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王洪涛 刘涛
本报通讯员 赵 洁 李栋

“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感觉自己像一名合格
的企业老板。”这段时间，位于新泰市龙廷镇的
麦园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程化栋分外忙碌。得
益于新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的“龙廷月饼
提升”专项行动，他的公司从生产线到厂区环境
卫生焕然一新。

今年以来，新泰市市场监管局充分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采取多项举措把好食品质量安全
关。

小作坊大变身

近年来，随着电商的发展，龙廷镇“食品生

产+电商”产业模式焕发出巨大活力，其中龙廷
月饼、蜜三刀等糕点深受各地消费者喜爱。

“以前，糕点大多数都是在小作坊里加工生
产，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卫生条件都无法满足
现在的要求。”新泰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科工
作人员王昭芹介绍。今年，新泰市市场监管局开
展了“龙廷月饼提升”专项行动。目前，7家具有
规模的月饼生产企业当中，1家已经建完了新厂
房，还有2家正在筹建，其他企业生产环境也都
有了大幅度改善。

加强食品源头管控

新泰市青龙路市场是全市唯一的农批市
场，也是新泰市最主要的食用农产品集散地。去
年11月该市场通过“省级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

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提升”评估验收，是全国鲜活
农产品定点中心批发市场。

今年，新泰市市场监管局不断加强食品源
头管控，推动农批市场驻场监管制度、“快检+互
联网”制度、定量监督抽检制度、扫码追溯制度、
半年检查制度落地落实，实现所有入市食用农
产品的快速抽检。

截至目前，共检测4500余批次食用农产品。
对不合格食用农产品采取退市销毁措施，6月份
销毁一批快检不合格芹菜，在批发环节守住关
口，不断提升上市食用农产品合格率。

餐饮具洗消有了“红黑榜”

“我们统一制作了‘餐饮具洗消红黑榜’，红
色代表良好，黑色代表较差。”新泰市市场监管

局餐饮科科长赵淑斌说。
为了更好地接受消费者监督，新泰市市场

监管局制作了红榜和黑榜贴纸，在各餐饮单位
醒目位置进行张贴，提醒消费者关注就餐单位
餐饮具清洗消毒质量。目前，已在新泰市25处餐
饮单位聚集区域张贴红黑榜，检查评选单位520
家，其中52家为黑榜。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我们将把更多涉及企业、民生的事项办
好办实。”新泰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刘焕校说，他
们将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在全市开
展市场监管“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在把牢食品
质量安全关的同时，引导相关食品企业自觉规
范提升，走高质量健康发展的道路，将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真正让老百姓
买得安心、吃得放心、用得舒心。

新泰市场监管大排查大整治动真碰硬

52家餐饮单位上“黑榜”

□ 本 报 记 者 王洪涛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李 娜

夏日时节，东平湖绿柳拂岸、碧水连天，湖
中芦苇青青、荷花亭亭，上空须浮鸥飞来飞去，
水面青头潜鸭戏水捕食，俨然一幅世外桃源图。

据介绍，青头潜鸭属于全球极危物种、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去年在东平湖越冬期可观察
数量已达300只以上，并且一年四季都能观察
到，说明青头潜鸭已将东平湖当作永久栖息
地。

沿湖西岸而行，记者在路边看到了一家东
平湖特产超市，门口的小货车旁，超市老板王梁
正忙着卸货。

王梁告诉记者，他是东平县银山镇卧牛山
村村民，今年37岁。“别看我年纪不算大，过
去我可是个老渔民！”他笑道。

原来，王梁是个靠水吃水的“渔三代”，14岁

开始就出湖打鱼。“后来大家都抢占湖面，用网
箱网围养鱼，湖面上竿连着竿、网连着网。我们
家有300多个网箱，是全村的大户，那鱼饲料一
车车地往湖里倒，根本看不清湖水的颜色，污染
挺大。”谈起那段往事，王梁颇有一些不好意思。

“自从县里禁止在湖里养鱼，我拆了网箱，
开了这家超市。这两年东平湖的环境好了，游客
多了，特产卖得也多。今年春节，光红心鸭蛋就
卖了一万多桶。”谈起现在，王梁很满足，“山清
水秀日子富，我更喜欢现在的生活。”

