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4日讯 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自2019年启动，至今已经进行了
五批，目前第一至第三批协议陆续到期进入
“续标”阶段。为落实国家有关要求，巩固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改革成果，实现
采购协议期满后平稳接续，近日，山东省医
疗保障局印发《关于做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协议期满后接续工作的通知》，明
确继续坚持带量采购、稳定市场预期。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已完成五批218
种药品集采工作，并全部在我省落地实施。
根据国家集采政策，每一种药品由于中选企
业数量不同，分别设置了不同的采购周期，
有的1年，有的2年或3年。截至今年12月底，
第一批25种药品将全部完成两年采购周期，
第三批55种药品中也有22种药品完成一年采
购周期，明年其他批次药品也将陆续完成采
购周期。

山东省医疗保障局的通知明确，国家组
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后，我省以省为单位继
续开展集中带量采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需求导向、质量优先，坚持“招采合
一、量价挂钩”。约定采购量比例原则上不
低于60%，采购周期原则上为3年，逐步统一
各批次集采药品执行时间。

同时，科学分类接续、稳定价格水平。
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接续采购工作。一是
询价，主要针对上一轮集采时差额中选的品
种。经过充分竞争，价格已大幅下降，通过
询价不再追求进一步降低价格，从而稳定价
格水平。二是竞价，主要针对上一轮集采时
等额中选的品种，采取竞价方式重新产生中
选企业和中选价格。同一品种中选企业不超
过2家。

强化结果执行。我省完善配套政策，实
施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工作，将接
续采购中选结果纳入直接结算范围。完善集
采品种挂网规则，进一步做好医保支付标准
等政策与中选价格协同，提升患者获得感。

加强履约监督。推进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招采管理子系统与省药械集中采购平台、医
药企业和医疗机构信息化系统对接，实现数
据汇集、综合分析，常态化开展集采中选产品采购、供应、使用情况
监测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与集采工作挂钩，压实企业履约责任，确保
中选产品临床合理使用、优先使用。建立健全中选药品信息化追溯体
系，保障中选药品在生产流通全过程可追溯。

强化信用和履约评价。把信用评价和履约情况融入到企业申报
资格、中选资格、中选顺位、供应地区选择等各个主要环节。申报
企业因拒不履行承诺被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列入“违规名
单”或在山东被认定为不同程度失信的，可按规定采取中选顺位后
移、降低带量比例、减少供应地区等处置措施，直至暂停其参加接续
的资格。

这个老区，为啥“新”风扑面？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11月20日，在宁阳县东庄镇北石崮村
村委会驻地，记者数了数牌子：一共5
块。院儿门口3块，分别是：党支部、村
委会、民兵连；院内，办公室门口2块，
分别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退役军人服
务站。而去年9月，记者在这里看到的却
是另一番景象：在这个不大的办公地点，
里里外外挂满了各种机构类、制度类及其
他牌子，多达三四十块。没有挂出来的牌
子，还有很多。

“现在绝大多数牌子都清理掉了，留
下的这几块，是省里明确规定可以挂
的。”北石崮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闫星说，办公室内满墙的牌子拿下来后，
又把墙重新刷了一遍，舒服多了。

新气象，源于山东一场自上而下的变
革。

2020年，记者在基层调查时发现，在
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牌子过多过滥
问题较为普遍，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
多、形式多、虚名多。2020年9月21日，
大众日报将这一情况以内参形式上报省
委、省政府。省主要领导作出批示，明确
要求拿出过硬办法、彻底进行整治。

2020年9月30日，省委省政府督查办
会同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组
成4个暗访组，重点选取8个市58个村（社
区），采取“四不两直”方式，“点对
点”走访有关村庄、“一对一”访谈干部

群众。调查发现，每个村（社区）办公场
所的牌子平均多达45块。在滨州市沾化区
某村村委会驻地，调研组发现了100多块
牌子。牌子名称不一而足，涉及党群、综
治、文体、计生、科普、经济、调解等多
个领域。挂牌方式杂乱无章，“一室多
牌”问题突出，部分标牌挂在门框、墙
面、窗户上，还有的随意搁在角落。

