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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兆锋 蒋 鑫
本报通讯员 陈新振 刘厚珉

人人参与，家园更美丽

“我们是志愿者，也是美丽使者，让我
们的美丽言行，助力美丽庭院创建！”4月18
日上午，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又集合了，大家身穿印着“美丽庭
院·美好家园·幸福生活”字样的围裙，带上
大小扫帚和撮斗，巡回全村各个家庭，检查
评比庭院卫生环境，并沿途清理垃圾，协助
行动不便者家庭打扫卫生。

单县把杨楼镇苏门楼村确定为新时代文
明实践示范村，引导志愿服务队伍参与，争
做“美丽”示范户，引领全体群众共同创建
美丽庭院。

中年志愿者李守梅以“自家美”引导
“家家美”，带领姊妹们坚持走街串门，评
比美丽庭院，对“达标户”兑现“文明钞
票”奖励。该镇包村干部朱静说，根据奖励
标准，只要参与美丽家庭创建，都会获得不
等面额的“文明钞票”奖励，每月、每季度
和年终可参与“文明富豪”评选，并受到政
府表彰奖励。

在龙王庙镇刘土城村，大街小巷干干净
净，路旁鲜花盛开。村民靳国领的家里，小
院里通道是灰砖铺筑，一尘不染，两边是小
菜园，蔬菜绿油油的。屋内干净利落，茶几
上的果盘和茶具被洁白的纱布盖着，一簇水

仙正值绽放，一缕清香扑面而来。家门口放
着两个小桶，一个放可沤垃圾，一个放不可
沤垃圾。

“刘土城村在垃圾分类推行之前，垃圾
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刘土城村党支部书
记刘洪启说，“我们成立党员干部志愿服务
队、退职教师志愿服务队、退伍军人志愿服
务队等，宣传推广垃圾分类，村干部坚持每
天清扫大街，用身影指挥人，最终‘小扫帚
扫出了大格局’。现在群众切身体会到垃圾
分类带来的便利，从最初的不理解、被动参
与，到现在的打心里认可、主动作为。”

单县立足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大力倡树文明新风，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力争从根本上解决人居环境整治问
题。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建促整治。
实行“星级支部”管理，实施“头雁工程”
建设，压实村级责任，发挥主体作用，建设
一个好支部，打造一处美丽村居。加强新时

代文明实践建设，以活动促整治。广泛开展
“乡村夜话”、垃圾分类、文明实践银行等
活动，让环境整治人人参与、家家治理，提
升群众文明素养，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像单县这样，菏泽市农村人人参与人居
环境整治，让村美街净，使家园如画，能留
住乡愁。

不断创新，联动发力

去年9月份以来，菏泽市持续加大工作力
度，部署开展了7个专项行动，全市农村改厕
覆盖率达85%，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
100%，农村“脏”的问题明显减少，“乱”
的现象有效管控，“差”的状况逐步改观。
在工作推进中，菏泽市不断创新，探索出行
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并梳理固化好经验好
做法，使之制度化、长期化。

菏泽市实行网格化管理，28位市级领导

分包一级网格，11870位县镇村干部分包166个
二级网格和11704个三级网格，市人大、市政
协常委同志靠上监督，市纪委监委也发挥了
监督推动作用，全市构建起了市、县、乡、
村四级联动工作格局。

建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管理机制，
每月委托独立第三方对全市所有县区、镇街
的城市管理（其中包括环境卫生）工作进行
现场暗访检查，并通报排名。同时，每周对
包联的网格进行现场督导检查，促进网格内
环境卫生工作的提质。通过持续不断的督导
考核，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机制不断
完善，环卫队伍建设和设施配备不断加强，
资金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市场化作业覆盖率
达100%，确保了保洁、收集、运输等作业质
量。在全省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
中，菏泽市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指标得分位
列全省第2名。

因地制宜推进污水治理。去年，菏泽市
共完成污水治理村庄1136个，提升污水处理
站202个，新建污水处理站56个，处理规模达
到11 . 5万吨天，11县区均委托第三方运行，建
设人工湿地、氧化塘355个，污水收集池107
个，铺设管网1996 . 6公里，农村污水横流、黑
臭水体现象得到遏制，在省对市乡村振兴战
略实绩考核中，取得了满分的好成绩。

“在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攻坚期，我们
更应该把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放到更加
重要的位置去奋斗、去落实，积极主动地抓
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菏泽市委
副书记、市长陈平说。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本报菏泽讯 4月20日，菏泽

