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齐静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民政厅公布2021 年度中央拨付我省
福利彩票公益金和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 2021 年，中
央拨付我省福利彩票公益金 18212 万元，重点用于老年人福
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和社会公益类项目；省民政厅使用
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46260 万元，专项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公
益事业。
　　在中央拨付我省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有18135 万元补助市县
项目，77 万元用于省本级项目。补助市县项目中，用于老年人
福利类项目资金13576 万元，残疾人福利类项目2686 万元，儿童
福利类项目1783 万元，社会公益类项目90 万元。重点支持敬老
院改造提升，新增、改造提升敬老院护理型床位1 . 4 万张；对
1798 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居家适老化改造；为淄博、枣庄
等13市3 . 1 万名具备行动能力的失智老年人配备防走失定位手环
等。对27 个县（市、区）进行补助，主要用于对符合条件且有
意愿入住各类照护服务机构的贫困重度残疾人，依托和整合现有
公共服务设施提供集中照护服务等。
　　使用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方面，有45360 万元补助市县项
目，其中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25000 万元，对全省护理型
养老机构建设项目、特困人员供养设施（敬老院）建设项目、养
老机构运营等项目给予资助；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项目18360
万元，统筹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含低
保家庭本科新生入学救助）等支出；公益性公墓建设奖补项目
2000 万元。同时，用于贫困家庭残疾人假肢康复辅助器具配置项
目900 万元。 2021 年在济南、德州等8个市开展“齐鲁福彩助残
行动”，为符合条件的4632 名贫困家庭肢体残疾人，配置各类
康复辅助器具539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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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张鹏

　　潍坊市寒亭区太阳街和园小区施工现
场，重达 4 . 7 吨的 18 级楼房台阶，被塔吊
从货车上缓缓抓起，移至七层楼上的安身
之处，工人们手持撬棍或平推或勾拉，确
保台阶的预留孔吻合前后凸起的 4 根钢
筋。从抓取到卡槽成功，仅用了 8 分钟时
间，之后再加以灌浆固定即可。
　　盖楼房如同搭积木玩乐高，近年来，
以装配式建筑为代表的绿色建筑越来越多
地走进人们的生活。近日，记者在全国首
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潍坊采访，一探装
配式建筑究竟。

“乐高”式拼插盖大楼

　　6 月 20 日上午 10 点，潍坊三建智能装
配基地一期房屋装配式生产车间内，90 后
小伙王昱昊守着钢筋自动点焊机，数着一
圈圈的焊点和火花。不远处，轨道行吊将
绑扎好的楼梯内置钢筋吊至钢模旁，等待
混凝土浇筑。
　　“浇筑成型后，就会吊运到堆场养
护，定时自动喷淋，楼梯达到合格强度才
能出厂。”生产经理郭祥洋告诉记者。
　　相对于传统的建筑工地现场作业，工
厂化生产的楼梯实现了标准化设计、模块
化生产、装配化施工。工人可在相对恒温
的车间内作业，避免了尘土飞扬和严寒酷
暑的侵扰。
　　“‘乐高’式的施工效率比工地现场
浇筑作业提高了一倍以上。我们一共15 栋
高层项目，此前同等规模的施工现场需要
300 多人，现在通过更多采用预制构件，已
经减少到 130 个人。”和园小区项目经理
张成坤说。
　　潍坊市坊子区的悦江府小区，是去年
潍坊市住建局组织的全市装配式建筑工作
现场推进会观摩点之一。项目负责人指了
指绿网内的工地介绍，预制件减少了现场
混凝土工作量，减少了工地扬尘。“工地
废料少了很多，叠合板和墙板更平整，装
修时也不用找平了。”
　　装配式建筑既包括大型主体部件预
制，也包括装配式内装。走进潍坊优丽雅
装饰软包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忠利的办