每个牌子代表着一类事务，牌子挂得
越多，履职范围越广，然而村级缺兵少
将，相关政策也不精通，不具备与满墙牌
匾相匹配的工作力量。蒙阴县某村干部直
言：“村‘两委’只有6个人，挂了近40
块牌子，我们时间和精力实在有限，哪能
忙得过来？”还有村干部表示：“有些牌
子就是个摆设，没有什么后续工作。”群
众说：“有事直接找村干部，没人看牌子。”

村（社区）挂牌问题表现在基层，根
子在上面，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
祟。有的部门在安排部署工作时，不考虑
基层的现实情况和群众的实际需要，只是
热衷于“痕迹管理”，片面地认为“牌子
挂了，痕迹就有了，自己的工作就等于落
地了。”据基层干部反映，在各类检查考
核中，上级还会要求“有人员有机构有制
度有阵地”，否则就难以过关。有基层干
部坦言：“如果没有那么多检查，下面不
会去挂那么多牌子。”

另外，还有对挂牌管理不严格、不规
范等原因。在问到“能不能说清村里有多
少牌子，谁来审定挂这些牌子”时，基层

干部面面相觑。他们认为：“‘入口关’
没人把、也把不严，没有统一的机构来审
批界定挂不挂，但肯定都是上级有要求、
有名目的，来头都不小。”

在村（社区）挂牌的目的，本来是为
了标明身份、明确职责、方便群众。但如
果过多过滥，什么事都要挂牌，以挂牌论
成绩、以牌子装门面，甚至“有牌无服
务、上墙不上心”，那就失去了挂牌本身
的意义，不仅加重基层干部负担，耽误为
民办事的时间和精力，更损害党和政府的
形象和公信力。

去年9月底以来，山东集中各方力
量，打了一场村（社区）“牌子”问题歼
灭战。截至目前，全省6 . 5万个村（社
区）共清理各类机构、制度牌子190余万
块，其中，工作机构服务类牌子64万块，
制度类牌子101万块，评比达标表彰类和
创建示范活动类牌子25万块，为基层干部
实实在在减了负。

比如，宁阳县共清理各类牌子8352
块，其中机构类牌子1609块，评比达标类
1047块，制度类5696块；潍坊市寒亭区共
清理机构类牌子1620块，评比达标类956
块，创建示范类947块，制度类6091块；
广饶县共清理机构类牌子4125块，评比达
标、创建示范类235块，制度类3981块。

清理整治过程中，山东从切断源头入
手，严把挂牌准入，省委省政府督查办、
省城乡社区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制订
《集中整治村（社区）“牌子多”问题的

实施方案》。主要体现为“三个一”：形
成一个规范，在村（社区）办公服务场所
门口，只允许保留村（社区）党组织、村
（居）民委员会、民兵连、党群服务中心
等4块牌子；服务场所内部，只允许保留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综治中心、集体经济
组织、退役军人服务站等4块牌子。制定
一张清单，实行清单准入，非清单内事
项，不得转嫁给村（社区）承担，不得以
行政命令方式向村（社区）推责“甩
锅”。实行一个入口，由省城乡社区治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一牌一
核”，未经审核备案一律不得强制挂牌，
不得以是否挂牌作为评比达标考核依据。

闫星说：“原来村里牌子多得没地方
挂，地方挤巴，心里也堵；现在牌子少
了，也不用担心上级搞责任挂钩，大家心
里也舒坦了。”平邑县丰阳镇花果峪村党
支部书记张凡龙说：“牌子清理后，心里
敞亮了，脑子里的事也比原来清楚了，一
年还能省下上万元的牌子钱。”

“牌子减下来，服务提上去”。在摘
除各类牌子1100块，减轻村级负担后，宁
阳县鹤山镇通过“云尚鹤山”智慧服务平
台、“还章于村”等创新性工作，切实提
高群众在手续办理、生活服务等方面的办
事效率。济宁市将村规民约、办事指南等
在公开栏集中展示，打造便民信息服务阵
地。淄博市临淄区辛店街道汇编“政策一
本通”“明白纸”，摆在村级服务台显著
位置，方便群众查阅了解。

山东集中整治村（社区）“牌子多”问题，实实在在为基层减负

“牌子清理后，心里敞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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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着老区发展和
老区人民。

沂蒙革命老区是一片红色热土，革命
战争年代，曾经有百万人民积极拥军支
前，10万英烈血洒疆场。2013年11月，在
山东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临沂，
重温沂蒙老区峥嵘岁月。

