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孙文杰

 　惠民县大年陈镇大韩村村民韩玉国（化
名）一家因儿子韩峰（化名）患伯基特淋巴瘤导
致出现返贫风险，包村干部发现后立即将其情
况反映给该镇乡村振兴机构。通过核实研判、
民主评议等认定程序，2021年10月，韩玉国一家
被识别纳入监测对象户，给其儿子落实了低保
待遇，化解了致贫风险。
 　按照《关于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机制的实施方案》，2021年，滨州市各县

（市、区）乡镇普遍健全完善了防止返贫致贫动
态监测帮扶机制：工作人员对脱贫人口定期走
访，及时采集其收入及家庭情况，并运用市防
贫信息系统“大数据”监控脱贫稳定性，对有返
贫风险的，及时跟进并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

施。同时，通过农户申请、乡（镇）村干部日常
发现以及民政、公安、教育、医保等平台进行信
息比对，乡（镇）乡村振兴机构及时核实研判、
村级民主评议等防贫风险监测对象认定机制，
对一般农户进行防贫监测，及时发现致贫
风险。
 　据介绍，2021年以来，滨州市共排查识别防
贫监测对象651户1517人，已全部纳入全国防返
贫监测信息系统，即时采取了帮扶措施、落实
了帮扶救助政策。目前，滨州市脱贫享受政策
户和监测对象户共35099户64883人，各项帮扶
政策落实到位，各种致贫风险动态清零，脱贫
稳定。
 　得益于产业扶贫项目收益以及各项政策
措施扶持，沾化区南集村脱贫户郭安军一家脱
贫后收入持续增长，2021年实现了人均收入1.5
万元。像他一样，2021年，以产业扶贫项目为支

撑，全市脱贫群众收入持续增加，各项保障更
加稳固，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据了解，脱贫攻坚期间，滨州市形成了696个
产业扶贫项目、11.63亿元的扶贫资产。其中，2000
万元以上的扶贫产业园区20个，500万元以上的扶
贫项目示范点30个。2021年，全市扶贫项目实现收
益1.08亿元，脱贫群众受益6888.22万元。
 　在此期间，滨州市各级还持续加大对有劳
动能力脱贫人口的就业培训和安置力度。2021
年，“春风行动”累计为农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7426个，其中安置脱贫家庭劳动力就业970人；
全市利用帮扶项目收益设置互助公益性岗位
1552个、村级保洁员765人；全市认定扶贫就业
基地30家，吸纳脱贫劳动力就近就业500余人。
 　与此同时，滨州市持续加大民生保障力
度，大幅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稳定脱贫
的兜底保障措施更加稳固。2021年，全市农村低

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667 元；机构养育孤儿、
社会散居孤儿和重点困境儿童等每人每月基
本生活费标准分别提高至 2000 元、1650 元和
1320 元；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在2020 年的基础
上提高10%，在全省保持前列；脱贫享受政策群体

（大多为老弱病残）纳入低保比例达70%以上。
  一系列精准翔实的“脱贫大数据”显示，自
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圆满胜利后，滨州市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根据滨州市防贫信息平台大数据：
2021年，全市6.5万脱贫群众人均收入11997.8元，比
2020年增长20%；全年有651户1517人纳入防贫监
测帮扶范围并全部落实帮扶措施；2021年，全市
共免除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9155人（次)905.3
万元，危房改造1089户，为6.4万脱贫群众免费进
行了健康查体，为34445人次脱贫群众完成各类
保险报销医疗费用1.5亿元……

