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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利杰 宫梅

□左效强 报道
本报沂源讯 “俺这辈子也没想到，小山沟里的‘土包子’能住上

楼房，还有了退休金和医疗证，晚年生活更是过得有滋有味。”2月15
日，沂源县东里镇梅家坡村70多岁的梅文正老人高兴地告诉笔者。

自去年4月1日起，沂源县实现了县级新农保与国家新农保制度
并轨，并轨后该县60岁以上老人的基础养老金由原来的月人均25元
提高到65元，人均每年多领480元。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全部完
成，并从去年10月1日起兑付养老金，实现了县域内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无缝隙覆盖面的目标。截至目前，全县已为88042名居民，发
放城乡居民保险金6367 . 06万元，社会化发放率始终保持100%。

沂源60岁老人基础养老金
提高到65元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任现辉 王嘉 报道
本报乳山讯 “‘道德信贷’真帮俺大忙

了！有了这10万元，俺今年扩建虾池不用发愁
了。”2月25日，乳山寨镇到根见村“文明信
用户”高崇利顺利申请到养殖贷款，高兴地合
不拢嘴。

高崇利是海产品养殖户，由于资金有限，
养殖规模一直上不去，去年他当选“文明信用
户”，不用抵押，不用找人担保，就顺利地从
银行获得8万元的“道德信贷”。随着养殖规
模的扩大，加之信用档案内良好的记录，今年
初银行又为他增加了2万元的贷款额度。

着眼于“好人有好报、好人得实惠”，乳
山创新实施了由金融、社保、工商、税务等多
部门参与的“文明信用户”评选活动。评选活
动主要面向农民，评选标准包括孝敬父母、邻
里关系、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创富能力、遵
纪守法等20多项量化指标，按照家庭自荐、村
民小组互评、村民代表大会公评、镇村汇总、
相关部门审核、张榜公示等步骤进行。获得
“文明信用户”的农民可在资金信贷、创业帮
扶、技术指导、技能培训等多个方面获得扶

持。
资金匮乏是农民致富路上的“拦路虎”，

乳山为“文明信用户”设立了“道德信贷”，
以道德做担保，用诚信来贷款。根据“一次核
定、两年有效、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
用”的原则，“文明信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
要，经农村信用合作社或邮政储蓄银行审批
后，随时获得最高10万元的“道德信贷”，并
享受授信优先、利率优先、手续优先的“三
优”政策。同时，多个“文明信用户”还可通
过“联保”的方式，获得最高50万元的“道德
信贷”。为了让诚实守信者得到最大的实惠，
乳山还将“文明信用户”纳入小额担保财政贴
息贷款的适用范围，通过财政集中发放贴息资
金的形式，扶持“文明信用户”创业致富。

目前，乳山601个村已经全部开展了农户
信用评价工作，建立农户信用档案12万余户，
评选“文明信用户”1万余户，累计发放“道
德贷款”近百亿元，农户贷款满足率由原来的
21%上升到54%。随着“守信光荣、失信可
耻”观念的深入，去年一年，乳山各银行共收
回不良贷款500余笔，金额达10亿多元，金融
环境逐渐优化。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侯刚 石勇 田彬 报道
本报齐河讯 投资3亿元的万康食品工业园项目正在安装

厂房围栏，投资5亿元的永乐食品项目生产的40吨面粉驶出厂
区，运往大连。2月20日，记者在齐河县焦庙镇工业园区感受
到节后抢工期忙生产的红火气氛。而巧合的是：两家“巨
型”企业距离齐河县50万亩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中心区均不
过千米，小麦丰收即可“抬脚进厂”，实现就地转化增值。

说起向大田边上引项目、建企业，焦庙镇党委书记李殿
东的思路是：“依托粮食高产创建中心区，发展粮食及深加
工产业，实现特色发展。”焦庙镇是传统的农业乡镇，位于
县里建设的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中心区和农业部划定的黄淮
海强筋小麦优势产业带内，属高筋小麦。

举“粮食”牌抓招商。焦庙镇规划建设工业园区，毗邻
粮食高产创建中心区，直通济齐建邦黄河大桥，距离济聊高
速王辛出口、刘洪出口均在5公里以内。引进靠吃原粮的永乐

食品项目，2012年底投产运营，年处理小麦50万吨，生产的
面粉、面条、面琪等产品覆盖全国各省市，被中国粮食行业
协会评为全国小麦粉加工50强企业。“整个齐河的粮食都不
够我们‘吃’，中心区的粮食抬脚就进了我们这里就地转
化。”项目负责人滕先信介绍说。而去年该镇又引进中日合
资的万康食品工业园项目则属面粉深加工项目，主要生产日
式春卷、水饺、花色面点等冷冻食品，产品60%出口日韩及
东南亚国家，达产后，年产值达3亿元，利税3000万元。

