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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桑蕊 报道
本报宁阳讯 阳春三月，在宁阳县泗店镇主干道路边空旷的田野

上，华鸣畜禽养殖公司的现代化鸡棚显得格外醒目。一位技术人员刚按
下鸡棚入口处的一个设备键，匀料器便自动给两旁鸡笼均匀洒料，经过
软化的水则由“电梯”直接打到每个鸡笼，各个过程全部一键操作。

“这套设备包括加料、温控、喷雾、除粪四个系统，机器上料，
电梯送水，鸡粪不着地，传送带直接上车。”公司总经理许振鲁说，
传统养殖方法每个鸡棚至少需要6个人忙活，如今只需一人便可轻松
管理。

“整个鸡棚内环境由微电脑设定的一个曲线控制，温度、湿度都
是自动调节。”许振鲁说，“以一批鸡养殖45天为例，如果突然下
雨，外界温度降低，系统会自动关闭风机，变频风机速度减小，保持
棚内温度。”据悉，目前公司现有类似国内较先进鸡棚10个，每个棚
投资在100万元左右，3年便可收回成本。

在新三农示范园绿色生产车间，记者见证了营养液膜水培技术、
新式管道式栽培等一个个农业新鲜事儿。在一株形同“树桩”的蔬菜
前，技术人员介绍说，“番茄通过树式栽培生长周期能到一年以上，
单株产量600公斤，相当于常规种植一分地的产量。”让记者惊奇的是，
通过这种营养液、环境控制以及蔬菜生长的平衡调控模式，甘薯也实现
了地上生长“寿命可延长5-7年，单株产量达1000公斤。”

据悉，位于蒋集的这个园内有20多项中科院专利产品及技术，成为
中科院农业新技术的转化基地。截至目前，全县各个现代化农业示范
园区共引进农业新技术100多项，新品种110余个，园区农业总产值2 . 4
亿元，辐射带动周边40万亩土地的调整与开发。

据宁阳县科技局负责人介绍，为全力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当地
2013年参与省、市级农社类科技计划9项，其中泰安巴夫巴夫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承担的“泰山黑猪优质肉猪配套系选育与产业化开发”被
列入省级现代种业企业科技培育计划，获无偿资金支持200万元；全
兴种业承担的“高产抗病牛腿山药新品种中试与示范”列入省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资金，获资金支持30万元。

机器上料 “电梯”送水

宁阳：科技领跑现代农业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王成波 刘文平

今年2月份，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早在2011年，潍坊
市奎文区就迈出养老金并轨的步伐，将新
型农村养老保险并入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体系中，完成了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的工作。

借“村改居”之机

先行统一

2月20日，奎文区广文街道中上虞社
区服务中心内，59岁的居民马华禄正在询
问养老保险事宜。马华禄告诉记者，“我
还有一年就要领取养老金了，因为缴费年
限不够，来社区问问补缴的事情。”

在奎文区“村改居”之前，马华禄虽
然曾在一家工厂上过班，却因企业倒闭等
原因，一直没有缴纳养老保险，但他心里
一直盼着能有一天和城里人一样领取养老
金。2010年8月，奎文区成功申报为首批
山东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县（区），
让马华禄等众多村民有了参保途径。
“2010年，我区就出台了新型农村养老保
险暂行办法，并于12月份完成了新农保的
参保登记和养老金发放工作。”奎文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辛桂红说。

马华禄是在2010年12月10日正式参保
登记的。“当时听到能够入新农保很高
兴，马上就到社区参了保。”他说。

2011年，我省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试点。而在当时，奎文区59个行政村
已经全部撤村设居，7 . 5万农民转化为市
民。在此背景下，奎文区又开始着手开展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调查摸底工作。

“2011年8月，区里将原参加新农保
的居民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范
围，完成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
并轨，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城乡一体、待遇
均等。”辛桂红说。

马华禄此前参保的新农保，也转为城

镇居民养老保险。截至目前，奎文区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2072
人，60周岁以上直接领取养老金的人员
13791人，发放养老金1256 . 6万元，发放率
100%。

缴费档次更多，

补贴标准更高

奎文区广文街道中上虞社区63岁的李
明香告诉记者，她从2011年开始领取养老
金，每月领取基础养老金60元，2013年开
始每月领取基础养老金80元。

辛桂红告诉记者，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除了参保
对象身份不同，其缴费档次与补贴也有一
定区别。选择缴费档次高的，现在每月能

