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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金乡讯 （记者祝
超群 通讯员韩洪波 王伟）种了
半辈子蒜，今年杨学涛心里最有
底。“我买了6亩地的大蒜价格保
险，要是今年均价每斤不到1 . 7 3

元，保险公司就赔钱，最起码能保
本。”5月13日中午，金乡县兴隆
镇东杨村支部书记杨学涛正张罗着
公示价格保险清单。

蒜价在2012年“狠”了一把，
近两年却一直没抬起头来。蒜价的
过山车式波动让蒜农吃了不少苦
头，稳定蒜价、保障蒜农利益成了
蒜区的重点工作，中央一号文件也
指出，必须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
平，积极开展农产品价格保险试
点。“大蒜是省物价局开展蔬菜目
标价格保险补贴工作的三个试点品
种之一，金乡凭借其全国大蒜主产
区的优势被选为试点县。”金乡县
物价局副局长邵辉说，大蒜价格保
险试点工作年初开始运行，目前进
入价格监测点部署阶段。

大蒜价格保险以保种植成本为

目的，每亩大蒜的生产种植成本加
起来在2500元左右，保险金额定为
2 5 0 0元 /亩，保费为保险金额的
10%，即250元/亩。“农户自愿参
保，参保农户承担20%的保费，一
亩地拿 5 0 元，剩下的由政府补
贴。”邵辉说，根据近三年的大蒜
平均价格把目标价格定为1 . 73元/

斤，若实际价格低于目标价格，保
险公司将理赔，“比如最后定的实
际价格是1 . 6元/斤，农户一亩地能
拿到180多元的赔偿金。”

兴隆镇东杨村有500多亩地，
现在有237亩入了保险。“因为是
试点，省里给了县里16万亩左右的
指标，我们镇分了1 . 25万亩指标，
村里就更少了，犹豫不定的人只好
等下一年。”兴隆镇农技站站长周
兆亮说，部分蒜农刚开始有顾虑，
怕今年蒜价高过1 . 73元，钱就白交
了。“入合作医疗的没人想得病，
就是买个万一。大蒜价格保险也一
样 ， 价 格 低 了 不 用 愁 ， 高 了 更
好。”杨学涛说，他一开始就入了

保险，吃下了这颗“定心丸”。
“实际价格到底怎么定，由谁

来定？”一些蒜农心里还是犯嘀
咕。“6到8月份是大蒜的集中上市

期，实际价格的确定以这个时段农
民地头交易的价格为依据，以市场
价格为参考，避开中间环节的差
价，最大限度地保障蒜农利益。”

邵辉说，每个乡镇设立了两三个地
头市场价格监测点，有检测员专门
负责数据采集，取平均价为实际价
格。实际价格确定后，若产生理
赔，理赔金将于11月前拨付到蒜农
的“惠农一卡通”上。

口说无凭，签了合同按了手印
蒜农才放心。“都是以村为单位统
一投保和签合同，我们会把保险投
保清单贴在村务公开栏公示，公示
内容包括参保农户姓名、惠农一卡
通号、参保面积、保费缴纳数额
等，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乡支
公司经理李艳梅说，这便于日后理
赔监督，蒜农心里也踏实。

由于价格保险涉及面积广，且
处于试点阶段，风险预控难度大，
金乡县联合了人保、平安保险、联
合保险等六家保险公司开展试点。
目前，参保面积16 . 7万亩，占全县
大蒜产区的四分之一，邵辉称：
“如果今年效果好，希望明年价格
保险能在更大范围推行。”

大蒜目标价格保险为“蒜贱”买单
每斤卖不到1 . 73元，保险公司赔钱，给蒜农吃了“定心丸”

泗水县星村镇
连片治理受到群众欢迎

“村庄治理可是大好事，我是
热烈欢迎，积极配合，要是需要我帮
忙的，我绝不含糊。”泗水县星村镇
姜家村村民姜恒营对笔者说道。

今年，星村镇选出人口较为密
集，土地肥沃，村级班子基础好的8

个村庄进行连片治理。自连片治理
工作开展以来，星村镇精心组织、科
学施工、讲求实效、确保质量，做到
让人民满意，让群众放心。

突出特色。在绿化美化亮化的
基础上，根据原有村庄的地形、地
貌，充分挖掘项目村的特色亮点、
传统文化、传说、文物及有价值有

意义的实物，保持所在村庄的原汁
原味，营造宜居、宜业、宜人的环
境。兼顾致富。为群众致富找路
子，为农民奔小康创造氛围，是星
村镇乡村连片治理的一大特色。在
制定治理规划过程中，注重改变村
庄环境的基础上，拓宽致富途径，
鼓励基层干部群众开拓思路，创新
致富方法。把“环境美”与“农民
富”一起抓。特别注重打造黄金梨
基地、订单土豆基地、绿化苗木基
地等生态种植的实施工作。提高素
质。文化宣传上更加注重人文内
涵。在硬件设施提升的同时，高度
重视群众内在素质的提高。项目实
施中，星村镇结合村庄来源、文物