 　□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清春 玥群 红山

　　坐到群众炕头、想到群众心头、干到群众
点头。
 　“学党史，为群众办实事”，滨州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本着“小切口、大作为、好影响”的
标准，滨州市精准制定两批40项重点民生项目
清单，把实事办实办好。截至2021年12月9日，市
级两批40项124小项重点民生项目清单全部完
成；至12月15日，县级18批435项610小项重点民
生项目清单全部完成。滨州全市累计为群众办
实事66315件，各级出台办实事制度1044项。
 　15岁的脑瘫患者小迪是滨州市福利院接
收的一名服务对象，其家庭4名成员均享受低
保政策。父亲左眼失明，母亲患帕金森综合
征，小迪和妹妹都是脑瘫患者，每月家庭仅康
复治疗费用就需约5000元。小迪脑瘫较为严
重，需专人照料。经过申请、评估，小迪被接收
入住滨州市福利院进行专业化养育和智力、肢
体康复，给其家庭减轻了负担，让这个家庭看
到了希望。
 　在滨城区彭李街道，建材小区的环境大变
让群众交口称赞。那里曾因没有物业、环境差
导致居民流失严重，去年却出现居民“组团回
家”，这是因为该小区迎来了新老小区“破墙统
管”，“党建+网格”基层治理新格局引领的“荧
光工程”“荧光之家”“微萤火”“微服务”作用越
来越大，这让居民对“老家”重燃希望。
 　在为群众办实事清单制定中，滨州市坚持
高点定位，强化组织引导，干部带头沉下去开
展大走访、大排查，集中了解掌握基层群众的
呼声和“急难愁盼”，特别是乡村振兴、“双招双
引”、“双型”城市建设以及就业、教育、医疗、养
老、环境等各领域各层面的突出难题。其中，
特别要求，每位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时
间累计不少于5天，梳理了大量民生需求问题。
 　在执行中，滨州市坚持“事业工程化、工程
责任化、责任数字化”原则，将市级40项民生项
目分解为124项具体内容，逐项确定推进措施、
完成时限，明确责任人、责任单位，建立起细致
的工作台账。也正是得益于此，一批群众关心
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得以解决。
 　清晨，刚扫完街道的环卫工人王玉枝收拾
好工具，照例来到一处户外劳动者驿站。进屋
后，她拿出杯子，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热水，坐
在电暖气旁歇脚。王玉枝说：“在这里，夏天热
了可以过来乘凉，冬天冷了可以取暖，下雨天
能避雨，饿了能热饭，就跟家一样。”这里是滨
州市总工会发动爱心企业、企事业单位等建设
的户外劳动者驿站。截至目前，已在全市范围
内建成并投入使用153处，为全市2万余名环卫、
快递、外卖等户外劳动者提供服务20余万次。
 　得益于滨州市人社局推进的全国社保卡
“一卡通”试点工作，目前，滨州市已完成63项
待遇补贴入卡和102项公共服务持卡办理；全
市10个县（市、区）78个乡（镇、街道）建设了村级
人社服务点1856家，农村群众“足不出村”就能
够在一个服务点、一张网上、一个窗口办理80
余项人社业务。聚焦服务“一老一小”，滨州市
实施“安养滨州”行动，打造“十五分钟养老服
务圈”；全市1056所中小学幼儿园实现“护学岗”
全覆盖。围绕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滨州市投资
2661万元实施68个村供水提质工程，受益人口
49万人。建设网格党群服务站917家，在家门口
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104万件，

办结率达99%……
 　解决问题，更要完善工作机制，增加制度
供给，才能让老问题不再反弹，让新问题消解
在萌芽中。为此，滨州市各级各部门从解决方
案到群众满意度再到长效机制，都作了理念创
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
 　在政务服务方面，滨州市协调建立全国首

个跨省中介“城市联盟”，“中介超市”进驻机构
1768家，项目数量4150余个。市县区政务服务
大厅共设立11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推动政
务服务改革走深走实、质效提升。在全国率先
实现职工互助医疗报销纳入全市医保“一单式
结算”。在完善社会治理方面，实施了“星云计
划”，建立平安建设创新成果孵化推广机制。

打造“红色物业”和“红色业委会”双联盟，构建
“支部建在小区上”红色家园建设模式，全面提
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类似案例，在滨州市“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中还有很多。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
举措”，实实在在解决了群众的“大问题”。

滨州市级两批40项、县级18批435项重点民生项目清单全部完成

66315件实事擦亮民生底色

建立防贫监测机制 致贫风险动态清零
2021年，滨州市6.5万脱贫群众人均收入11997.8元，比上年增长20%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李乐

 　“大家来得这么早啊，都吃过饭了吗？”“大
家再加把劲，辛苦一下。”“一定要注意施工安
全！”“咱得一定把严质量关啊！”……近日，记
者走进博兴县曹王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
场，远处的田埂上不时传来水利站工作人员王
中文的声音。在这里，农闲变冬忙，高标准农田
建设热火朝天，寒冷的天气也没能阻挡大家干
活的热情。
 　目前，该镇涉及15个村、投资3000万元的2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5%以上，进入扫尾阶段，“田成方、林成网、高
效节水”的现代农田格局基本形成。项目建成
后，将极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水资源利
用率，为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基

础保障。
 　而在吕艺镇，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成效初
显。2019年之前，该镇已经陆续建成了4万亩高
标准农田，只不过那时项目分散在各个部门，
并未统一；2019年和2020年，该镇又陆续建成了
1.8万亩和0.8万亩高标准农田，再加上2021年完
成的1.2万亩，全镇基本实现高标准农田全覆
盖。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重点围绕农田林网、
沟渠疏通、灌排设施、智能化设备等建设，可以
有效提升农田的灌排能力和规模化作业水平。
 　张继文是吕艺镇刘二村的种粮大户，包了
50多亩地种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看着自
己种植的玉米个个颗粒饱满，张继文心里乐开
了花。2021年夏天，水大雨急，可张继文地里的
玉米并没受到多少影响，又是个高产年。“前些
年，不管是小麦还是玉米，一亩地也就能产五
六百斤，现在产一千斤很轻松。”张继文说。从

