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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斌
通讯员 隆卫 刘菲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0月15日，记者从滨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该市已有100 . 3万群众签领了电
子社保卡，占社保卡持卡群众的25 . 6%，提前超额完
成人社部下达的年度任务。

据悉，电子社保卡是社保卡的线上形态，与实体社
保卡一一对应，由全国社保卡平台统一签发，全国统
一、全国通用。具有身份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就
医结算、缴费及待遇领取、金融支付等功能。群众可以
通过扫码、验密、刷脸等方式完成身份认证，也可以通
过主扫、被扫、线上操作等方式完成办事应用。

今年9月滨州市被确定为“全国社会保障卡‘一
卡通’创新应用综合示范”试点。目前，已实现70余
项应用扫“码”办理。登录“滨州智慧人社”App，
通过“电子社保卡”板块，可办理就业创业证查询、
社保卡补换卡等32项高频服务“一网通办”。

□记者 姜 斌
通讯员 张传民 贾菲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0月16日，沿黄九省区黄

河论坛暨山东社科论坛——— 沿黄地区中心城
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滨州学院
举行。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共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
家战略的实施发展，推动搭建协同智库对话
平台。而在此之前的10月13日，另一场研讨
会———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立法
研讨会也在此举行。

据了解，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沿黄地区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城市群是
黄河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和
增长极，而中心城市则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中发挥着引领带动作用。

论坛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
专家们认为，推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和城市
群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握黄河流域的特殊
性，坚持主体功能区建设思路，分为优化
类、重点类、开发类、禁止类四种开发区
域；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要，将生态约
束贯穿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提升制造业
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加快建设品质
智慧城市；积极借鉴、创新工作思路，发
挥中心城市引领作用，扬长避短、因地制
宜、体现特色；走协同创新之路，推动区
域内部协同及区域外部的联动发展，探索
构建由沿黄城市组成的城市联合体，推动
协同发展；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
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探索
沿黄城市配水用水新模式；大力弘扬黄河文
化，加强文旅创新，打造沿黄城市旅游文化
品牌；加强产城、产教融合，增强产业互补
性，构建有地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搭建
合作联盟，推动黄河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滨州位于黄河三角洲腹地，94公里黄河
穿境而过，黄河文化与齐文化在这里发祥交
融。今年以来，滨州市充分发掘作为沿黄城
市的区位优势，开展了黄河生态保护和修复
工程专项行动，推动把黄河元素打造成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建设河美水秀、河城融
合、民富市强的新滨州。

作为论坛承办方之一，滨州学院党委
书记刘春华介绍，近年来，学校依托省黄
河三角洲文化研究基地、省黄河三角洲生
态环境重点实验室等五大省级科研平台，
打造黄河三角洲文化、生态、经济等领域
科研特色品牌，推出了一系列学术精品，
培育了一大批标志性成果。今年，滨州学
院被确定为省人大常委会地方立法研究服务
基地，并委托开展黄河生态保护立法调研等
多项课题研究。

据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王文禄介绍，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须以法治为基本手段和保障，坚
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以
良法确保黄河流域治理成为善治，保障黄河
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高雷 报道
本报邹平讯 10月13日，科技部发布关于认定

2020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的通知，邹平国家高
端铝材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成功入选，成为此次认定
的11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之一。

近年来，邹平市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
“高端化、集群化、品牌化、绿色化”要求，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以产业链延伸为主体，以铝产
品交易和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一体两翼”铝产业发展
格局，形成全产业链优势，推动铝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铝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100亿元，铝深
加工率达60%以上，邹平铝产业集群不断迈向绿色高
端，世界高端铝业基地“核心区”正加速崛起。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王 军 吕明芳

近日，记者驱车行驶在惠民县的林间小路
上，车窗外满目都是整齐壮观的林场。该县皂
户李镇茹园万亩林场的工作人员正悉心打扫
着卫生，他们告诉记者，十一期间，很多外地游
客都来到这天然氧吧呼吸新鲜空气，还用手机
录下森林美景，发到朋友圈与朋友们分享。

苗木种植是惠民县的特色产业，全县连片
苗圃和苗木基地育苗面积达23万亩，年产值近
30亿元。该县是“买全国、卖全国”的苗木周转
站、集散地和中国北方最大的白蜡、国槐种植
基地。惠民林业经济经久不衰，在于其不断根
据现实状况调整产业结构，念活了一部“升级
变身”经。