市高层次人才医疗保障“绿色通
道”政策推介会举行。记者获悉，
为全面推进“双招双引”工作，吸
纳人才、留住人才，菏泽市医保局
发动商业保险公司，专门为高层次
人才“量身定做”一份补充医疗保
险，用以弥补高层次人才合规报销
后的个人支付部分，不设起付线，
不设封顶线，让高层次人才实现
“看病就医个人零负担”。

2020年初，省委《关于实施
“人才兴鲁”行动打造新时代人才
聚集高地的若干措施》（鲁发
〔2020〕2号）文件下发后，该市
医保局研究人才工作和医保工作的
结合点，最终确立要为全市高层次
人才提供高效优质医保服务。

菏泽市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铁军介绍，按照现行医保报销规
定，在职职工在三级医院门诊大型
检查特殊治疗费用报销比例为
70%，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为
72%，剩余医疗费用要个人自付。
如果赶上大病重病，不但医保目录
内个人负担部分数目不小，医保目
录外数目也很大。根据医保基金使
用管理不能过度保障的规定，个人
自付部分不能用医保基金支付。

“于是，我们设想发动商业保
险公司，为高层次人才捐赠一份专
门量身定做的补充医疗保险，用以
弥补高层次人才合规报销后的个人
支付部分，不设起付线，不设封顶
线，最终实现看病就医不花钱。”王铁军说。

记者了解到，“一站式”结算报销以后的个人
负担部分，由商业保险作为补充，最终实现高层次
人才“看病就医个人零负担”，实现了多赢。对高
层次人才来说，医保“绿色通道”的开通，为高层
次人才提供了便捷服务，减轻了看病就医的经济负
担，在医疗保障方面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可以全身
心投入创业创新工作；有助于吸引更多优秀高层次
人才来菏泽服务，更好推动全市“双招双引”工
作，实现“后来居上”目标；对于商业保险公司来
说，则体现其社会责任感，提升社会形象，获得公
众认可，还优化了全市营商环境，提升了菏泽投资
洼地的“城市温度”，是进一步优化菏泽“安心、
放心、暖心”营商环境的有益探索。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本报菏泽讯 4月20日，菏泽市知识产权宣传周

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现场获悉，2019年，全市国
内注册商标申请量22998件，同比增长22 . 7％，注册件
数17355件，同比增长48 . 5％。

4月20日为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日，4月26日
为第20个“世界知识产权宣传日”。2019年，菏泽市
国内注册商标申请量22998件，同比增长22 . 7％，注册
件数17355件，同比增长48 . 5％。国内注册商标期末有
效量52158件，位于全省第9位，较上年增加16088件，
同比增长30 . 84％。其中有效商标总量超过7000件的县
区2个，分别为曹县9867件、单县7919件。新增马德里
国际注册商标申请220件，位居全省第1位，马德里国
际注册商标受理量111件，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期末
有效量167件，位于全省第6位。申报地理标志商标37
件，中国地理标志商标期末有效数32件，位于全省第
12位。全市共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5个。

菏泽市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1004件，同比增长
10%。东明县、郓城县、巨野县、成武县发明专利申请量
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中东明县、郓城县增幅分别
为94 . 4%和55 . 2%。全市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185
件，同比增长4 . 5%，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 . 36件，
较上年增加0 . 04件。全市PCT国际专利申请量9件。

此外，2019年，菏泽市在全市开展了知识产权执
法“铁拳”行动，严厉打击了专利、商标假冒侵权和
地理标志侵权等违法行为，查处专利假冒侵权案件17
件；办理商标违法案件71件，案件总值45 . 51万元，
罚没款金额68 . 81万元。

□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本报通讯员 姚朝磊 谢新华

推窗见绿、抬头赏景、起步闻香。4月16
日，记者在实地走访菏泽巨野龙堌镇、柳林
镇和董官屯镇的多个村庄时，第一印象便如
此深刻。巨野在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让乡村更美更宜居作出了有益探索。

打造“一村一景”

留住美丽乡愁
走在巨野县龙堌镇的十里樱花丰收路

上，满眼皆春色。樱花、油菜花竞相开放，
花团锦簇，红黄分明，细闻清香徐来。路两
旁，绿油油的麦浪层层叠叠，劳作其中的村
民看着即将到来的丰收，满脸欣喜。

耿庄村位于丰收路以南，600年的历史积
淀，钟灵毓秀，冠以武术之村、耿饼之村、
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走进村庄，处处
是景。屋舍俨然，寻常巷陌，两侧绿意盎
然，几个孩童正在花丛中捕蜂捉蝶。