公室，门后的白板上记录着最近的施工项
目：威海奥莱小镇、茂华爱琴海、潍坊深
圳科技园等16 个项目。
　　赵忠利发明了一种可调节挂装结构，
能将预制好的石板、木板等材料铆固装配
上墙，免去了装修现场的沙子、水泥涂
抹，更加环保。“现在数万平方米的项目
都是小的，很多项目都是十几万平方米起
步。”赵忠利说，得益于各级政府大力推
行的装配式建筑，他今年的业绩将实现
翻番。
　　“我马上要到威海奥莱小镇去，指导
新招募的安装队伍，这种‘傻瓜式’安装
方式，部件运到施工现场直接挂装就好。
新招募工人对工艺流程尚不熟悉，讲一讲
技 巧 能 让 他 们 更 快 更 好 施 工。” 赵 忠
利说。

安装队伍不足制约推广

　　“装配式建筑有低碳环保的特点，不
过造价成本是开发商顾虑的重要因素，装
配式建筑大约一平方米会增加 200－300
元。”潍坊市房地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建筑

产业化科负责人路振宇说。
　　多个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房价
动辄几万元一平方米的一线城市，增加
几百元成本并无太大感觉，可是在三四
线城市，消费者非常在意。路振宇说，
现在潍坊属于推广初期，如果全市装配
式建筑规模上来，预制构件的成本就会
下降。
　　“像我们公司，从设计、工厂加工
到现场施工，然后水电安装、装饰装
修、后期运维，都形成了闭环全产业链
的装配式建筑发展模式，这样成本就能
得到很好的控制。”昌大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飞说。
　　每个构件的重量都以吨计，习惯了
传统作业的建筑工人能否适应？
  在潍坊，安装工人缺乏是推广装配
式建筑的制约因素。“潍坊专业和稳固
的安装工人队伍还比较少，我们预制构
件生产方经常要指导工人怎样安装。”
郭祥洋说。
　　为了提高装配效率，潍坊三建智能
装配基地还专门拿出半个车间用来培训
安装工人，让他们尽快熟悉叠合板等装

配式部件的安装流程。
　　昌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所在的潍坊
昌大建设集团，则是用“以老带新”增
加熟练工。“任何行业里人才都是最重
要的。要有培育平台，形成较好的人才
梯队，这样项目才能更好地发展。”李
飞说。
　　郭祥洋介绍，因三四线城市缺少相
应的配套企业，导致安装效率较低。潍
坊 市 场 浇 筑 都 用 木 模 定 型 ， 而 一 些
“中”字头大企业，在施工时采用可回
收的铝模，既可减少成本又能加快施工
速度，引得一些地方企业模仿。

政策推动装配率落地

　　从高处看，潍坊三建智能装配基地
一栋栋车间的弧形顶棚，犹如波涛接连
成片。因生产低碳环保的装配式建筑构
件，这里被列入2021 年山东省新旧动能
转换优先项目， 7 万余平方米的生产车
间当年建成。
　　2019 年 11 月，潍坊市政府印发关于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的通知，
提出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总体要求、具体
目标、支持政策、保障措施。
  “不仅有明确的装配率要求，还在
建设用地、高新技术企业税费、贷款贴
息、信用等级评价、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履约保证金、容积率奖励、提前预
售等方面制定了10 项扶持措施。”路振
宇告诉记者。
　　对于开发商来说，回款速度至关重
要。装配式建筑在地上一层就可预售，
开发商非常看重这一点。“潍坊还要求
新地块拍卖前，就需要提前告知装配式
建筑比例，并写入土地出让合同中。提
前预售时间，这是保证装配率的最关键
一点。”路振宇说。
　　今年 5 月，我省下发通知，要求推
进建造方式绿色转型，提出计划到 2025
年，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达到 40% 以上，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
排放不高于300 吨/万平方米。
　　山东华元建设集团早在上世纪90 年
代就进行过探索，当时他们在楼房建设中
率先采用大板技术，不过在当时的技术条
件下，墙面和地板拼接处渗水、裂缝等问
题不好解决，再加上构件较重施工不便，
大板技术推广一度停滞。如今乘着政策
东风，该集团重新上马了装配式建筑。

