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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纪 伟
本报通讯员 王军红 万 峰

最大限度提升速度、降低成本、优化服
务，是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打造“三最”口
岸目标。日照检验检疫检务窗口在广泛调研、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以企业实际需求为根本，
通过建设报检员自助报检室、实施无纸化申报
等措施，不断提高服务能力。

解企业燃眉之急

莒县是农产品出口大县，出口生产企业40
多家，其出口量占全市的90%以上。但因企业多
属加工工艺简单、附加值低的小微企业，且离日
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路途较远，想去工作的报
检员很少，严重影响了企业出口的报检业务。起
初，企业也想出了办法，多家企业聘用一名报检
员。但因“同一名报检员不可以同时服务不同企
业的规定”而搁浅。面对多家企业着急的心情，
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务科认真查阅有关企
业报检管理办法，提出了让报检员合伙成立公

司，按照规定做好代理报检企业备案，这样既符
合政策要求又达到了企业与报检员的双赢。

走进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报检大厅，与
企业面对面服务的窗口，从以前仅检务科的对
外服务扩展到了各业务科室。“一站式办公，
一条龙服务”“设立自助报检窗口”是今年日
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窗口服务的新变化。

该局检务科科长苏正军与企业打交道多
年，今年3月调任检务科上任后不久，他的两条
建议得到了该局党组的认可，一是局办公大楼
所有业务人员整体搬迁报检大厅，二是从紧张
的办公区域腾出80多平方米的地方给报检员一
个自助报检的“办公室”。这两件事最受益的是
企业的报检员，现在他们不需要每天在检检与
检企之间来回奔跑耗时耗力，坐在这设施配备
齐全的办公室里，需要与报检企业联系及证单
的传递通过网络与快递即解决了问题。

数据多跑人少跑

实行“足不出户，办结业务”，这是日照
检验检疫检务窗口打造“三最”口岸系列措施

之一。现在凡符合条件的出口货物，企业只要
发送电子数据，检验检疫人员将在规定的时限
内为企业完成合格评定、通关放行。当然，这
省时省力的办法需企业同时必须具备信用等级
B级以上、实施无纸化申报、未被主干系统抽
批抽中且不申请检验检疫证书的报检批条件。

网络时代，如何将检验检疫已开发运用的
那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直通式申报”“国检
窗”综合利用，更快捷地为企业服务，让他们享
受不出户就能办理的业务？日照检验检疫检务
窗口以出口货物为突破口，经组织全局出口货
物总批次的27%试运行，该措施在缩短通关时
间、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优
势明显，受到参与试运行企业的好评。同时在服
务企业申报原产地证书时，也让他们“足不出
户”。工作人员经对电子信息审核，将证书快递
到企业，企业只要在家点点鼠标，打个电话就能
办理从备案、产品预审、产地调查到原产地证书
签发等全部原产地业务。

多等十分钟，企业少跑一趟腿

临近下班，忙碌了一天的岚山办事处检综
科工作人员刘慧突然接到电话。“我是蓝海国
际物流公司的报检员，一批来自澳大利亚的铁
矿砂客户提供单据迟了，现在港口要安排靠
泊，需要马上报检。”

“好的，我等您！”刘慧说。
地处日照市边界的岚山办事处检综科服务

窗口，既要应对港口货物吞吐量跨越增长带来
的工作量，又要应对那些随时调整船舶靠泊时
间及特殊情况带来的急事特事，且报检员均是
从距离较远的市区内、港口往这里赶。于是，
正常上班“延时服务”“双休日预约服务”便
是他们为“急企业之所急”给企业最好的服务
设定的。

预约服务，一个电话，工作人员提前到岗
等候，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简
单。因为检综科多数工作人员居住在离单位单
趟一个半小时路程的市区内，每每接到电话，
要马不停蹄地前往。耐心坐等，热情服务，已
成为他们的习惯。“我们多等十分钟，企业少
跑一趟腿。用我们的辛苦换来企业的满意，
值！”岚山办事处检综科王英科长说。

“最好的服务就是为企业着想”
日照检验检疫检务窗口打造“三最”口岸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罗从忠

贫困老人身体不便，生活拮据；贫困学生
缺乏自信，渴望关爱；大病患者长期治疗，花
费高昂；弱势群体就业无门，生活无着。
“老、幼、病、弱”四类群体，由于各自的特
殊原因，往往成为脱贫攻坚战中的“硬骨
头”。近年来，五莲县在脱贫攻坚中因人施
策，破解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扶贫难
题，取得显著成效。

贫困老人有了“保姆”

11月9日中午，五莲县洪凝街道红泥崖村
的郭公正老人从村幸福院拎着包子回到家中。
炕头上，患有智力障碍的继子正等着吃饭。
“我马上就80岁了，腿脚越来越不灵便，还有
儿子要照顾，经常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如今可
好了，吃饭有人做，穿衣有人洗，病了有人请
医生，像多了个保姆一样。”郭公正生活的改
观，缘于互助养老扶贫的开展。

