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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沂水讯 （通讯员
田宝宗 温敏）近年来，沂水县以
公益性公墓建设为引领，引导广大
群众树立婚丧嫁娶文明新风。在今
年上半年山东省移风易俗工作群众
满意度电话调查中，沂水县位列临
沂市第一，丧事简办率达到99%，
全县80%的村达到了县级以上文明
村标准，城乡文明氛围更加浓厚。

沂水县坚持政府主导和群众自
治相结合，引导广大农村、社区建
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
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简称“四
会”）并由党员群众推选德高望重

的老党员、老干部、家族长任成
员，提倡红白理事会的会长由村干
部兼任，全县1040个村（社区）的
红白理事会均由“兼任+推选”的
方式产生。全县实现村规民约（简
称“一约”）自然村全覆盖。

龙家圈镇黄家庵社区，将白事
“三不两必须”写入村规民约，即不
披麻戴孝、不烧纸、不泼汤，必须进
公墓安葬、必须一天之内办完丧事，
从而形成了丧事简办良好风尚。制
定《红白事简办参照标准》，各村（社
区）结合实际分别制定简办具体标
准。“红白理事会的建立解决了群众

多年来婚丧嫁娶‘想简办又不好意
思简办’的难题，得到了群众的普遍
欢迎。”该县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
主任赵光好说。

树立简丧文明新风，公墓建设
是基础。该县以村为单位设立公
墓，对土地较少或人口较少的村实
行多村联建，一般占地10-20亩。倡
导树葬、花葬、草坪葬、墓碑卧放
等节地安葬方式。目前，全县先后
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已建设县级
公益性公墓1处，其中已完成墓穴
建设600个，正在建设1000个；社区
（村）公益性公墓95处、墓穴2 . 5万

个；建设临终关怀室、悼念厅等配
套设施32处。

“这些公墓有绿化区、停车
区、看护房，墓区郁郁葱葱，为村
民提供了良好的殡葬和祭祀环境，
真正实现了移风易俗。”沂水县民
政局局长刘长生说。

“沂水县充分利用农村文化大
舞台、广播喇叭村村响、宣传车和
发放明白纸等形式，让‘移风易俗
好，红事白事花费少’的理念走进
千家万户，积极完善《公益性公墓
管理章程》，出台《关于在全县建
立殡葬救助制度的通知》，引领群

众自觉移风易俗。”沂水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徐本开说。

倡导厚养简丧，一手要抓公墓
建设，一手还要强化养老服务机
制。沂水县经过两期建设，目前该
县社会福利中心总建筑面积达到
35000平方米，床位1300个。今年还
将新建2处规模较大的医养结合型
养老机构、10余处小型养老机构、
39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依托省社
区服务平台，投资800余万元建设集
12349居家养老服务，打造好居家养
老服务模块，建成没有围墙的“养
老院”。

沂水：“一约四会”促厚养简丧
建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实现村规民约自然村全覆盖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刘
真真）10月28日，第四届中国茶叶
博览会在济南高新国际会展中心拉
开帷幕。本届展会以“品牌、品
质、安全”为主题，为期4天。本
届茶博会汇集了来自湖南省、浙江
省、湖北省等十几个主产茶省的六
大茶类及再加工茶，产品近2000

种，492家茶企亮相。
记者获悉，茶博会期间，茶产

业高层论坛、供需见面会、主产区
推介会、品鉴会、斗茶大赛等20项
重点活动相继展开。参展茶既有西
湖龙井、洞庭碧螺春、安溪铁观
音、武夷岩茶、福州茉莉花等传统
名茶，也有安化黑茶、云南普洱、
福鼎白茶等新兴品牌。14个茶叶主
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和部分地方政府组团参
展，占参展企业总数的80%以上。

作为中国茶叶消费大省，山东
也成了外地茶商传播茶文化的圣
地。茶博会期间，“中国黑茶之
乡”湖南省安化县到泰安举办了
“安化黑茶万里茶道行”活动。

本届展会上，陕西省农业厅组
织了咸阳、汉中、安康、商洛4市
的31家优秀茶企来济参展，并举办
专场推介会。“陕茶”区域品牌已
经形成。本届茶博会由农业部优质
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牵头联合有关
单位共同举办，主要展示茶叶、茶制
品、茶具、茶机械等各类涉茶产品和
茶文化艺术，旨在“把我国茶叶做成
优质高效、全球畅销的大产业”。

492家茶企亮相

第四届中国茶博会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李

伟）10月28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进展情况。截
至目前，全省参与改革的城市公立
医院总数达到286家，共取消药品
加成（中药饮片除外）58 . 01亿元，
大型设备检查、检验价格平均降低
20%。同时，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和省统一规划村卫生室基本药
物制度全覆盖，结束了几十年来

