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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刘芳芳 报道
本报青州讯 今年以来，青州市以“大学习、

大调研、大改进”为契机，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进行专题调研，明优势、找短板，察实情、寻实
策，以创建省级引智基地为抓手，打造一支强大的
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引领乡村人才振兴。

青州市认真落实帮扶政策，切实加强省级引进
国外智力成果示范推广基地建设，着力打造全市乡
村振兴引智项目的精品和乡村产业发展的龙头。强
化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推动山东华盛农业等省级引
智基地与国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建立
合作关系，加大基地高层次海外人才引进力度，目
前已引进海外留学生6名、海外育种专家8名。该市
以省级示范基地为中心，延伸服务半径，向周边种
植农户开展知识培训和业务指导，提高农民种植蔬
菜、花卉的技术水平，扩大辐射推广范围。目前，
示范推广基地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26期、知识讲座
108次，参训人员达7 . 5万人次，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110项，推广引智成果100多个。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青州讯 青州市积极推行社会保险经办服

务“综合柜员制”改革，打造社保业务一体化经办
新模式，努力践行“最多跑一次”改革。

青州市将原先多个窗口、多个科室的业务整合
为一个综合性窗口，在窗口前台进行一次性告知，
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和一次性办结，着力打
造优质高效便民的“社保服务超市”。通过一窗受
理多项业务，实行一次性告知、一条龙服务、限时
办结，变多头办理为一窗受理，变群众奔波为“信
息跑腿”，实现了“群众少走路、数据多跑腿”的
一站式服务目标，相比以前的一项业务一个窗口受
理，大大节省群众办事时间。自改革以来，窗口办
事效率提高一倍以上，有效解决了窗口业务分散、
任务不平均、群众排长队等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下一步，青州市将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优化
服务内容，简化经办流程，优化岗位设置，通过各
项业务精细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建设，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办事效率，方便参保人员办理各项社保业
务，提升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质量和水平，努力将办
事服务大厅建成优质高效、方便快捷、智慧融合、
群众满意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场所，实现“青州社
保事，最多跑一次”的承诺。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郭庆滨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近年来，青州市以实现农村公路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为总目标，全面提
升标准、完善养护，农村道路阡陌变通途。

自2013年以来，依靠上级资金奖补和市级财政
补助，青州市先后实施了“全省村级公路网化示范
县工程”“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等一大批
项目。5年来，农村公路完工里程达到了1800余公
里，总投资23 . 5亿元。截至2017年底，青州市通车
总里程达到2841公里，其中，农村公路2635 . 9公
里，约占通车总里程的93%，百平方公里公路密度
181 . 1公里。农村公路中县道213 . 1公里，乡道412 . 7
公里，县乡道在农村公路中占比达到23 . 7%，形成
了铁路、国省道及县乡道纵横交错、布局优化、功
能齐全、路网密布、出行便利的良好态势。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高长亮 郑秀宝

8月5日，青州市庙子镇北崔崖村天气凉
爽。清凉的溪水中，用石头打水漂的，拿水枪
打水仗的……来自各地的孩子们正在嬉戏玩
耍。“这里环境好，空气新鲜，我每年都带孩
子来玩，水里玩够了，边上就有农家乐，吃炒
鸡、野菜，还可以住上一晚，每次都舍不得
走。”来自淄博的张涛告诉记者。

近年来，北崔崖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每
年接待游客8万人次，带动相关产业收入100余
万元，村民人均年增收3700元。

北崔崖村乡村旅游的火爆，是青州市以产
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青
州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提升基层组
织凝聚力，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做好农
村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基础设施提升，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积极培育文明乡风，
走出了一条具有青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另一边，在青州市王坟镇侯王村的亲子教
育基地，青州市金翅膀幼教集团正在开展亲子

游活动。这里有孝文化广场、孝文化展览室、“四
德一条街”、孝文化农家乐等，让孩子在玩的同
时接受孝文化熏陶。“今年已经组织了20余次，有
2000多名孩子参加过活动。”带队老师告诉记者。