五莲县2016年初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有
5434人中，因年老体弱、因病、因残造成失能
半失能的贫困人口占1/4。对他们而言，仅仅
给钱给物摆脱不了困境，做饭、打扫卫生等日
间照料才是最迫切、最现实的需求。面对这一
现实，五莲探索实施互助养老扶贫模式，聘请
有劳动能力的居家贫困妇女与贫困失能老人结
对帮扶，变送钱、送物为送服务、送关爱、送
岗位，同步解决“贫”和“困”两个难题。目

前，五莲县共投入100余万元，在103个村开展
互助养老扶贫， 5 8 2名贫困老人有了“保
姆”，解决日间照料难题。

今年，五莲贫困老人还得到了善养老扶贫
的保障。该县投入资金100余万元，为自愿参加
的70周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孝德基金110元-
220元，确保其基本生活保障所需消费。同时，广
泛动员社会爱心企业、成功人士和村内党员干
部进行爱心捐款，确保基金持续。目前，全县共
有621个村建立了孝德基金，基本实现全覆盖，
成为农村贫困老年人摆脱困境的重要支撑。

贫困生上学不再难

五莲县叩官中心小学的王春元，因为父母
常年在外打工，成了“留守儿童”。今年，社
区“留守儿童活动站”与辅导老师姚永学的
“绘画社团”为她的“留守生活”增添了色
彩，在全县中小学生书法比赛中，王春元获得
一等奖。

这得益于五莲县创新实施的“一档四全”
教育扶贫机制。2016年以来，五莲县整合教
育、团委、妇联、人社、民政、残联以及其它
社会力量，全力破解贫困学生“上学难、就业
难”问题，建立贫困学生成长档案，并对其进
行全过程帮扶、全学段资助、全方位关爱、
全覆盖就业，让贫困学生得到从学前教育到高
等教育的全学段资助。义务教育阶段、普通高
中及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对所有建档立卡家庭中
的贫困学生每人每年补助3000元，高等教育阶

段全额补助学费，每人每年再补助生活费6000
元。在国家普惠性资助政策基础上，实行学前
教育阶段免除保教费，全县336名学前儿童的
保教费被免除。

截至目前，五莲县共为2323名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争取和发放救助金1625 . 06万元；
247名贫困学生顺利考入大学；建立了28处留
守儿童活动站、8处小草学堂，190名外出打工
人口子女无人照看问题得到较好解决，38名学
生通过特别推荐实现就业。

贫困病人住院免费

“像她这样情况一年要住好多次院，每一
次都免费。”家住中至镇圣旨崖村的秦泗好
说。他的妻子葛树菊是得到健康扶贫政策实惠
的患病贫困人员之一，因常年支气管哮喘，每
年都要到医院住院多次，高额的医疗费用成了
这个家庭的沉重负担。自从有了健康扶贫“三
专一免”的优惠政策，除去医疗报销还需她自
己支付的费用，全部由中至镇卫生院来兜底。

自今年3月起，五莲实行专档管理、专人
指导、专区治疗和患病贫困人口在当地卫生院
住院全免费的“三专一免”服务，患病贫困人
员只要持本人身份证、健康扶贫卡到当地卫生
院住院就可享受“住院全免费”的优惠政策，
广大患病贫困人员得到了健康的实惠。三级医
院实行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办法，门诊实
施免收个人自付的普通门诊挂号费、诊查费，
减半收取专家门诊诊查费及大型设备检查费的

“两免两减半”办法。截至目前，五莲已有
176人次享受门诊“两免两减半”，减免0 . 6万
元；有461人次享受“先诊疗、后付费”，垫
付住院费用136 . 1万元；436人次享受卫生院住
院全免费，减免个人承担费用25 . 5万元。

“我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3618人，其中患病贫困人口2154人。健康
扶贫政策控制了贫困人口大病治疗费用，有效
减轻贫困人口看病就医负担，真正使基层贫困
人群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五莲县扶贫办主
任丁伟介绍。

农村妇女家门口就业

“在这里干活离家近，能挣钱还能就近照
顾老伴。”中至镇董家营村妇女王庆兰说。中
至镇董家营富民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以来，通
过建立“扶贫车间”，就近招聘建档立卡贫困
户35人，像王庆兰这样有就业需求的老龄农民
每年在这里收入能达到5000元—9000元。