装配式建筑虽好，也需要政策“助攻”

推广大“乐高”，还要迈几步

暴雨过后，全省主要河道运行平稳
共组织群众避险转移2897人

　　□记者　方垒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 6 月 27 日讯　自 26 日中午
起，我省迎来今年首次大范围暴雨过程。至
27 日 18 时，全省平均降雨量已超过 80 毫
米，全省重要湖泊、大中型水利工程和骨干
河道运行平稳，未接到险情报告。
　　省水文中心降水数据显示，6月26日18
时至 27 日 18 时，全省平均降水量 66 . 7 毫
米。各市平均降水量分别为：日照 163 . 6
毫米、济宁140 . 4 毫米、枣庄131 . 0 毫米、临
沂116 . 9 毫米、泰安88 . 1 毫米、青岛78 . 1 毫
米、菏泽76 . 6 毫米、烟台63 . 4 毫米、威海
54 . 8 毫米、潍坊45 . 2 毫米、淄博35 . 6 毫米、
聊城30 . 4 毫米、济南21 . 2 毫米、德州20 . 8
毫米、滨州11 . 1 毫米、东营5 . 9 毫米。
  平均降水量超过 100 毫米的县（市、
区）有34 个，超过50 毫米的县（市、区）
有69 个，降雨量前三位的是：日照市东港

区203 . 8 毫米、日照市岚山区191 . 9 毫米、济
宁市任城区174 . 2 毫米。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我省在降雨前做
了2期大中型水库纳雨能力分析，指导部分
水库提前预泄。”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中
心副主任王豪介绍，截至27 日 18 时，全省
有5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低于警戒水
位），主要位于降雨量较大的临沂、青岛等
地，目前正在按照调度规程泄洪；有600 多
座小型水库正常蓄满溢洪，全省水利工程总
体运行平稳。
　　当前全省水情平稳，主要河道均不超
警。其中流量较大的是：沭河重沟水文站
2050 立方米每秒，新沭河大官庄闸1440 立方
米每秒，老沭河大官庄闸959 立方米每秒，
沂河刘家道口闸1500 立方米每秒。根据当
前降雨预判和水文测报，全省大中型河道整
体运行平稳，不会发生超标准洪水。

　　水情数据显示，截至27 日 18 时，入汛
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156 . 4 毫米，较常年
同 期 偏 多 1 4 3 . 6 % ，较 去 年 同 期 偏 多
115 . 4%。
　　“6月份遭遇如此量级的全省大范围
暴雨过程，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王
豪告诉记者，此次降雨较大的鲁南和半岛
地区，也是前期我省旱情相对严重的地
区，虽然在防汛上压力较大，但对于缓解
旱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气象预报，27 日夜间到28 日白
天，鲁东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大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
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强雷雨地区雷雨时
阵风8— 10 级。根据未来24 小时降雨预
报及前期实际降雨量分析，泰安大部、济
宁东部、枣庄大部、淄博南部、临沂大
部、潍坊西南部、日照、威海、青岛南部

沿海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
色预警）。预计6月27日20时至6月28日
20 时，日照、临沂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
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日照、
威海、烟台、临沂、潍坊等市局部地区可
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今天下午三点，应急管理部指挥中心
召开防汛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会议，山东作
汇报发言。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截至6 月
27 日 14 时，本次大范围暴雨共造成青岛、
潍坊、泰安、日照、菏泽5 市 1010 余户受灾

（无人员伤亡和需生活救助人口），全省共
组织群众避险转移2897人。
　　强降雨还造成青岛、潍坊、泰安、日
照、菏泽农作物受灾面积1024 . 86 公顷，
倒塌房屋4 间，一般损坏房屋5 间，直接
经济损失897 . 3 万元。其余11 市未接到灾
情报告。