近年来，东平县坚持“生态立县”战略，下
大力气整治东平湖。先后开展了网箱拆除、砂
场清理等九大攻坚行动，清除违法建筑447
处，清理网箱网围12 . 6万亩，打捞菹草4万吨，
清理废弃船只575艘，水质稳定在国家地表水
三类水标准以上，东平湖终于碧波再现。

网箱网围拆掉了，餐船取缔了，渔民收入从
何而来？守着好风景，不能过穷日子。在老湖镇

景观中药材种植基地，一株株牡丹发出了嫩绿
的新芽，十几名工人正在认真管护。而穿过基地
旁边蜿蜒的沿湖路，就是水天相接的东平湖。

“这上面发芽的是牡丹，土下套种的是玄
参。牡丹花可以做成花茶、精油等产品，牡丹根
可以做药材，牡丹籽可以榨油。我们还种了白
术、金丝皇菊等中药材，有很好的经济效
益。”东平县东平湖管理委员会主任、老湖镇
党委书记陈其林说。

据悉，该镇对沿湖生态防护林土地进行整
合，规划建设了百草园、百果园、百花园，项
目全部实施后，可实现年收入5740万元，同时
为群众提供1000多个就业岗位。

姚长福是景观中药材种植基地附近王古店
村村民，他把土地流转给了基地，又在基地打
工，一手拿租金，一手拿工钱。“这土地的土质太
薄，不适合种粮食，我就干脆流转出去，再加上
每天80元的工钱，一个月挣3000元没问题。”

近年来，东平以生态防护林为基础，因地
制宜发展“林+中草药”“林+旅游”等模式，
引导沿湖群众走“林上有产品、林中有旅游、
林下有经济”的经营之路，推动生态效益变成
群众福利。

2020年11月，东平县与中林集团合作，成立
了山东中林东平湖发展有限公司。东平湖开启
了一个“以鱼护水”“以渔富民”的新时代。

同时，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
文化，该县成立了文旅集团，大力发展以东平湖
为核心的文化旅游产业，引导渔民转产旅游
业，吃起了“旅游饭”。

“为践行‘两山’理论，我们将生态立县作
为根本，加快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既要
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真正让群众成为改善
生态环境的受益者，让东平县成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泰安市委副书
记、东平县委书记曲锋表示。

全球极危物种——— 青头潜鸭现身东平湖

东平：好生态 好风景 好“钱”景

□ 曹儒峰 黄丽娟
高 凤 吴乃峰

“在这里做康复训练4年了，多
亏了区里的助残政策，孩子相当于
免费在这里训练。”今年10岁的苏明
轩（化名）是一名孤独症儿童，每天
下午都会跟奶奶来到泰安市泰山区
东昇康复医疗中心，接受3个小时的
康复课程。

泰山区现有各类残疾人近3万
人。近年来，全区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为总目
标，紧紧围绕“兜底”和“扶贫开发”
两大任务，夯实基础，合力帮扶，残
疾人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

泰山区不但将处于贫困线边缘
的重度残疾人全部纳入城乡低保范
围，更将残障儿童免费康复救助年
龄段提高至17岁，并为残疾人购买
意外伤害保险。

8月10日，走进泰山区徐家楼街
道的心康医院“如康家园”手工制作
室，13名残疾人正在进行抽纸盒或
插花半成品代加工。泰山区打造“社
区（村）有特色、街道(镇)有亮点”的
工作新格局，目前已基本建成“残疾
人15分钟服务圈”。

“智能灯、电动窗帘、电动轮椅
一应俱全，卫生间有无障碍设施，每
月还能有600多元的补贴。”在省庄
镇西张庄村，坐在轮椅上的范正东
高兴地说。

近年来，泰山区坚持将家庭无
障碍建设列为民生实事，着力解决
残疾人“出行难、如厕难、洗浴难”，
实行“一户一策”改造模式，投入近
500余万元对有需求的2585名残疾
人户实施改造。

“我们注重强化残疾预防，探索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泰山品牌’。”泰

山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孙超说。5年来，累计为10
多万名高危孕产妇和3万名0-6岁儿童进行了筛查、
复筛诊，全区脑瘫儿童残疾率由4 .5%下降到0 .5%，适
龄儿童疫苗接种率达98%，残疾儿童康复率达100%。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肖东 纪宗玉 赵卓 报道
本报肥城讯 近日，肥城67岁的残疾农

