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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学莹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 月 26 日，由省国资委团委、省

企业青联组织开展的首届“山东省省管企业青年五
四奖章”评选活动结果揭晓，15 人获奖。

该奖项是省国资委团委、省企业青联授予省管
企业青年职工的最高荣誉。本届获奖者包括齐鲁证
券有限公司青岛香港中路营业部总经理尹戈，肥城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白庄煤矿机电科班长江建
清，山钢集团莱钢炼钢厂新区 2 号转炉车间一助手
名金伟等 15 人。

首届省管企业青年五四奖章颁发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青岛市对城镇基本

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作出调整，新增阿
莫西林口服液、脑心通丸、维 C 银翘
胶囊等 20 个品种，将国家和省确定的
523 种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报销范围，同时，参保人使用这些
药物报销比例进一步提高。

据了解，从今年 1 月起，按照医

疗保险规定，青岛将 395 种基本药物
列入甲类药品目录,使用这些药物，纳
入统筹支付前，不再设定个人自负比
例。基本药物中，有 108 种药品已经
列入该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乙类药品
目录，但还有 20 个品种以前未进入医
保报销范围，为配合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的实施,青岛市对药品目录进行进一
步调整，调整后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险

药品目录包括了国家和省确定的 523
种基本药物。

新增的 20 种药品包括阿莫西林口
服液、脑心通丸、维 C 银翘胶囊、小
儿清热止咳口服液、妇科调经颗粒
等，为减轻参保人负担，新纳入品种
的自负比例都在 10% 以内。

“除报销种类有所增加外，此次
调整还降低了 27 种药品的参保人员自

负比例。”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据介绍，以前
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基本药物中，有
些自负比例较高。其中，头孢克洛颗
粒剂等品种纳入统筹支付前的自负比
例都在 20% 以上。调整后，这些品种
的自负比例全部降低到 10% ，确保了
这些基本药物的报销比例高于一般非
基本药物。

基本药物的 523 个品种已经全部
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且报销比例明显
提高。但是参保人在使用这些药品的
过程中需注意一些药品的使用范围限
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某些
药品的高报销标准。

乙类药品目录中的阿法骨化醇，
只有患有重度骨质疏松、肾性骨病、
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的患者使用时自
负比例为 10% ，其他患者使用自负比
例为 20% 。新纳入报销范围的阿莫西
林口服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只有
儿童或吞咽困难者使用，才能纳入医
保报销范围，其他人使用只能自己负
担费用，广大参保人在使用此类药品
时，一定要注意使用范围限制，合理
用药。

新增 20 种药品个人自负比例都在 10% 以内

青岛 523 种基本药物医保均报销

□记 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李云峰 报道

本报日照 4 月 27 日讯 池塘还
是那方池塘，养殖技术一变，效益翻
番。“池塘革命”让朝阳村的 1000
多亩海水池塘，从过去只养单一品
种，变为可同时放养上蟹、中虾、下
贝的“四放五收”立体养殖，亩产值
达万元以上，亩均利润 6000 元以
上。

在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海水养殖
专业村——— 朝阳村的池塘边，渔民向
记者仔细解释他们发明的“四放五
收”养殖模式。即在海水池塘中分 4
次放养菲律宾蛤仔、中国对虾、三疣
梭子蟹、日本对虾等四个品种，养殖
品种分 5 次收获。中秋节收梭子蟹雄
蟹，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收中国对
虾， 11 月收菲律宾蛤仔和梭子蟹雌
蟹， 11 月中旬前收获日本对虾。

根据今天召开的全省渔业科技入
户工作会议信息，由于渔业科技的支
撑，山东已成为全国最大“渔仓”。
全省形成了一大批优势水产品和优势
产区，水产品年总产量达 760 多万
吨，产量产值连续十几年位居全国首
位。

