年，构树扶贫工程被国务院
扶贫办正式列为我国十项精准扶贫工程之一。

上项目不光让群众受益，还要增加集体收入

构树落户大冯村的启示

□冯长禄
杨秀萍 报道
10月22日，冯

兴建在西红柿大棚
里，与村民共同学
习十九大精神。茌
平县博平镇荆冯村
党支部书记冯兴建
（右一），带领村
民建起的蔬菜专业
合作社，奋斗3年
让7个贫困户增收
脱贫。

□杨秀萍 蔡丽娜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记者从聊城市发改委了解

到：今年以来，聊城市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
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的主要抓
手，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全市服
务业逆势而上、增势强劲，正成为拉动全市经
济增长的主力军，两项指标位于全省第一。

上半年，聊城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602 . 55
亿元，同比增长10 . 9%，增速居全省第二位。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8 . 7%，同比提
高1 . 4个百分点，提高幅度居全省第三位。全
市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67 . 45亿元，同比
增长37 . 9%，高于全社会投资增速22 . 4个百分
点，增速居全省第一位；服务业投资占全社会
投资的比重达到39 . 2%，同比提高6 . 4个百分
点，提高点数居全省第二位。全市实现服务业
地税收入27 . 75亿元，同比增长50 . 5%，增速位
居全省第一位；占全部地税收入的比重达到
61 . 3%，同比提高7 . 3个百分点，提高幅度居全
省第二位。服务业已经成为聊城市经济结构的
支撑力量和财税收入的重要税源。

聊城服务业

释放发展活力

□高田 刘慧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聊城市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

对贫困人口医疗费用按照政策予以保障，确保
在政策范围内，贫困患者在区域内住院的医疗
费用全额报销，让其住院看病“零支付”。

度假区干部职工对全区贫困户逐村逐户开
展精准识别，把贫困家庭底数摸清搞准，为全区
建档立卡的2145户3978名贫困群众，全部购买
了扶贫特惠保险。其中包括每户10元的家庭财
产险，每人150元的医疗商业补充保险和10元的
人身意外保险，为下一步精准扶贫打下基础。

度假区为贫困户

增添医疗保障

□高田 张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0月20日，记者从聊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了解到，为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问题，该区下发居民医疗保险精
准扶贫意见，将对扶贫对象在居民医保报销比
例的基础上再提高10%。一级医院、二级医
院、三级医院分别支付比例由60%、70%、80%

分别提高到70%、80%、90%，以减轻贫困户病
患的经济负担。

据了解，开发区户籍贫困人口数3773人，
因管理贫困人口数比较多，为防止居民医保待
遇冒领，开发区相关部门开发再次报销管理系
统，加强扶贫办及社保处两部门信息监督及沟
通，实现信息共享，杜绝居民医保待遇冒领现

象的发生。开发区对贫困人员进行动态管理，
对新增人员及时录入系统，对已脱贫的扶贫对
象，在系统中进行注销。

开发区扶贫对象住院医疗保险待遇有了明
显提高，住院起付标准减半，即扶贫对象在定
点医疗机构就医，首次住院医疗费用起付标准
分别由一级医院200元、二级医院500元、三级

医院900元，减半为100元、250元、450元，一个
医疗年度内第二次住院的，起付标准再减半，
第三次住院的，不再设起付标准。

开发区统筹协调推动医保脱贫攻坚工作，
全面落实扶贫对象的医疗待遇，进一步简化经
办流程，及时报销医疗费用，切实减轻个人医
疗费负担，为扶贫对象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开发区贫困户居民医保报销比例提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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