民雷茂洋生平第一次过生日，而给他庆祝的
是当地一家社会专业照护机构。雷茂洋激动
地说：“有蛋糕、包子还有长寿面，照顾得
俺可好哩。”

今年，肥城把党史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
实际困难密切结合起来，针对孤寡老人照顾
问题，他们向社会专业照护机构购买服务，
再通过大数据实时监管。服务内容分为8大类
16小项，在助行、助急、助医、助餐等方

面，都制定了专项服务标准。
据了解，肥城今年确定了18个历史堵点

难点问题和17件民生实事，目前正加速推
进。实事涵盖城市建设管理、道路交通、社
会事业、农业农村等基本民生领域。

把就业创业工作列为“民生实事”主要
内容之一。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市完成
城镇新增就业3937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817 . 8万元，落实贴息319万元，开展技能提
升培训6794人次，分别完成年度“民生实
事”任务的78 . 7%、76 . 4%、53 . 2%和84 . 9%。

群众的期盼，就是民生投入的方向。今

年初确定的3处市直学校扩建、8处农村学校
塑胶操场建设、2处新建学校选址和智慧校园
建设等实事，目前正顺利推进；总投资4 . 98
亿元的肥城市民中心项目开工建设，建成后
将成为肥城市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和民生工
程；新城路桃园西街雨污水管网改造工程，
自桃园街向西新建雨水管接至龙山河，一举
解决了雨季排水不畅的难题……

今年上半年，肥城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33 . 3亿元，民生支出26 . 82亿元，占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9 . 8%，向社会交出了一份
有温度有力度有广度的年中“幸福账单”。

上半年，近八成财力投向民生领域

肥城晒出年中“幸福账单”

□ 本 报 记 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李庆林

8月10日11点，还不到开饭时间，泰安市岱岳
区粥店街道石蜡社区暖心食堂里已坐满了前来
就餐的老人，桌面擦得干干净净，席间欢声笑语
不断。

记者看到，石蜡社区的“暖心食堂”除了提
供用餐服务，还设有图书室、棋牌室、健身室、书
画室等多功能室。“多功能室对老人免费开放，
每天还有2名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对于行动不

便的老人，社区志愿者可以上门送餐，老人如果
有困难也可以找志愿者帮助解决。”石蜡社区党
总支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李家庚介绍。“暖心
食堂”不但为老人提供“一餐热饭”，还成为了传
播身边凡人善举的窗口、传授健康文化知识的
课堂。

让老年人不仅吃得饱，还要吃得好。为了满
足老年人吃饭的口味，石蜡社区“两委”人员也

“下足了功夫”。“老年人普遍牙口不好，爱吃绵
软的食物，我们炒菜的时候就专门炒得软烂一
点，少油少盐低糖，让老人吃得放心健康。”社区

工作人员说。
“一餐热饭”的温暖不仅仅在城市社区流

转，岱岳区本着“政府扶持、村级主办、志愿引
领、社会参与”的原则，将“暖心食堂”建设纳入
为民实事和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以城市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为平台，优先选择一
批党支部书记过硬、村级班子团结有力、集体经
济条件较好的村（社区），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
逐步推开“暖心食堂”建设。截至目前，岱岳区已
建成并运营暖心食堂52处，其中社区暖心食堂8
处、农村暖心食堂44处，受益老人5000余人，全区

“暖心食堂”规模化、连锁化、品牌化已见雏形。
“暖心食堂”要运转起来，需要场地、设施、

人力等多方面的投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岱
岳区积极探索自筹+捐赠、社会化运营、信用+养
老、辖区配送四种模式，初步构建起政府扶持有
力度、村级主办有意愿、社会参与有活力的运营
体系。”岱岳区民政局副局长张辉介绍。在此基
础上，分级分类给予资金扶持，在市级建设补助
的基础上，区级又拿出200余万元，给予每餐2
元、1元的补贴，推进“暖心食堂”运营常态、长
效，使“暖心食堂”变成新的“为民标杆”。

岱岳区建成运营暖心食堂52处

“一餐热饭”测出城市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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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宁尚敏 报道
本报宁阳讯 “以前有些绿