“来这里，孩子能学习文化知识，并且环
境好，森林覆盖率高，有天然大溶洞黄巢洞，
对孩子身心健康都有益处。”多次带孩子来参
加活动的家长刘芳芳说。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风文明。青州市以培
育文明乡风为突破口，发挥侯王、张家洼等
“孝德品牌”的引领作用，大力推广“以孝治
村”模式，着力树新风、扬正气。推进移风易
俗，各村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婚丧改革取得
了明显的成效。侯王村多年来一直坚持以孝治
村，孝亲敬老蔚然成风，从落后村变成了全国
文明村，通过以孝文化作为引领，把文化、旅
游、农业结合起来，实现了民富村强。目前，
全村303户人家中有106户办起农家乐，带动村
民就业300余人，人均年增收5000余元。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青州市把人
力资本开发放在首位，重视培育和引进人才，
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回乡创业，举办

“乡情感召凤还巢”等活动，引导青州籍专
家、学者、企业家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在外打
拼的90后青年高长海，辞掉工作回到老家王坟
镇柿子沟成立了旅游合作社，创建“柿子哥”
柿饼品牌，带动乡亲们走上致富路。退伍军人
姚忠修回到庙子镇创业，成立了青州宇信钙业
股份有限公司，与贫困村庄结对子，出资30多
万元扶贫，安排下岗工人再就业140人次，先
后资助20名贫困学生继续学业。一大批回乡创
业青年担起了农村发展的重任。

乡村振兴需要人才，还需要基层党组织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青州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开设“支部书记论
坛”，定期组织交流研讨，并依托职业院校和
各类培训机构，对党支部成员开展专科以上学
历教育。不断深化“红旗党支部”创建，评选
“红旗党支部”81个，举办市、镇两级培训班
39期，培训新一届村“两委”成员、村会计、
村民代表、村委监督委员会成员5万余人次。

王坟镇上白洋村群山环抱，自然风光秀
丽，但地处偏远，土地贫瘠，只能靠天吃饭。
该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十几次组

织党员和村民代表外出考察学习，成立了“青
州柿子沟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发动全体村
民共同入股，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和凝聚力，
乡村旅游发展得红红火火，先后获得“山东最
美旅游风情小镇”“山东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等称号。通过推行“党支部+合作社+项目+农
户”等模式，青州市25个贫困村、2250户贫困
户和5139名贫困群众全部脱贫摘帽。

乡村振兴不能仅靠自身的力量，还要吸引
外来资本投资建设。青州市积极探索代理招商、
网络招商，广泛吸引外来资本投入乡村振兴中，
根据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等情况筛选了100个
乡村振兴样板村，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分
类打造，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王坟镇胡林古村过
去交通不便、贫穷落后，潍坊龙瑞旅游管理中心
董事长刘化龙却看中了这里良好的生态资源，
出资近3000万元与村里合作社共同成立胡林古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农民变身工人，既可以领工
资，年底还有5000元分红。旅游公司进驻3年，村
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山体得到了整理，层层梯田
上种着蔬菜和玫瑰，村前的一片深沟打造成了
景观水系，与山坡上的亭台楼阁相映成趣。

青州发展乡村旅游带活一方经济

侯王村303户有106户办起农家乐
北崔崖村每年接待游客8万人次，带动相关产业收入100余万元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杨国胜

青州市庙子镇南富旺村绿树环绕、流水潺
潺。7月29日，四面八方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炎热
夏季里难得的清凉。“这里空气好，有山有水很
凉爽，周末来住一晚舒服方便。”来自东营的方
心仪一家，自驾游来到了这个小山村。

过去的南富旺村可不是这样，作为一个贫
困山村，人均耕地0 . 6亩，山地面积达到5000余
亩，传统农业只能靠天吃饭，村民收入低。从去
年开始，该村发挥青山绿水的优势，利用闲置民
房，打造“江北水村”旅游风景区，走出了一条山
村振兴的致富路，现在旅游业已初具规模。

在南富旺村南侧，通过山泉截流，建成了
一个小型水潭，游人可以划船观景，还可以在
浅水区游戏摸鱼，体验山村生活，村里还建造
了木制餐饮动车和动物乐园。

“这里不仅有原生态的风景，还有小型游

乐场，民宿干净舒适，特别适合旅游度假。”
来自潍坊市区的游客邹元庆说。

南富旺村党支部书记岳东刚告诉记者，由
于毗邻泰和山黄花溪景区，该村交通便利，游客
资源充足。另外，村里有天然泉水，水质好，含锶
量高。河里水量充沛，形成了房前溪流、房后傍
山的地理优势。另外，两侧青山植被茂密，森林
覆盖率较高，是山东省级森林村，空气中负氧离
子含量高，非常适合夏季避暑。