李金波是惠民县茹园苗木有限公司总经
理，有着十几年从业经验的他眼光长远，早早
就规划起“种养结合”模式。

以前，茹园万亩林场所在的区域是一片盐

碱地，玉米、小麦产量比其他地块低得多。2012
年，李金波流转土地1 . 4万亩，建成林场，种植
白蜡、国槐、海棠、紫叶李等20余种树木，并通
过林下养殖、深耕改良、水肥一体化和机械化
林间管理，改善了土壤肥力和周围环境，引来
白鹭、野鸡等珍稀鸟类栖居，土地亩产效益从
300元增至1300元。

林场在种植树木的同时，利用林下空间发
展套种、养殖。目前有土鸡和鹅各2万只，不仅
能卖鸡蛋鹅蛋，销售鸡肉鹅肉，还为游客提供
赶鹅、抓鸡体验，年增收近500万元。

林禽混养产生多重效益，盐碱地摇身一变
成了“绿色银行”。在茹园万亩林场的带动下，
皂户李镇逐渐发展起“林间经济”，歇马亭、前
找李村林下养鹅，李六村林下养鸡，河西卢村
林下种植菊花，园子李、河西王村林下养
蜂……全镇依托8万亩苗木种植基地，挖掘林
地立体空间经济效益，探索林禽、林菌、林药、
林蜂模式，发展林下种养2万亩，实现增收1000
万元。

“林间经济”是苗木从业者经过多年实践
总结出的好方法，却不是唯一出路，皂户李镇
后找李村的花卉盆景也可圈可点。该村苗木种
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不但起步早，转
型也及时。

君子兰、一品红，三角梅、桂花……走进该
村的花木温室，各种盆景映入眼帘。“温室是村
集体和大户共同出资建设的，销售全村的盆
景、野菜、木工产品。”村党支部书记张军高兴
地向记者介绍，“运营一年多以来，已通过电商
平台卖出了5000余单盆景，纯利润5万元，预计
今年利润将突破10万元。”

后找李村108户、耕地1100亩，过去以种植
绿化工程所用的白蜡、国槐等大乔木为主，这
些苗木生长周期长、产值较低，逐渐不能满足
市场需求，并且受季节影响很大，在淡季，村民
就没有合适的苗木可卖，影响收入。

如何让林业优势成为新的收入增长点，
成为摆在后找李村面前的首要任务。时下，
花卉盆景成为市场紧俏产品，张军瞄准方

向，组织党员、群众到江苏、河北等地学习
花卉盆景栽植修剪技术和电商营销，还组织
支部成员商议，采取支部班子和党员集资、
群众入股的方式，带领群众投资35万元建成
了花卉大棚，引进绿植和时令花卉50多个品
种。

“花卉盆景和花灌木种植相比以前单纯的
绿化苗木种植，虽然前期建大棚投资较大，但
种植不分淡旺季，效益成倍翻。”张军说，这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拓宽了林业产业链条，促进
了村民增收致富。

目前，张军正带领村民拆除村内断壁残
垣，筹建二期花卉温室大棚，发展盆景制作培
育，还与江苏一家盆景销售厂家达成协议，研
发盆景白蜡，提升产品利润率。“花卉大棚经过
一年的时间，效益挺好。我们计划再建月季园、
农田采摘和果蔬采摘园、甜瓜大棚采摘园、垂
钓园等4个园区，5个项目预计增加村集体收入
20万元以上。”说起下一步，心中已有明确蓝图
的张军充满干劲。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管林忠 刘明亮 报道
本报滨州讯 今年以来，滨州市把人才工作作为

人才强市的“一号工程”，以实施“双一流”高校毕
业生倍增计划为重点，创新人才机制，加大招引力
度。1-9月份，全市引进来滨就业“双一流”高校毕
业生431名，超额完成省定任务的139%。

滨州市以开展“百名高端专家、千名硕博士、万
名大学生进滨州”为抓手，制订2020人才新政20条，
用高质量政策招引高质量人才。高规格举办“滨州人
才节”，打造专属人才的节日，给予来滨人才最高礼
遇。活动期间共有83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45个项目
现场签约，269人达成引进（就业）意向。