依托丰富的林果和生态资源优势，五莲县
重点发展林果、乡村游等特色产业。2015、
2016年整合各级专项扶贫资金3946万元，在91
个省、市定贫困村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47个，
整村推进项目5个、旅游扶贫项目2个，实现
省、市定贫困村每村至少1个产业扶贫项目。
2017年全县共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291万
元，在13处乡镇、街道、度假区打造14个大项
目覆盖458个村庄。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实现
了就近就业，开启了致富增收之路。

为“老幼病弱”筑牢脱贫支点
五莲因人施策破解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难题

□高华超 丁兆霞 乔祥明 胡春彦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1月9日，阳光倾泻在一望无际

的田野上。在东港区集中式农光互补扶贫电站项目
建设现场，300余名工人正在开阔的山岭间有条不
紊地进行光伏板的安装工作。

东港区集中式农光互补扶贫电站项目是东港区
扶贫重点项目，总设计容量90MW，占地5000亩，
坐落在三庄镇板石村和刘家庄子村之间的丘陵薄地
上。该项目计划总投资8 . 5亿元，由日照新东港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经营，采取“光伏+农业”模
式，上面光伏板发电，板下土地栽种丹参、金银
花、石竹等喜阴中草药，实现土地的深度利用。项
目一期占地1700亩，投资3 . 5亿元，并网线路22 . 5公
里，建设塔基94座，预计年底能完成。

东港区创新实施小额扶贫信贷“委托经营、保
底收益”模式，由日照新东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
贫困户签订委托经营带动脱贫协议，利用“富民农
户贷”金融扶贫政策建设光伏产业项目。通过实施
小额扶贫信贷，为6240户贫困户办理了“富民农户
贷”，贷款3 . 12亿元，全部用于建设集中式农光互
补扶贫电站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培育可持续脱贫的机制，实现
“各方共赢”的社会效益。贫困户以每亩每年700
斤小麦的市场价格领取土地流转收益金，每年每亩
收入800元以上；该农光互补项目每年还可吸纳周
边村贫困户200余人进园务工，每人每年可实现务
工收入近2万元；除去还本付息后，每年从项目收
益中拿出1800万元专门用于扶贫，可持续20年为
6000余户贫困户每年获得稳定收益3000元。

让荒山结出

“脱贫果”

□丁兆霞 韩崇伟 孙伟 报道
11月13日，日照市人民医院妇委会联合护理部

发起“春蕾计划”公益活动，组织部分护士长到日
照街道第一小学捐款资助贫困学生，传递社会公益
正能量。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王祝君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从岚山区财政部门获悉，今

年1-10月份，该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2 5 7 8 9 4万元，直比增长 3 3 . 8%，占全年预算的
103 . 6%，提前两个月完成财政收入计划。

今年，岚山区积极应对下行压力大、减收因素
多、收支矛盾突出等困难和挑战，主动认领日照市
“双增双突破”任务，即GDP增加440亿元，占全
市增长目标的44%；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2016
年增加30亿元。

该区积极夯实财源基础，持续发力实施财源建
设扶持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
助力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灵活运用引导基金、贷款
贴息、融资增信等政策，企业技改等项目获扶持资
金10941万元；拨付就业补助资金197万元，众创空
间等税收优惠政策有了落实保障；持续设立10亿元
过桥资金，有效控制了风险外溢，稳定了金融环
境。

同时，岚山区在预算编制中更注重支出结构的
优化，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加大民生政策配套
资金筹措力度，加强对上争引，着力改变支出项目
只增不减的固化格局。1—10月份，到位各类专款
和转移支付110409万元，其中转移支付63070 . 4万
元，专款47338 . 6万元。

该区还通过整合涉税信息平台，建立完善季度
经济运行调度分析、重点税源通报等制度等措施，
不断加强对重点行业、企业、税种征管，堵塞管理
漏洞，实现税源的动态监控。1—10月份，该区税
收收入累计完成24 . 10亿元，税收占比达93 . 4%，直
比增长60 . 5%。

岚山提前完成

全年财政收入计划

□记者 罗从忠 报道
本报五莲讯 “家里的5亩地流转出去了，这

边招工就过来干活了。”今年年初，五莲县中至镇
峨庄村的村民何子京和村里其他40余名村民来到中
至镇弘丰生态林项目建设现场工作。

过去，峨庄村村民主要靠种地为生，经济结构
单一，多数村民收入有限。弘丰生态林项目占地
2000余亩，栽植柳树、黑松、白蜡、板栗、桃树等
38 . 5万株树木，通过流转土地等方式惠及一个省定
贫困村、两个市定贫困村共159户贫困户368人，周
围村庄依靠该项目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真正改变了贫穷的面貌。

“我们仅土地流转费一项每年就为贫困户户均
增收500元，同时优先聘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进
园务工，每人每年可以增收1万元以上。”山东弘
丰集团党委副书记杨勇告诉记者。该项目能够有效
发挥林业产业致富的作用，帮扶周边村民改变贫困
的现状。