在耿庄村的党建广场旁，建有水榭公
园，拱桥、长廊、湖心亭……满满江南水乡
风韵。“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污水坑。坑水腥
臭，岸边生活、建筑垃圾遍布，还有一个厕

所，别人经过时都要捂着鼻子，我家更是紧
闭门窗。”与公园仅有一路之隔的耿传真可
谓受尽了“煎熬”，为了远离这个“是非之
地”，耿传真曾一度想搬家。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8年才有了彻
底改变。这一年，镇里下大力气整治村居环
境，村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
污水坑就不见了，却而代之的是现在的公
园。”耿传真说，这里也就成了村民们的聚
集地，广场舞、秧歌队很是热闹，人们的文
化生活丰富了。

据龙堌镇相关负责人张体征介绍，近几
年，该镇规划引领，因村施策，进行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贴近百姓生活，增加村
庄的个性内涵，彰显各村特色，构筑起‘一
村一景一品一韵’的格局，将美丽乡村连点
成片。”他说。

打造美丽庭院，更在传承

美丽乡村，美在庭院，庭院之美，美在
人心。步入巨野柳林镇前郝庄何凤华家，杜
鹃、牡丹等形色各异的绿植，错落有致地摆
放在庭院里，生机盎然。

在前郝庄，像何凤华家这样的美丽庭院
示范户有57户。在村子街道两旁的宣传栏

上，有受表彰的杰出美丽庭院示范户。“为
了鼓励大家收拾庭院，搞好家庭卫生，我们
每年会从美丽庭院示范户的基础上再宣传10
户更为出色的，将照片与信息放置于村里明
显的宣传栏上，进行表彰。”前郝庄村支书
郝承华告诉记者，美丽庭院示范户的评选活
动，大大提高了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提质
的积极性，以往的生活陋习都在慢慢改变。
自家院子变美了，小家美带动着大家美，庭
院美带动了村庄美。

在美丽庭院示范户宋春荣的家中，庭院
干净利落，没有杂物。房屋内，窗明几净，
家具摆放整齐，让人看了很舒服。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宋春荣的两个孩子
也成为家务活的“主劳力”，大儿子秦家伟
更是制定了10条日常规划，关于打扫卫生和
收拾家务的就有9条之多。

“我认为包括美丽庭院在内的村民居住环
境改善，不是一代人的事，更需要传承，才
能更好地发展下去。”宋春荣说，作为家长
应身体力行，给孩子做好榜样，从小培养孩
子注意卫生的好习惯。

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100%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是大多数人对农

村的印象。因为基础设施不齐全，村民环保
意识薄弱，如何治理生活污水，改变乱堆乱
放现象，更是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
的一大难题。

位于巨野县西南部的榆园新村，为土地
增减挂钩项目村，该村却不仅实现了生活污
水无害化处理100%，还做到了生活污水循环
利用。

4月16日，记者在走访时了解到，榆园新
村在规划之初便配备建设生活污水处理站，
污水从家里厨房、厕所经埋在地下的下水道
流进村里的处理站，味道消失了，生活环境
自然变好。当日13时许，已过饭点，榆园新
村村民王连营正在厨房里洗碗，废水经清洗
槽流进下水管道，整个厨房和院子根本看不
见一点污水痕迹。

一个村子配备污水处理站，算是“高
配”。随后，记者在王衍存的引领下来到该
村的污水处理站。一小铁皮屋，四周环绕着
栏杆，周围是绿植。乍一看，记者很难将其
与污水处理扯上关系。

“别看它小，功能可大着哩！”王衍存
介绍，从各家各户流出的生活污水都会汇集
到这里，经过曝气、电解、消毒等一系列处
理，然后再经过二次净化，完全达标后用于
农田灌溉，做到了生活污水循环利用。

巨野县积极探索让乡村更美更宜居———

美丽乡村入画来

菏泽坚决打赢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硬仗———

让村美街净 使家园如画 能留住乡愁
◆农村人居环境是反映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也是推进乡村振

兴最有效的突破口。去年9月17日，省委在单县召开菏泽乡村振兴现场推进
会后，菏泽市相继召开市委常委会、全市动员会，对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分三个阶段推进工作。经过半年
多的努力，整治效果非常明显，农村面貌有了很大改善。“通过这项工作以
及这次疫情防控可以看出，菏泽的广大干部群众有干劲、有能力，只要我们
再接再厉、常抓不懈，就一定能取得更大整治成效。”菏泽市委书记张新文
说。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蒋鑫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19年度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的激励候选县名单，长垣
市是河南省唯一入围的县市。