  在潍坊市寒亭区和园小区施工现场，工人正在装配预制楼梯。（□记者 张鹏 报道）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初宝瑞 报道
  6 月 27 日，滨州惠民县一家汽车零
部件生产企业内，工人加紧生产制动
盘，赶制出口订单。
  连日来，惠民县的汽车零部件生产
企业抢时间、抓生产、赶订单，全力满
足海外市场需求，奋力冲刺“半年
红”。近年来，滨州市积极响应“一带
一路”倡议，鼓励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走出
去”步伐，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国
家和地区。

汽车零部件
出口加工忙

我省公布2021 年度使用

福利彩票公益金情况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6月27 日讯　今天，省教育厅发布《山东省体育
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规定（暂行）》《山东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
训机构设置规定（暂行）》《山东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规
定（暂行）》，分别对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生从事上
述 3 类课程培训服务的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置和管理进行
规范。
　　据介绍，最新出台的3个设置规定，规范我省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的准入审批，强化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服务监管，理
清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申请条件、设立审批、日常管理的全链
条标准要求，审批前、审批后一体化设计，系统加强培训机构监
管，便于审批部门和校外培训机构把握，易于审批操作。
　　上述规定明确，对此次规定实施前已经批准设立的相应培训
机构，须在2023 年底前按照规定要求，重新审核登记。同时，
不再审批新的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的相应培训机构，现有招
收3至6岁学龄前儿童的相应培训机构，需要重新审核登记。
　　据悉，各设区市可以按照3个设置规定的要求和当地实际，
研究制订本地区相应培训机构的具体设置要求。培训机构审批登
记实行属地管理，由县（市、区）行政审批部门负责，具体的设
置审批流程由行政审批等部门协商确定。

山东出台艺体科技类

校外培训设置规定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通
知，在全省组织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引航助跑”行动。
　　行动期间，我省将引导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充分发挥专业
优势，广泛参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开展的各类援企稳岗活动。
聚焦我省“十强产业”“十大扩需求”重大项目、产业链供应链
重点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用工招聘、高级人才寻访、
劳务派遣、员工培训、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服务。将工业和信息
化部门确定的“白名单”企业、商务部门确定的重点外贸企业、
发展改革部门确定的重点领域企业以及各地确定的其他重点企业
纳入主动服务范围，“一企一策”解决服务需求。鼓励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经营较为困难的行业企业，尤其是
中小微企业，提供公益性服务，或适当减免相关服务费用。
　　我省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灵活运用“直播带岗”“云上面
试”“在线回访”等技术手段，搭建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平台，
提升求职招聘精准性和便捷度。
  在搭建平台助就业方面，我省统筹组织园区内外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协同开展促就业综合服务活动，精准对接供需，提供优质
服务。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自主开发、积极引进用工余缺调剂
平台，帮助有“共享用工”需求的企业精准高效匹配人力资源。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依托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联合相关部门，
选择交通便利、人员求职集中的地点设立劳务市场或零工市场，
支持劳动者多渠道灵活就业。
　　与此同时，我省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针对产业结构变化，
联合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和企业开发优化技能培训项目，按
规定参与稳岗扩岗、以训稳岗、重点群体专项培训等工作。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

促就业“引航助跑”行动启动

  6 月26日，在位于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东国瓷功能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化学分析室，东营职业学院2019 级应用化工技术
专业学生王雪婷（右一）在师傅李余燕（右二）的带领指导下，
用红外压片法测试氧化锆粉体中的官能团。

  近年来，东营市积极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联合办学，各职业
院校针对用人单位需求，与用人单位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并
在师资、技术、设备等方面相互合作，“车间建在学校、课堂设
到车间”的教学模式和“订单式”培养机制，实现招生招工同步，
毕业就业并行，提高了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校企联合订单教育促就业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周广学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