如今的老区啥模样？时隔8年，新华
社记者重访总书记在临沂考察过的地方发
现，这片山水，孕育、翻涌着许多令人耳
目一新的发展故事。撕下贫困、落后的标
签，老区不老，正焕发出崭新气质。

新动能：很多龙头企业

“试水”短视频和直播……

小雪刚过，寒潮来袭，临沂市兰山区
的罗滨逊“智慧云仓”内依然热火朝天。
上下8层立体货架满满当当，叉车高速穿
行，机械臂正在精准定位和搬运货品。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仓库用不着太多人力，
却每天可以处理电商订单1万单以上。

借助条形码、射频识别、传感器、全
球定位系统等先进技术，积极融合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临沂物流智能化
水平不断提升。

8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兰物流
基地，考察物流运输企业，明确指出“要
加快物流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提高流通效
率，推动物流业健康发展”。

在临沂的不少物流园内，只需动动手
指通过App发布货源信息，就能收到接单

货车的车号、车主姓名等信息，物流货运
快速完成交易。这种“点单接单”模式极
大提高了效率。而在以前，找车难、找货
难长期困扰着传统物流经营者。如今，这
些园区物流信息与全国2000多个城市共
享，只需登录平台就能获得最新动态信
息。

前不久的电商促销活动期间，临沂很
多龙头企业“试水”短视频和直播，全市
网络零售额24 . 5亿元，直播间实时实现
网络零售额2 . 5亿元；综合保税区为跨境
电商提速，进口商品单日出货量峰值达到
了2万订单；建在平邑县的京东云仓智能
化一号产业仓出库50万订单。

货物周转快、物流价格低、辐射范围
广……现代物流转型升级、直播电商蓬勃
发展，让这个老区城市迸发新的动能。如
今，临沂致力于打造中国北方最大的短视
频直播电商基地，已建成各类电商园区38
处，电商从业者达35万人。

新奔头：让老区人民过上

好日子有“千方百计”……

溪水汇流如玉带缠绕，古韵建筑掩映
林中。到了节假日，平静的村庄热闹非
凡，省内外游客来到红色朱村，听红色故
事，悟革命传统，品特色文化。看着村里
人 来 人 往 ，曾经 抗 战时的 “支前 民
夫”——— 今年91岁的王克昌感慨：“生活
真是变了样！”

朱村位于临沭县曹庄镇，是有名的支
前模范村。8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王
克昌家里，挨个房间察看，并坐下来同一
家人拉家常，关切询问家里有几亩地、搞
柳编能挣多少钱、还有什么困难？

“拿起锄头耕田，放下锄头编柳。年

轻的挣大钱，老年人也能挣钱，家庭妇女
编筐一天挣一百元左右。”王克昌告诉记
者，柳条编出了千家万户的好日子。

临沭县有数百年的柳编传统，60多万
人口中，10多万人与柳编产业相关。距朱
村不远的西萨庄村，大型柳编企业提供了
数百个工作岗位，村民家里有活就回家
忙，有空闲就来干活，计件或按天算工
钱，每年能增加几万元收入。

不仅是临沭，广大的沂蒙大地上处处
涌动着“增收奔富”的热潮：

——— 莒南县从规模化服务入手，助力
乡村振兴。在村党支部的带动下，村民以
土地经营权入股，不光村民致富，村集体
也实现增收；

———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费
县将丰富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试
水“两山银行”模式，帮助当地群众大幅
度增收；

——— 高铁开进沂蒙山，不仅改善了沿
线人民的出行条件，而且深刻影响了沂蒙
老区的发展格局，促进以临沂为中心的鲁
南城市群的崛起……

山东省政府日前印发《关于新时代支
持沂蒙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方案》，
针对沂蒙革命老区短板弱项，明确提出了
25项政策举措，包括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加快发展“四
新”经济、加强公共服务保障等，继续强
化统筹支持，推动老区振兴发展。

新传承：青年人正从老一

辈手中接好这一“棒”……

在沂南县红嫂纪念馆，每当讲解员讲
到沂蒙红嫂用乳汁救活受伤战士的故事，
听众无不动容。革命战争年代，沂蒙老区

“男人上前线，妇女忙支前”的动人场
景，生动地诠释了党与人民的鱼水深情。

年近70岁的于爱梅是“沂蒙母亲”王
换于的孙女。抗战时期，王换于办起战时
托儿所，抚养40多名革命后代长大成人。
“我是红嫂后人，有责任把前辈的精神传
承下去。”退休后，于爱梅发起成立沂蒙
精神传承促进会，组织300多名会员进行
了3000多场宣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
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
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
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是沂蒙精神
的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青年人正从老一辈
手中接好这一“棒”，汲取精神营养。