“以药补医”的历史。

据介绍，全省以110种常见病、
慢性病、多发病诊疗为突破口，去年
在潍坊、东营、威海3个市和章丘等
22个县（市、区）先行开展了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目前，17个市
已全部出台分级诊疗实施意见，在
市域内部署开展了分级诊疗工作。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是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基础。全
省加强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标准化建设，每个县至少有一所
二甲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

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达标率分别为
92%、86 . 5%和95%。同时，全面完成为
每个乡镇培训1名全科医生、每个社
区培训3名全科医生的任务。

自2012年起，我省在城市社区
和农村推行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目前累计签约4696 . 6万人，签约率达
到47%。签约服务坚持居民自愿的原
则，以老年人、慢性病、孕产妇、儿童
等为重点人群，由家庭医生团队负
责签约居民的基本医疗、公共卫生
和健康管理服务，并提供就医路径

指导、转诊预约等服务，健康守门人
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据介绍，目前，我省实现了政府
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省统一规划
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结
束了基层机构几十年来“以药补医”
的历史。272家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和9143个其他的村卫生室纳入制
度实施范围。在保障基本药物用药主
导地位基础上，允许各地以市为单位
遴选100种补充药品供基层配备使用，
充分满足基层用药需求。

公办基层医院告别“以药补医”

我省村卫生室实现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

农村大众报潍坊讯 （记者任
治安）霜降前后，正是潍坊地区露天
种植大姜的收获高峰季节。在经历
了2 0 1 4年鲜姜价格的高位运行之
后，近2年左右时间，生姜价格一直
低迷。而今年的生姜上市之后，价
格一改往日颓势，上涨迅猛，由一
个月前的0 . 8元/斤涨到现在的近2元/

斤。业内人士分析，价格上涨或与前
期出口拉动以及近期“囤货人气”较
旺有关，建议农户不要盲目跟风。

“9月底，黄姜才八九毛钱，
现在鲜姜一块四、五，黄姜到了两
块钱一斤了。”10月26日，安丘市

凌河镇大姜市场生姜收购商刘洪国
告诉记者。

另一生姜种植大县昌邑市也是
如此。昌邑宏大生姜合作社理事长
高洪侦告诉记者，昌邑生姜市场是
山东市场的价格风向标，目前昌邑
带泥鲜姜最高收购价在1 . 8-1 . 9元/

斤，水洗后的黄姜最高价格到了
3 . 7-3 . 8元/斤。

对于生姜大量上市，价格反而
大幅上涨的原因，刘洪国认为，可
能与近期“囤货人气”较旺有关。
鲜姜上市前，价格约在0 . 8元/斤的
种植成本线左右，许多洗姜厂认为

这是个行情周期低点，因此用冷库
大量收储囤货，看多后市。有些小
商贩和种植散户也跟风收储，用地
窖和山洞囤货。

潍坊市生姜协会副会长张其录
认为，近期的价格上涨是由黄姜价
格上涨带动。他估算，到今年10月
份，去年储存的黄姜，整个市场存
量已不到5%，黄姜少了，所以收购
价上涨，带动鲜姜收购价也上涨。

安丘市专做生姜出口贸易的李
汉臣经理告诉记者，今年安丘生姜
出口量比去年增加了40%，前期大
量出口造成后期黄姜的存量减少，

或许对于后期价格拉动带来影响。
张其录介绍，今年潍坊大姜种植面
积约在40-50万亩，比去年约增长
了10%，其中以安丘和昌邑为主产
区，占到总面积的80%。

“今年收获季鲜姜价格不降反
升，确实出乎预期，明年行情能否继
续上涨现在很难说，估计到清明节
前后能看出端倪。”张其录说。

刘洪国介绍，他经营生姜贸易
已近20年，每年也都会囤货存姜，
但相较往年来讲，今年他囤货量并
不大。他认为，农户跟风囤姜风险
太高。

鲜姜大量上市价格不降反升
业内人士：或与出口拉动及跟风囤货有关，后市暴涨概率小

缺苗补，密苗间，
麦苗匀全才增产。

密了穗子小，
秆软容易倒。

稀了穗头少，
产量就难保。

农村大众报潍坊讯 （记者房
孝钰）10月29-30日，由山东省畜牧
兽医局、山东省总工会主办，山东
省畜牧总站承办，山东畜牧兽医职
业学院及各市畜牧兽医局协办的
2016年山东省畜牧兽医行业技能
大赛——— 家畜饲养工职业技能竞
赛决赛在潍坊成功举办。

经过县级初赛、市级预赛层层
选拔上来的16支代表队共48名选
手，参加本次省级决赛。大赛产生

个人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
奖10名，5个代表队荣获“优秀组织
奖”称号。对获得决赛第一名的参
赛选手，省畜牧兽医局将按程序报
请省人社厅和省总工会分别授予

“山东省技术能手”“山东省富民兴
鲁劳动奖章”。“大赛对我的养殖工
作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决赛第一
名获得者刘月光说。

参赛选手正在鉴别青贮饲
料。

家畜饲养工职业
2016年技能竞赛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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