近年来，日照市按照国家相关扶贫攻坚的决策
部署，制订了《日照市林业扶贫实施方案》，多次
召开全市林业行业精准扶贫工作会议，充分发挥林
业特色，突出重点，科学谋划，合力攻坚，推动了
生态建设与精准扶贫工作的齐落实、同发展、共促
进。

林业扶贫实现

生态经济“双丰收”

□高华超
田磊 报道

11月15日，日照
市图书馆尼山书院举
办国学公益课堂———
古琴体验，十余名学
员在古琴名家孙传达
先生悉心指导下，免
费 学 习 古 琴 弹 奏 技
法，体验音乐之雅、
古 琴 之 韵 、 意 境 之
美。

□记者 罗从忠 高华超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1月16日，记者从日照市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过前期的组织推荐、资格审
查等环节，全市共有47名候选人进入第二届日照和谐使
者评审遴选环节。

日照和谐使者是为日照市社会工作发展作出突出
贡献，具备专业社会工作知识和能力，具有良好职业
道德、丰富实践经验，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优秀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本次评选重点从在社会工作一线岗位、
直接从事专业社会服务工作的人员中选拔，并向包括
老年公寓、敬老院、社会福利中心、城市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农村幸福院等在内的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养
老服务组织中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服务的社会工作者、
养老管理和服务人员适当倾斜。

日照和谐使者每2年选拔1次，每次不超过20人，其
中养老服务领域5名左右，管理期限为4年。日照和谐使
者在管理期内每人每月享受市政府津贴800元。日照和
谐使者名单将被纳入日照市高层次人才库，享受相关
待遇。在开展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时，日照市政府
将对日照和谐使者领办项目进行重点倾斜和扶持。

和谐使者评审

进入遴选环节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又到一年取暖季。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用散
煤空气污染大的情况，今冬日照市各区县都在
推广清洁型煤。但政府推广的清洁型煤真的“只
清洁不好烧”吗？11月17日，记者走村入户，看村
民现场试烧不同类型煤炭，亲眼见证散煤和清
洁型煤的差别。

10点多，记者来到东港区涛雒镇七村，在村
民侯学金家，两个普通的家用煤炉子正矗立院
中。拉出半袋椭圆形优质无烟型煤侯学金用玉
米棒、木柴点着火，两分钟后铲了几铲子煤倒进
了其中一个炉子。随后，又将厨房里的另一个煤
炉子生上了火，倒进了几铲子优质无烟块煤。

生火的工夫，东港区、岚山区以及日照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清洁煤中标供应商山东德泰电力
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峰，为记者解释优质
无烟型煤和无烟块煤的区别。这两种煤都是政
府推广的清洁型煤。其中，型煤出厂价每吨要
1430元，政府补贴200元，厂家再让利40元，村民
只要通过村委会登记购买，一吨只要花1190元。
块煤出厂价每吨1490元，政府补贴200元，村民
通过村委会登记购买，一吨只需要花1290元。

陈峰说，型煤和块煤形状和价格不一样，热
值上也略有差别。块煤的热值在6500—7000之
间，型煤的热值在6000左右，而一般的散煤热值
只有三四千。

针对有媒体报道个别地方推广的清洁型煤
不好烧且热度低的问题，陈峰说，这可能是因为
所进的煤炭是朝鲜煤，或者是掺杂了煤矸石末
的煤炭，这两种煤炭不易着火，必须使用专用的
节能炉。

10：27，经过了十分钟的燃烧后，侯学金拉
开了两个煤炉子上的铁盖。只见两个炉膛里的
炭块已经烧红，没有出现点不着火的情况。不管
是院子里烧型煤的炉子，还是厨房里烧块煤的
炉子，都没有燃烧后的异味，也不见青烟缭绕。
侯学金的妻子抱着7个月的孙女说，烧了这种清

洁型煤后，一点也不用担心会熏着孩子了。
这两种清洁煤都来自山西晋城，都做了脱

硫处理。相较于散煤来说，具有燃点低、起火快、
热值高，燃烧时间长的优点。单位时间内消耗量
较少，与散煤相比，可节约煤炭20%—30%，同
时，硫低、烟少、粉尘含量低。这两种民用清洁型
煤，可适用于各类民用暖炉、小锅炉、小铁炉，无
需使用专用的节能炉。

侯学金将院里的另一个煤炉子点着了火，
倒进了几铲子往年用剩下的散煤。不多时，满院
子就有了呛人的煤烟味，烟从炉筒里滚滚涌出。
而这时，院子里烧着型煤的炉子，炉筒里肉眼依
然不见丝毫青烟流出，拉开煤炉子上的铁盖，火
红的炭块已经热气灼人了。此时，厨房里的煤炉
子也已经烧开了一壶水。

清洁型煤“只清洁不好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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