由“00后”大学生为主体的沂蒙精神
百校行志愿宣讲团走进山西，向2000余名
武警官兵讲述红嫂的故事、表演舞蹈《沂
蒙颂》，引发强烈共鸣。这个宣讲团的活
动覆盖了全国70多座城市，开展宣讲400
多场。

“青年要把沂蒙精神发扬光大，做沂
蒙精神坚定的传承者、弘扬者。”宣讲团
团长、山东女子学院学生李伟说。

在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农家小院
内，一幕幕革命故事的沉浸式演出定期上
演，不少年轻人纷纷打卡。沂南县委宣传
部部长范如峰介绍，演出以润物无声的方
式向青年传播着沂蒙老区红色文化。

润物无声，初心不改。8年来，牢记
殷殷嘱托，处处焕发蓬勃朝气的沂蒙老区
让人印象深刻，放眼未来，这片红色热土
还将诞生更多写满希望和幸福的答卷。

（新华社济南11月24日电 □记者
王念 张志龙 杨文）

□通讯员 王猛 报道
近日，国网滨州市沾化区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在通汇“渔光一
体”光伏发电项目基地进行日常
检修维护。

该项目基地位于沾化区滨海
镇，北临渤海湾，有大片滩涂
地，过去以盐田和传统养殖为
主。近年来，沾化区加快推进可
再生绿色新能源发展，建起全球
最大的“渔光一体”单体发电项
目，年平均上网电量约4亿千瓦
时，实现“上可发电，下可养
殖”。

盐碱地奏响

“渔光曲”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者 金地 张泉） 记者23日从中
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团队在山东山旺盆地
发现了约1800万年前的并角犀骨架化石。据此，研究人员揭示了这类
犀牛由欧洲至东亚与众不同的迁徙路线。相关成果已在线发表在国际
期刊《亚洲地球科学：X》上。

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邓涛介绍，并角犀因为其左右两侧的鼻骨
前端各有一个小型的隆起角座而得名，是一类生活在森林中或森林边
缘的犀牛。它们体长2米左右，与人们在动物园可以见到的印度犀体
型相当。并角犀的上嘴唇较长且有发达的门牙，便于从树上或灌木摄
取叶子和嫩枝，提高采食效率。

“并角犀的化石记录最早出现在2500万年前的欧洲，在1600万年
前灭绝。此次发现的化石距今约1800万年，包括完整的头骨、椎骨和
四肢骨。”邓涛说，在当时，青藏高原已经隆升至3000米左右的高
度，动物想跨越青藏高原非常困难，但并角犀具有较强的迁徙能力和
适应能力，从西欧一直迁徙到东亚。

此次研究发现，并角犀的迁徙路线与同时期的许多犀牛类群不
同。邓涛解释，大部分亚洲与欧洲共有属种的迁徙途经青藏高原的南
缘，但并角犀更有可能是从青藏高原的北缘经由中亚，抵达东亚。

“青藏高原南缘环境温暖潮湿，比较适合大型哺乳动物生存。”
邓涛解释，而中亚和山东山旺盆地都发现了并角犀化石，它们在欧洲
和东亚之间迁徙途经青藏高原北缘是最近的路线。北线的环境相对寒
冷，对动物的适应能力有较高要求，并不是每个犀牛类群都能在此驻
足停留。并角犀有发达的门牙，采食效率比较高，因此能在中亚地区
繁殖生存并留下化石记录。

据介绍，此次发现化石的山旺盆地，在1800万年前是一个火山
口湖。当时此地气候温暖潮湿，湖内藻类生长旺盛，周围植被茂
密，动物种类繁多。因此保存了十分精美、丰富的动植物化石，包括
大量完整的植物叶片、鱼类、蛙类、鸟类，以及完整的大型哺乳动物
等。

并角犀不走寻常路

千万年前到山东
山旺盆地发现其骨架化石

并角犀属脚骨化石。

并角犀属头骨化石。（图片来源：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官方网站）

3要闻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郭茂英 黄露玲

总编室传真:(0531)85193500 Email:dbbjzx@126 .com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