特色发展为焦庙镇带来的是可观的收益。仅永乐食品项
目投产后，带起粮食收购大户20个，小型粮食收购点百余
个，而且安置当地务工农民200余人，人均月工资3000元以
上。因为靠近粮区，企业将节省下的部分运输费转让当地粮
农，2013年每斤小麦收购价比市场价高3分钱。2013年，全镇
地方财政收入从几年前的几十万元一跃增长到472万元，同比
增长119%，在2月7日召开的全市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幸福德州
表彰大会上，该镇被评为“跨越发展先进乡镇”。

丰收小麦“抬脚”可进厂

齐河毗邻50万亩粮田建粮企 □马涛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自去年8月实施小微企业增值税优惠政策以来，

威海市环翠国税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优化纳税服务方式，着力
帮助小微企业解决涉税问题，确保惠民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截至
2013年底，该局辖区共有1596户小微企业受益，减免增值税68 . 3万元。

针对小微企业的实际情况，环翠国税局推出“减负增效，风险
防范”等措施，解决小微企业办税成本高、涉税风险大的问题。该
局指派业务骨干，通过实地走访和收集纳税需求进行分析汇总，全
面了解掌握小微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将有关小微企业
的相关税收政策汇编成册，发放给小微企业，并在办税服务厅开设
小微企业纳税绿色通道。面对很多小微企业财务管理不健全，容易
发生税收风险的现状，环翠国税局在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组织业
务骨干举办8期小微企业相关税收政策解读会，培训纳税人2000余
人次，发放相关税收政策宣传资料3000余份，进行广泛宣传。

该局注重跟踪服务。对小微企业进行定期巡查，加大政策跟踪
问效力度，帮助小微企业分析生产经营过程中潜在的涉税风险，辅
导企业用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为辖区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助
推力。

□记者 董卿 通讯员 张建锋 报道
本报莒县讯 有了“文明单位”这个光环是不

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在莒县，这个答案是否定
的。2月7日，有25个县级文明单位因失去先进性，
被莒县县委、县政府发文“摘帽”。

年初，莒县在对2013年度的文明单位例行考
核验收中，发现一些单位对这块本来极具“含金
量”的牌子并不珍惜。在县直某单位，考核人员
发现，该单位不仅“三无”：无文体活动场所，
无精神文明创建规划，无阵地设施；而且未见
“八个一”创建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内容及相关
档案材料，楼道环境卫生脏乱差，就连平时的集
体学习也是空白。

通过认真梳理，莒县决定彻底打破个别文明
单位“占着位置不作为”的这个怪圈。本着“竞
争创建、择优发展、动态管理、提高质量”的原
则，维护文明单位的声誉，发挥文明单位应有的
作用，县委、县政府根据《山东省文明单位建设
管理条例（修订稿）》规定，决定撤免25个单位
的“县级文明单位”称号。

莒县25个文明单位
被“摘帽” 环翠国税局优化服务

助推小微企业发展

“文明信用户”高崇利2月25日申请到10万元养殖贷款———

乳山：道德信贷点“信”成金

□彭辉 报道
乳山银行工作人员（右）到“文明信用户”家中进行“道德信贷”

需求调查。

□通讯员 钱杰 赵清华
记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滨州讯 2月8日上午，记者在滨州经济开发区人才交流中
心了解到，该区通过引进高端人才，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进产学
研结合，现已建立国家级技术中心1家、省级技术中心2家、市级技
术中心5家、院士工作站1处、博士后工作站2处，创新平台建设位
居滨州市前列。2013年11月20日，该区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国家
级经济开发区”。

近几年，该区制定了“人才强区、科技兴企”战略，鼓励企业
向高端人才借智慧，向资本市场争资金，向科技平台要技术。自
2011年开始，区管委会每年拨出专项资金，设立1500万元的科技创
新和人才创业专项基金。目前，全区已经拥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12人，山东省“泰山学者”3人，国家、省、市突出贡献专家
15人，省市首席技师8人，市杰出贡献企业家1人，来区创业及柔性
引进博士55人，全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滨州经济开发区
借高端人才登研发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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