2020年开始，他地里的粮食亩产翻了番。同一个
地块，还是同一个人种，粮食亩产能翻番，这多
亏了当地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吕艺镇盐碱地多，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前，
当地粮食产量普遍较低。“小麦平均亩产能到
600斤就很不错了。”刘二村党支部书记李新江
说。当地的粮食产量低与水源不足以及沟渠不
畅有关，原先大多都是靠天吃饭，只能引黄河
水，可沟渠都是断头沟，要浇地得想方设法从
远处引水。
 　张继文种的粮食多，为了保证供水，他可
费了不少心思。“得从几里地外引水，原来的路
也不行，全是两米多宽的小土路，一到阴天下
雨，别想进地。原来10亩地得浇3天，现在50亩地
1天就能浇完；原来玉米棒和香蕉一样大小，现
在和胳膊一样粗。”张继文介绍。2019年台风过
境时，他的地还没有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当

时水排不出去，50亩玉米几乎绝产。建了高标
准农田后，这两年下再大的雨，地里也没有
积水。
 　如今在刘二村的农田里，五六米宽的水泥
路纵横交错，沟渠首尾相连，林网环环相扣。建
设高标准农田不但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还
让土地成方连片，方便机械化作业，实现了土
地规模化效益。在博兴县，建设高标准农田还
有排盐碱的作用，水源足了，盐碱没了，普通地
里的粮食亩产过千斤很正常。
 　2021年年底，滨州市基本完成了2021年度
6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工作成效在全省
获得“好”等次（全省共5个市获得“好”等次）。
博兴县被确定为全省高标准农田整县推进示
范县，全省共16个县（市、区）入选，滨州县（市、
区）入选数量列全省第一。

博兴：盐碱地变良田，亩产翻了番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李荣新 报道
　　本报滨州讯 针对农村“小、散、弱”的问
题，滨州市滨城区集中开展了农村基层组织
优化调整，将原来的745个村优化调整为259
个，活力倍增。去年滨城区在全市率先完成259
个村和121个城市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两
委”成员实现大幅度精简，班子结构、人选年
龄、学历、素质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党员群众
参选率、一次性成功率均创历届之最。
　　去年以来，滨城区针对各新村开展“淬火
工程”85期，轮训农村党员6790人次。里则街
道黄河新村由阮家阁、小阮、纸坊、新建张等
四个自然村融合而来，原先各自然村人口少、
党员少，党员年龄结构偏大，各村发展党员
难，发展年轻党员更难。基层组织优化调整
后，成功推选出两名90后大学生党员，为黄河
新村党组织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滨北街道赵集新一村充分发挥村庄融合

优势，由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集体流转经营
土地480亩，从事特色产业培育，为村集体、村
民增收38万元以上。滨北街道赵集新五村，
由薛家、宋徐园等5个村融合而来，原薛家专
业合作社受土地制约，集体项目发展迫切需
要到周边村进行土地流转，以往各村很难达
成土地合作意向。融合之后，新班子积极协
调，最终实现了大规模土地流转，发展起奶
牛、食用菌、青贮饲料、葡萄、蚯蚓等一系列
产业。
　　“连片发展、整乡提升”，打包解决集体经
济薄弱村增收难题。三河湖镇打造徒骇河“1
+29”有机产业经济带项目，一个龙头企业带
动，29个徒骇河沿线村以清淤整平土地折股
入社，重点打造优质大豆和富硒优质麦轮作，
项目第一年预计为29个村带来350万元收益。
后续通过大豆固氮增肥和优质麦疏松土壤改
善土质实现新生土地的改良，继而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调整后将实现最低每亩纯收益1880

元，较之传统粮棉种植，收益将提高88%。
　　新村对区域内的重大事项进行集体研
究，科学议事、民主决策，变过去“各管各的”
为“网格联动”，从而实现组织全面覆盖、党员
全面管理、民情快捷收集、矛盾及时化解、优
质公共服务、实事限时完成等效果。
　　以新村为单位开展“群众大走访、矛盾
大排查、问题大化解”行动，确保基层矛盾明
显减少，村风民风显著好转。秦皇台乡惠民
新村，由6个自然村融合而来。新村“两委”
上任后，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三个自然
村的土地边界进行了确权，同时对土地调整
政策进行了统一安排，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认
可，6000余亩土地仅用10天的时间全部调整
到位。
　　“村庄融合发展，核心就是把资源优势聚
集起来，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治理打下
坚实基础，更好地为农村群众服务。”滨城区
委组织部负责人说。