同时，面向省内外“双一流”高校开展密集招聘，在
积极参与“山东—名校直通车”的基础上，大力度举办

“选择滨州—名校人才直通车”活动，宣传滨州人才政
策和岗位需求，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各类人才招聘127
场，引进大学生10441人，其中硕士1109人、博士55人。

今年引进

“双一流”高校毕业生431人

百万余人签领电子社保卡

邹平成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王军 路洪爱 报道
本报惠民讯 惠民县孙武街道创新社区治理新模

式、不断健全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水
平，为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社区居民的幸
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显著提升。

面对辖区内单位、小区、商户体积大、数量多等
情况，孙武街道党工委根据群众分布特点，将城区划
分为8个城市社区，构建起“街道党工委—社区综合
党委—网格党支部—楼宇党小组”的组织体系，建立
党建活动阵地58处，配套党员活动室、党建宣传栏等
设施，固定每月第一个周末为“网格党支部活动
日”。目前，已组织党员开展红色议事、红色志愿服
务、红色微心愿认领等活动200余次。

“党建+社区”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记者 程芃芃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日前，滨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全市近两万名普
查员全面开展入户摸底登记。

据悉，该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对象包括普查标
准时点2020年11月1日零时在滨州市行政区域居住的
自然人(含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及在滨州市行政区
域外居住、户籍在滨州市公民，不包括在滨州市行政
区域短期停留市外人员、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
查内容主要为公民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年龄、
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
育、死亡、住房等。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全面启动入户摸底登记

沿黄九省区黄河论坛暨山东社科论坛在滨州举行

推动黄河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惠民念活苗木“升级变身”经

□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朱林 高雷 周伟

金秋时节，邹平市高新街道司家村文明
实践站好戏连台、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喜
庆祥和气氛。

对接群众需求的“地气”，邹平市探索
制定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日历，于每月月初
向社会发布，各类文明实践活动按日历有序
开展。临池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文艺
汇演，邹平市卫生健康局“讲文明讲卫生
改陋习树新风”文明实践活动，市市场监管
局“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培养文明节约习
惯”初心宣讲……邹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月月有主题、周周有品牌、天天有活
动”，文明触角延伸至千家万户。

“群众在哪，文明实践阵地就建在哪；
群众需要什么，文明实践活动就干什么。”
邹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郑红丽介绍，作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城市，邹平在
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宜建全建”基础
上，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开展文明实践群众
满意度评价，精心打造文明实践“15分钟服
务圈”。

5月份以来，援鄂护士王佳欣多次受邀现
身邹平新时代文明实践初心宣讲，展现邹平
最美逆行者“战疫”风采，在全市引起热烈
反响。让“身边人讲身边事教身边人”，邹
平深化“最美邹平人 好人成名人”品牌建
设，开展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层层推、处
处敬、人人学”活动。在文化服务演出、报
告会等文明实践活动中，让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新时代好少年等先进典型坐首排、占C
位，树立德者有得、好人好报、正气充盈的
鲜明导向，推树了制服持刀行凶者的见义勇
为先进个人王磊，“爱心妈妈”团队入选
2019年度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最佳志
愿服务组织。

着眼群众喜闻乐见、深度参与，邹平公
布首批12名市级“新时代宣讲师”，将初心
宣讲和社科普及结合起来，以文艺宣讲的方
式，组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社科普及志愿
服务活动。基层实践站所配齐配强858名初心
宣讲员，利用村民会议前、文艺演出前、放
电影前、跳广场舞前、升旗仪式后“四前一
后”，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最接地气的事
例、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初心宣讲。成
立志愿服务促进中心，对全市15 . 6万志愿者、
2330支志愿服务队伍进行全域、全程、全方
位管理，市级层面的“七彩”志愿服务分队
与青年、巾帼、老年三支分众化志愿服务分
队，连同在镇街文明实践所设立的16支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分队，构建起“1+26+
N”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矩阵。

打开邹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全域地图，
16处五星级实践所、133处五星级实践站、784
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4大类16处特色基地多

点开花、布局合理。邹平通过率先出台星级
评定管理办法，按照“一街镇一品牌、一村
居一特色”原则，对文明实践所（站）典型
示范、动态管理。市财政每年安排300万元专
项资金，保障各级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建设、志愿者队伍培训、文明实践项目扶持
和管理平台运营。