古迹、知名人物等，以四德工程、
打造儒风孝道之乡、文明新风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格
调，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以开展
推荐身边好人和设立善行义举四德
榜等活动，倡树新风，发扬正能
量。用潜移默化的教育，让群众明
是非、知荣辱。顺应民意。星村镇
把尊重群众意愿，按群众的要求建
好项目，作为“乡村连片治理”的
内在要求。所以，从项目规划、筛
选、落实，都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路怎么修，广场怎么建，厕所放到
哪里，都通过“一事一议”的办
法，由群众作安排。只有通过群众
参与，乡村连片治理才更富有生命

力，才能把“乡村连片治理”工作做
扎实。注重实效。在制定“乡村连片
治理”实施方案的同时，星村镇重点
集中连片解决当地农民群众需求最
迫切、反映最强烈、受益最直接的建
设项目，以村内道路硬化、“三清、五
化”等为主要内容的村容村貌治理
项目、文体活动场所项目等。严格按
照方案的时间、工作要求，加快项目
建设，同时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研究解决，确保项目建设健康有
序推进。(廉士刚 卢凡)

简化办事流程，
提高服务质量

烟台开发区政务中心国土资源
分局窗口以“办事流程最简”为目

标，全面推行“四零”、“三
少”、“两不准”服务。即：服务
受理零推辞、服务方式零距离、服
务事项零积压、服务质量零投诉；
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排一次队、
少等一分钟；不准在办理业务时说
不知道、不准相互推诿扯皮，确保
群众满意。(李胜颖 郑璐)

兰陵农联社
举行星级柜员评定工作

近日兰陵农联社举行柜员星级
评定工作，本次评定项目包括服务
质量、业务技能、理论知识三个方
面，通过评定进一步提高了全县柜
台业务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的提
高。 (左海锟)

农村大众报即墨讯 （通讯
员林鸢）5月21日上午，即墨省
级高新区与中国民生银行青岛分
行举行战略合作暨银企授信签约
仪式，这是即墨省级高新区继推
动辖区内中小企业蓝海股权上市
之后，在服务企业发展方面推出
的又一重要举措。

近年来，在国内外经济发展
速度放缓的大环境下，中小企业
面临国际市场低迷、国内经济减
速下行、劳动力及原材料等要素
成本持续上涨、融资难及融资贵
等方面带来的诸多压力。特别是
融资渠道的不畅通，使得不少中
小企业发展进入资金瓶颈期。在
这种背景下，即墨省级高新区积
极探索新形势下为企服务的新模
式，最终与民生银行达成了此次
战略合作，依据该协议，辖区企
业将在信贷审批时效、利率等方
面享受到民生银行的优先支持，
这对破解辖区内中小企业融资难
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悉，此次战略合作暨银企
授信签约，也是即墨省级高新区
搭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管理
服务平台的重要开端。该区目前
正依托“直通联办”平台，建立企
业信息库，搭建企业管理服务平
台，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整合资
源要素，优化营商环境，激发高新
区企业发展活力。

即墨省级高新区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5月13日，霄云村的村务公示栏里张贴了村内参保大蒜价格保险
的清单，引来众多村民驻足观看。

农村大众报菏泽讯 （记者石
鹏志 通讯员郜玉华 王忠海）5月
17日一早，牡丹区安兴镇卫生院院
长朱福宪，整理好小药箱，穿上白大
褂，深入到签约“家庭医生”的群众
家里为他们检查诊治，并讲解合理
膳食等科普知识，这是牡丹区家庭
医生服务团服务群众的一个缩影。

“这是我们结合自己区的情况
对城乡医疗统筹的方法进行了创
新。”牡丹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办
公室负责人侯慧敏介绍，家庭医生
服务团是以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为依托，由全科医生(临
床医生)、公共卫生医师、护士等
卫生技术人员组成，他们和身患疾

病的群众签订一定期限的服务协议
后，定期上门为患者检查诊治。
“签约、上门体检都是免费的。”
侯慧敏说，“如果患者需要用药，
也是依据相关规定执行，该报销的
一分不少。”

“有了家庭医生，俺再也不用拖
累老伴和孩子了。”提起家庭医生服

务，牡丹区高庄镇白虎集的刘建国
老人难抑心中喜悦。之前，他因身患
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疾病，三
天两头往医院跑，这让他和家人都
身心疲惫。家庭医生服务团医生知
道情况后，主动找上门，和他签订了
服务协议，定期上门检查、诊治送
药，免去了他和家人的奔波之苦。

截至目前，牡丹区已有10万多
户群众签约了家庭医生，足不出户
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使
群众逐渐形成了“小病在社区，大病
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诊理念。

“家庭医生服务团”入户送医

近日，到平邑县武台镇水
沟村收购草莓的客商络绎不
绝，水沟村的村民蒋自鹏高兴
地告诉笔者，“今年草莓的行
情 好 ， 一 亩 能 收 入 五 六 千
元！”

近几年来，武台镇扶持农
民在桃树下间种草莓，聘请了
富有经验的农技员实地指导 ,并
引进优质草莓苗在桃树底下进
行立体套种。目前，该镇共套
种草莓5000余亩。据水沟村支
部书记韩杰介绍，每行桃树间
可以栽3到5行草莓，10月底套
栽结束，5月份采果出售。

（盛梅 摄）

立体套种

让果农尝到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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