省海洋与渔业厅副厅长鲁小兵介
绍,我省自 2005 年启动渔业科技入户
工程以来，重点推广了海参、对虾、

鲆鲽鱼等十大主导品种和十项主推技
术。 5 年来全省累计培育科技示范户
16200 户，主导品种示范面积 27 . 6 万
亩，平均亩产量和亩效益年均增长分
别超过 10% 和 12% 。 2009 年省级示
范县达到 23 个，建立了 23 处省级核
心示范区，共辐射推广面积 60 多万
亩，带动了 5 万多户养殖户增产增
收。

东港区在水科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的帮助下，在核心示范区朝阳村
1152 亩池塘中放养中国对虾“黄海 I
号”苗种 298 万尾、“黄海 II 号”苗
种 26 万尾，使该村所有池塘全部实
现对虾良种化。禹城市帮助示范户选
购优质黄河鲤鱼苗种 600 余万尾。据
不完全统计，省级示范县主导品种的
良种覆盖率达 80% 以上。

根据计划，今年的渔业科技入户
将突出优势品种重点区域，在不断加
强巩固传统养殖大县的同时，着重加
强对黄河三角洲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扶
持力度。全省将设立 30 个省级示范
县和 14 个市级示范县，示范县总体
规模达到 44 个。重点推广刺参、南
美白对虾、中国对虾“黄海 1 号”等
18 个主导品种和海参健康养殖技
术、对虾健康养殖技术、水产品质量
安全控制技术等 8 项主推技术。

小水池变成立体海鲜库
科技“上船下海”使山东成为全国最大“渔仓”

□本报记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

获悉，一季度，我省农民人均现金收入 2277 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 332 元，增长 17 . 1% ，扣除物价因素，实
际增长 13 . 8% ，呈现恢复性增长的良好势头。同期，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65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51 元，增长 9 . 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 . 4%。

报酬提高，拉动占收入主体的工资性收入快速
增长。今年以来，全省各地紧紧围绕“保民生、调结
构、促发展”的工作目标，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及各
种服务业，努力扩大就业。农民工数量稳定增长，且
劳动力平均工价上涨，从业时间相应增加。一季度，
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892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 . 4%，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 17 个百分点。其中，农
民工资性收入增加额中，有 51 . 3% 来自于在本乡地
域内劳动所得。

财产性收入增速较快，但总量仍较小。一季度，
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 78 元，增加 22 元，增幅比上
年同期提高 23 . 8 个百分点。全省优化配置土地资
源，培育多元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转让
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占人均财产性收入比重为
18 . 3%，成为农民比较稳定的财产性收入来源。

以粮、棉、油、菜为代表的种植业产品价格大幅
上扬，直接带来农民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的快速增
长。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种粮大户奖励补贴等
政策的积极落实，也为农民增收带来更多实惠。

农民工资性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李涛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一季度，潍坊出口加工区保

税物流业务发展迅猛，保税物流货值突破 1 亿美元，
达到 1 . 03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保税物流货值和效
益居我省特殊监管区域前列。

潍坊出口加工区是黄河三角洲唯一的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2009 年 2 月，国务院赋予潍坊出口加工
区保税物流功能，使潍坊出口加工区具备加工贸易、
保税仓储、保税物流等多项功能。目前，该区已吸引
了近 70 家企业前来开展保税物流业务，商品种类涵
盖棉纱、化工品、电子产品等 10 大类 100 余个品种。

2009 年 12 月，该关成为山东关区首批 4 个特
殊监管区与口岸间直通转关试点单位之一，实现了
与口岸间的直接通关，提升通关效率 50% 以上。今
年一季度，潍坊海关驻出口加工区办事处审核进出
口报关单 1542 票，同比增长 12 倍。

潍坊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增势猛

□张环泽 李宗宪 报道
4 月 26 日，枣庄市山亭区冯卯镇九老庄村农民闫吉斌在为村小学学生讲解苹果树疏花技术。山亭区在农村中

小学开设农事教育课，根据作物生长特点，适时组织学生走进田间，听种田能手讲课，在实践中增长农技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