持续优化提升，文明实践服务进入邹平
群众“15分钟生活圈”。今年8月，邹平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完成了信息化提升，5G信号
覆盖下“云游体验新时代文明实践”成为邹
平市民群众新时尚。邹平还将全市五星级文
明实践站所、五星级文明实践站、文明实践
特色基地、文明实践标杆企业等资源有机整
合，精心打造出东西南北四大高标准片区。
通过开展各具特色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实现市民出门不到15分钟，就能参与到高质
量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享受到高品位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

邹平打造文明实践“15分钟服务圈”

□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葛肇敏 董高峰

10月6日一大早，裴振海完成了“例行”的
晨练散步后，开始和老伴儿忙着张罗好酒好
菜。这天，老裴在外地工作的两个女儿带着女
婿和外孙、外孙女回娘家团聚，一家人在自家
煮上一锅火锅，8口人其乐融融，喝着珍藏多年
的好酒，聊着家里的近况。

“几年前的那套房子80平方米，女儿女婿
回家还得打地铺。现在这套132平方米，都睡床
一点儿问题没有！”裴振海说。说起房子的变
化，老裴的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上了。

今年62岁的裴振海，是原先滨城区市西街
道亚药刘村人。30年前，村里家家户户种地是
主业，村民全年的收入，就指望小麦、棉花、玉
米的收成。老裴在滨南化肥厂工作，企业破产
后，老裴自己开了家诊所，日子算不上富足，只

能算是安稳。
要说一家人生活的转折点，还得从房子说

起。
2008年，亚药刘村村委会决定了盖楼房，

两年之后，亚泰小区建成交房。村民们享受每
平方米600元的补贴，122户村民全部从平房搬
进了楼房。老裴抽签抽到了5层，虽然是80平方
米的“小产权”，但住进楼房之后，用水、用暖的
方便，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原来家里喝水还得
去挑水，冬天就得烧炉子。住进楼房都没有这
些事儿了。”裴振海说。

而亚药刘村原先的土地被政府征收，5000
万元补偿款也打到了村集体的账户上。“当时
跟开发商协商好，以16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购
置了2万平方米的住房。”亚药刘社区书记杜小
合说。当时村里房子盖得多的村民，因此享受
到了更多的房屋“置换红利”。

2017年，天场·瑞府小区竣工，而2号楼整

栋楼的两个单元，都属于亚药刘村的村民。在
这座28层的大楼里，老裴住在7楼。另外，老裴
还置换了一套95平方米的房子，又给女儿买了
一套房；再加上原先亚泰小区的老房子，一次
城中村改造，让老裴有了4套房。“现在住一套，
往外租3套，房租一年就能收个3万块。”给老裴
粗略算了一下，他的“不动产”就有300多万元。

2010年，老裴购置了自己的第一辆车，出
门有了代步工具；银行账户上还有存款。“这在
以前想也不敢想，光靠种地得种几辈子啊！”老
裴感叹。

城中村改造改变了曾经的居住环境，也改
变了亚药刘村村民的角色和生活方式，村民们
不再是春种秋收的“农民”，而成为社区的居
民、城市的市民——— 明年5月，小区幼儿园将建
成启用，小区还要建健身房。小区里还有业主
食堂，大家不愿做饭就去餐厅，两人十几块钱
就能吃饱吃好。

老裴家的房子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文明 秀峰 报道
“金风十里古城边，烟岚小村美如幻。冬桃映霜枝头笑，游人采摘乐悠闲。”深秋季节，树木凋零，黄叶纷飞，萧索渐渐露。在无棣

海丰簸箕赵村冬桃园里，却是别样景色。一株株冬桃树傲然挺立，硕大的水蜜桃色泽艳丽，坠满枝头。处处都是生机盎盎然，欣欣向荣的
景象。眼下正是冬桃成熟的季节，引得周边市民纷沓而至，享受采摘冬桃的乐趣。

□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0月15日，记者获悉，为保市场主

体、稳就业岗位，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滨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
青团滨州市委定于10月22日在滨州市工人文化宫一楼
西大厅举办金秋招聘会。

金秋招聘会将组织约60家企业，面向2020届高校
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退役军人及家属、贫困劳动力、
失业人员等求职人员开展现场招聘和岗位推荐工作。

招聘单位和求职者搜索“滨州就业人才网”或登
录网址(http：//rsxx.binzhou.gov.cn/bzjyrcweb/common/
index)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招聘单位和求职者免费参加，不收取
任何费用。

滨州金秋招聘会

10月22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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