2017年3月，潍坊市委政法委包村工作组
和村“两委”研究制订了美丽乡村总体规划，
结合南富旺村水资源优势发展起旅游产业，明
确了“江北水村”旅游项目的发展方向，带动
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刚开始发展旅游的时候，我们没有经
验。为此，村委成员专门到外地乡村旅游景点
考察，并结合我们村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才走
出了这么一条道路。”岳东刚说，在发展乡村

旅游过程中，为解决资金问题，他们采取了村
民入股的方式，共享发展成果。

来到村里的河谷两侧，别致的民宿依山而
建，排列有序，大都由石头砌成，冬暖夏凉。随便
走入其中一处，只见民宿外面保留了原来的山
村民房的面貌，木制的大门、院落以及住房和南
房，而房子里面则是现代化的装修，沙发、餐桌、
无线网络、有线电视、淋浴设施一应俱全。

“我们村有107户370人，年轻人大多都已
经走出山村到城市去了，留在村里的多是中老
年人，很多民房都空置下来，我们将这些闲置的
民房重新利用，通过现代化改造，变成了特色民
宿。”岳东刚说，民宿必须保留原有的布局，再加
入新的元素，才能更有特色。一处普通院落民
房，可以满足游客一家人居住，有的院落可以同
时接待4家，适合小型团队集体入住。

这些民房通过改造有了新用途，也给村民
带了更多的收入。岳东刚说，民宿纳入村里合

作社统一管理，由专人负责。如果游客来住
宿，合作社会根据游客的需求安排。“目前，
村里的精品民宿已发展到了15家，可容纳50多
人同时住宿，每人每晚100元。”岳东刚说，很多
游客来附近旅游，特别喜欢住在民宿里，体验乡
村特色，晚上还会和村民坐在一起聊天。

住着特色民宿，游客们还可以享受不一样
的餐饮体验。在河边，几个木制草亭里摆放着
村里大石头做的餐桌和枣树原木锯成的木墩，
游客在这里观山景、听水声进餐，别有意境。

草亭旁有一家“富旺客”农家饭店，店主岳
希军正忙着洗菜。“城里人来玩，都愿意品尝一
下当地的农家饭菜，我们村的特色是‘八大碗’，
蔬菜都是自己种的，无公害。”岳希军说，以前在
村旁的黄花溪景区旁边开饭店，竞争激烈，自己
村发展起旅游业以后，他马上回村开起来这个
饭店，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因为很多游客都选择
住宿，他的饭店一天三顿饭游客不断。

一个小山村的旅游致富路

闲置民房变民宿 农民回村做生意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孙楠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近年来，青州市推进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取得新突破，让更多参保
群众享受到“医保漫游”带来的便利。今年7
月，青州市人社部门被省人社厅评为山东省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先进单位”。

青州市强化医保数据采集精准度，全面优
化经办管理，不断扩大直接结算纳入范围。截至
目前，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作为定点医院已接
入国家结算平台，与32个省市共计9280家定点
医疗机构实现了就医结算互联互通，青州市参
保人员累计在省外实现联网结算212人次，切实
解决了参保患者“跑腿”负担和“垫支”压力。开
展“为民服务乡村行·人社政策赶大集”便民宣

传活动10场，组织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专题
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彩页、现场
答疑等形式，广泛宣传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
宣讲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给群众带来的实惠。

据悉，2018年，青州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达73 . 74万人，覆盖率超过95%，筹资
工作完成率突破性达到105 . 76%，基本实现制
度和人群全覆盖，全面建立门诊特定病种和普
通门诊统筹制度，纳入医保支付的药品达3900
种，并将一个医疗年度内的大病保险最高支付

限额提高至40万元，保障了参保人员的基本医
疗需求。健全市、镇、村三级服务的经办管理
服务体制，加快“互联网+医保”建设，以社
会保障卡应用为基础，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不断提升。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取得新突破，益都中心医院

与32个省市9280家医疗机构结算互通

推进引智基地建设

引领乡村人才振兴

“社保服务超市”

变多头办理为一窗受理

青州建设“四好”农村路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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