集聚资源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滨城区优化调整农村基层组织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刘川慧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据滨州海关统计，2021年，滨州市外
贸进出口总值1023.1亿元，历史首次突破千亿元，较上
年同期（下同）增长24.4%。其中，出口高位运行，全年
累计462.1亿元，增长41.2%，12月份当月出口46.6亿元，为
连续第18个月正增长；进口稳定上行，全年累计561亿
元，增长13.3%，12月份当月进口60亿元，实现自3月份以
来连续10个月增长，部分月份表现亮眼，2021年年内4
次单月突破50亿元大关。
 　2021年，滨州市进出口企业数量达到930家，其中
247家为新开埠企业，约占全市企业数量的26.6%。进出
口额破百万元的企业达623家，同比增加了79家。前10
强企业合计进出口530.7亿元，约占全市外贸总值的
51.9%，其中9家企业同比增长，涉及行业主要为炼油、
炼铝、纺织、大豆加工等。

2021年滨州外贸

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千亿元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王伟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
致函滨州市人民政府，明确由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起
草的《山东滨州高端铝产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报告》正式
纳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新发展格局下提
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研究》，全国只有
3处案例纳入重点课题，其中市级仅2家。
 　据了解，自2021年7月，滨州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签订固定调研点合作备忘录以来，主动争取、积
极汇报，全面落实备忘录合作事宜，得到了国研中心
充分认可和大力支持，5个月的时间先后应邀参加国
研中心视频会议4次、发言2次，在国家层面较好地推
介了滨州。

滨州高端铝产业发展报告

纳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重点课题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胡光武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省科技厅、省教育厅联合下发
《关于同意试点建设滨州等3个省级开放式大学科技园
的批复》，同意滨州市试点建设省级开放式大学科技
园，这是我省批复的首批省级开放式大学科技园建设
试点。
 　据悉，滨州山东省大学科技园由滨州市科技局指
导规划建设，按照“1+2+N+X”的模式，多方共同参与建
设。其中，“1”是指以渤海科创城为核心区域；“2”是指
以滨州高新区、滨州经开区为建设主体；“N”是指以渤
海科技大学(滨州理工大学)、滨州学院、滨州医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东华大学等参与共建的滨州本地高
校和省内外重点大学为依托；“X”是指以渤海先进技
术研究院、魏桥国科研究院、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滨州
分院、黄海科学技术研究院、山东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等合作单位为支撑。
 　滨州市将通过3年至5年建设，力争2023年建成省
级开放式大学科技园，2025年建成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刘贵倩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月20日，记者从滨州市粮食和储备
局获悉，为扎实做好应急保供惠民生基础工作，保障滨
州市区“菜篮子”供应，让消费者低价购买到价格实惠、
质量可靠的新鲜蔬菜，让广大市民过一个安定祥和的
春节，滨州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
组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今年共储备蔬菜1800
吨，并于农历腊月二十启动投放，一直持续到腊月二十
九中午12点，投放价格远低于市场零售价格。
 　据了解，此次投放品类为大白菜、土豆、萝卜、洋
葱、胡萝卜等五个品种，均已通过相关质量检测。投放
网点主要为银座、大润发、好客超市、麦便利等59个主
要连锁超市及社区便利店。各投放网点专区、专柜均
设置“市政府储备蔬菜投放点”标牌，实行明码标价。

政府储备蔬菜启动投放

低于市场零售价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张洪海 尹钦钦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月17日，在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的罗某龙诉刘某国买卖合同纠纷中，双方争
议的标的额为51300元，该数额超过我省上年度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但低于两倍，法官在了解该
案案情后，认为案件事实基本清楚且争议不大，主动向
当事人双方释明新民诉法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
经法官说明，原被告双方一致签字确认，同意该案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1月19日，该案已经结案，一审终审。
 　该案是新民诉法实施后，滨州市首起由当事人约
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的案件，对新民诉
法第一百六十五条中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具体运
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促使简单纠纷在基层法院及时
得到解决。

滨州首例当事人约定

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宣判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李珊 常仰伟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记者从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与中国农业银行滨州分行联合举办的住房公积
金网上征缴启动仪式上获悉，通过滨州公积金网上服
务厅，缴存单位可直接线上办理公积金相关业务，企业
财务人员不用再每月到审批大厅办理相关业务，实现
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兼顾企业经营
成本，减免有关电子证书及缴费手续费，有效减轻了中
小企业负担。
 　截至2021年底，滨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全
市31.49万名职工累计缴存住房公积金265亿元，累计提
取住房公积金135亿元，共为7.34万户家庭发放住房公
积金贷款206亿元。

住房公积金

实现网上自主缴纳

滨州市试点建设

省级开放式大学科技园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霍广 报道
  春节临近，邹平市韩店镇文喜花馍制作坊的面点师正在忙着赶制“喜庆虎年”“念念有鱼”“寿桃”“福袋”等各种象征不同吉祥寓意的
花馍，以供应节日市场。这些花馍，寓意在新的一年里生活蒸蒸日上、日子甜甜蜜蜜、一年更比一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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