4月17日，省挂职牡丹区委副书记贾国斌
和省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一行，到河
南省长垣市考察乡村振兴工作。记者随行，
对长垣市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了
解。

走进长垣市蒲西街道云寨村，只见大街
小巷柏油路干净整洁，沿街各家或粉墙黛
瓦，或镂空透景。街道两旁，鲜花盛开，绿
意盎然。让人宛若走进世外桃源。

前些年云寨村，路是土路，村头的4个坑
塘堆满垃圾，很多空闲房屋倒塌、院内长满
荒草。云寨村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
革，让闲置宅基地“活起来”，利用退出的
宅基地，兴建了污水处理厂、旅游公厕、党
建广场等公共设施。同时，村里投资390万元
对4个坑塘实施整治提质，还种植了300亩天
鹅绒紫薇花和100亩向日葵，该村逐渐成为花
海中的美丽村庄。如今，每逢节假日和双休
日，云寨村每天的游客都超过1万人次。以一
个原先的垃圾坑塘为例，整治成旅游景点，
新上了游乐设施，两个月收入30万元。

长垣市开展了五星级示范村创建活动，
构建了“11115”体系和“369”体系，统筹各
个部门、各种资源、各界力量，为人居环境
整治提供制度保障。“‘11115’体系要求每
个行政村编制一个多规合一的村庄规划，成
立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开展以土地制度改革
为主的一揽子改革，制定一个三年行动计
划，实施畅通、净化、绿化、美化、文化五
大工程。‘369’体系由市财政3年内分别安
排3亿、6亿、9亿元‘五星级示范创建村’奖
补资金，对创建成功村每年给予50万至1200万
元奖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建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共建
的工作机制，加速五星级示范村创建的进

程。建立市、乡、村三级督导和“五个一
批”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工作机制，营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吸纳了356家企业和1080名
在外经商创业人士、社会乡贤累计投资捐资
3 . 2亿元，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重点项目建设。

为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长垣市坚持以
补上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为着力点，实施厕所
革命、垃圾分类处理、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
提质四大工程，做到农村人居环境精致建
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进7家大型环卫保洁
公司，乡村保洁员数量占全市农村人口比例
的4‰，实现市场化、专业化保洁的全域覆
盖，率先在河南实现“村收集、乡转运、市
处理”的全域垃圾无害化处理全覆盖，实现
农村垃圾“日产日清”。探索实施“三分类
两处理”的农村垃圾分类工程，实行垃圾分
类积分兑换的方式，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
以国家级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为契机，全面开
展宅基地制度改革，通过规范执行一户一宅

政策，实行超占面积有偿使用、分类退出，
为村容村貌提质，提供资金支撑、空间支
撑、路径支撑。

取长补短，异地考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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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内注册商标件数

同比增长48 . 5％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本报菏泽讯 为进一步提升菏泽城市品质和形

象，提升市民文明旅游素质，菏泽市文明办、团市
委、市文旅局根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要求和第29届菏
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安排，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工作要求，联合在全市开展“牡丹花开”文明旅游志
愿服务活动。在菏泽主干道、公园、牡丹园，一个个
头戴红帽身穿红衣的志愿者成为牡丹花会节期间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4月15日上午，菏泽天香公园内前来赏牡丹的市
民络绎不绝，而穿梭其中捡拾垃圾、发放文明行为宣
传册的志愿者引来不少市民的关注。

“今天上午出门急，忘戴口罩了。谢谢你们的免
费口罩。”公园内，菏泽市气象局志愿服务队员见几
名市民未戴口罩，便发放他们每人一个，随后又向他
们讲解了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

据悉，此次“牡丹花开”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
依托第29届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五一劳动节、五四
青年节等时间节点，组织了全市170余家单位组成以
党员干部为主的志愿服务队，在交通枢纽、高速路
口、景区景点及周边、公园广场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
设置志愿服务站，在配合做好身份证检查，体温测
量、消毒消杀等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的同时，向市
民和游客发放文明旅游宣传资料，宣传普及文明旅游
知识，传播文明旅游理念，积极倡导市民遵守法规、
恪守公德、讲究礼仪、爱护环境。

“牡丹花开”

志愿服务暖人心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刘厚珉 报道

4月19日下午，菏泽市单县黄岗镇二街村、邓窑村的群众聚集浮龙湖畔，扭秧歌、跳广场舞，乐此不疲。“这里环境好，大家家都喜欢到这里
休闲健身。”爱扭秧歌的张伟山老人说。近年来，单县顺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和生产生活生态态，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
和村容村貌提质为主攻方向，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大幅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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