地存在被建筑工地占用或被农民
种植粮食等现象，且屡禁不止，管
理难度较大。”宁阳县城市管护中
心绿化科科长赵凯告诉记者。今
年，宁阳县“城市绿线图”正式对
社会公示。该图明确了县城绿地
的性质、范围与规模，这意味着，
城区绿地被随意“践踏”的现象将
得到有效改善。

“划定城区发展的‘绿线’，使
城区规划绿地进入‘保护圈’，通
过在数量和空间上双控，确保城
市绿地建设有章可循，有效提升
了‘绿线’在城市管理中的刚性。”
宁阳县城市管护中心党组书记刘
伟说。今年3月份，宁阳县抓住春
季植树的大好时机，科学规划，精
心施工，在城区划定了绿地“绿
线”，采用“点、线、面”结合的方
式，对城区边角空地进行升级改
造，增添花草树木、景观小品，打
造一批既贴近群众又美化街区的
街头绿地。

“今年计划建设1 . 2万平方米
的街头绿地，从城区边角空地入
手，构建绿量充盈、层次分明的城
区绿化体系。”刘伟说。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人们对城市园林绿化
品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宁阳注重将文化内涵融
入公园建设中，打造了全省首个以党章文化元素
为主题的党章公园，深挖“蟋蟀之乡”历史名片建
设蟋都公园，还有以“建安七子”刘祯为主题的文
园、以嘉禾文化主题打造的景观小品“厚德宁阳”、
以宁阳枣文化为主题的枣园……每一处都展现了
历史风韵，文化已经镌刻进宁阳县城各个角落。

目前宁阳城区拥有街头绿地28处，建成区绿
地面积841 . 8万平方米，人均公园面积达到14 . 24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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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樊祥东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泰安市印发《泰安市重

大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建设规划(2021-2030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首次全面分析了泰安市重大风险及
应急保障能力现状，结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
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统筹考虑公共安
全领域四大类突发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社会安全），针对需要启动Ⅰ级、Ⅱ
级响应级别的情形，系统谋划构建应对重大突发
事件的应急保障体系，系统制定应对重大突发事
件的有效举措。

《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具有泰安
特色的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实现对各类突发
事件的全面有效防控和应对，应急保障能力和水
平走在全省前列。到2030年，建成平战结合、专
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特色鲜明、全面
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现代化应急保障体系。

泰安打造重大突发

事件应急保障体系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陈丽娜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确保低保家庭大学新生顺利

入学，近日，泰安市民政局下发通知，启动2021
年城乡低保家庭高等教育新生入学救助工作。

救助范围和标准包括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中参加2021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考
试，经山东省教育考试院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正
式录取的全日制本科教育大学新生，可以申请一
次性新生入学救助。凡符合规定救助条件并经审
核批准者，每人一次性救助金额不低于4000元。
其中，考取师范、军校等专业免交学费的学生不
在救助范围之内。

低保家庭大学新生

入学救助工作启动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钟宝巡 杨富龙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特种设备安

全监管，提升基层特种设备监管水平，泰安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着力构建“1+1+1”基层特
种设备安全联合共治机制。8月9日，由高新区分局
特检科、北集坡市场监管所以及市特检院专家组
成联合检查组，开展了辖区特种设备专项检查。

联合检查组把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作为加强特
种设备安全治本之策，开展日常和专项检查，并
与企业安全管理专员构建联络机制，督促企业加
大安全投入，扎实深入推进特种设备安全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提升特种设备安全水平。

高新区加强

特种设备监管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路凯 报道
本报泰安讯 8月4日，由泰安市消防救援支

队倾力打造的消防题材情景剧《齐哥笑笑》正式
上线。该情景剧以“齐哥”和“笑笑”二人在办
公室里的有趣故事为主线，通过生活趣闻和案例
分析探究消防安全问题，传播消防安全防护知
识，提高群众安全意识。

在首期《忧心的电驴子》中，他们以电动车
火灾事故频发为主题，向市民普及消防知识，引
导市民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不要随意改装
电动车，提高电动车速等。

泰安消防情景剧

上线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王其勇 报道
泰山赤灵芝列“泰山四

宝”之首，声名远播。为了进
一步丰富泰山赤灵芝种质资
源，8月7日，泰山玉泉寺管理
区将1500多个泰山赤灵芝菌包
栽种到泰山区域，这是泰山赤
灵芝人工驯化后，首次大规模
“反哺”泰山。

泰山赤灵芝

“反哺”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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