领到620多元。
奎文区在未实行城乡养老保险并轨

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标准设为
每人每年100元到2000元7个档次。政府财
政对正常参保人员缴费给予财政补贴，相
应补贴标准分为30元到60元7个档次。

“相比于新农保，城镇养老保险的缴
费标准与财政补贴档次更高了。”奎文区
社保中心主任于振兴说。其中，个人年缴
费标准分为100元到4000元9个档次，参保
人员每年度可根据经济能力自主选择缴费
档次，多缴多得。政府对城镇居民参保缴
费给予财政补贴，相应补贴标准分为从30
元到90元9个档次。这意味着，奎文区从
新农保并入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
人员能够相应提高自己的缴费档次。“因
为新农保参保人员本身在每个缴费年度也
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状况进行调整。”于振

兴说。
为鼓励当地青年、中年城镇居民连续

缴费、多缴费，奎文区对参保人员缴费年
限超过15年的每超过1年加发1%的基础养
老金。

2013年，奎文区根据该区经济发展水
平，将基础养老金标准从原来的每人每月
6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80元。

于振兴告诉记者，奎文区还鼓励有条
件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经济组织对所属参
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人员缴费给予补助，
补助标准由各社区居民委员会通过民主程
序确定。

基层平台承担

登记收费职责

辛桂红说，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在区公共服务中心办理不同，城镇居民养
老保险暂时还需要工作人员到社区办理。

为此，奎文在8个街道统一设立了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在100个社区统一
设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站，将城镇
居民养老的参保登记和收费等职责下放到
基层平台承担。真正实行了“区社保中心
现场答疑”、“银行现场收费”和“社区
现场参保”的一条龙服务模式，实现了参
保资格认证、参保登记、保费收缴、信息
录入一体化运作。

不过，社区现场参保、银行现场收费
的模式已即将被网上缴费所取代。辛桂红
介绍，为了更加方便参保居民，奎文积极
推行社会保险网上缴费业务，正在完善城
镇居民养老保险信息化服务系统，尽快实
现各项业务网上办理。

“目前系统调试工作即将完成，下一
步参保居民就可以直接到银行缴费，而不
用再到社区统一缴纳了。”于振兴说，
“我们也将在各个街道和部分社区放置社
保自助终端服务设备，参保居民可以自主
操作实现缴费、查询等功能。”记者注意
到，马华禄、李明香所参保的城镇居民养
老保险中，个人缴费、其他社会组织对参
保人员缴费资助、政府对参保人员的缴费
补贴，全部都是记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
存储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
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

早在2011年，潍坊市奎文区居民参保已不再看“身份”———

城乡养老保险并轨的奎文实践

□记者 申红 马桂路
通讯员 袁致甲 报道
本报章丘讯 3月31日，十八盘村村口

突然热闹起来。“分核桃树啦”，十几户村民
围在一块空地上，等着村支书念到自己的
名字。“这核桃树都是嫁接过的，养得好一
两年就能结果子”，领到的人脸上笑开了
花，“这核桃树不会遭虫子吧？”“不会，如果
有了我们再找技术员过来治。”

原来，今年3月，章丘对全市困难群众
进行了拉网式摸底，最南部的十八盘村，成
了帮扶重点。为了让村民尽快脱贫，市里给
村民们购买了羊和核桃树，现在正分发给
村民呢。

从垛庄镇驱车沿243省道一路向西，终
点就是十八盘村，这也是章丘最南部的一
个村。走进村里，古道悠长，处处石屋，却难
得听见鸡犬之声。“这么多年来，十八盘村
一直死气沉沉的，村里连个年轻人都没有，
一点热闹不起来。”村民黄德水说。

十八盘村里人本来就不多，再加上交
通不便，发展滞后，年轻人都往外走，现
在就剩下了240户村民700多口人。“我今

年67岁了，在村里还算年轻的。”黄德水
说，“我们村现在是个不折不扣的老人
村，四十岁之下的少之又少。”

2013年冬，章丘市委书记江林到山区

走访调研，了解到十八盘村只有100多亩
山地，分到每户也就五六分地，饱肚子都
难，现在村里有点力气的都出山打零工养
家了。十八盘村的贫困现状让江林“震

惊”：“宁可少修一条路，少投资一个项
目，也要把苦难群众帮扶好、救助好，让
群众过得去，要对得起党员干部的良心和
责任，坚决不能与困难群众‘失联’。”

2014年，章丘将帮扶困难群众写进了
新年一号文件，将困难群众帮扶工作列入
章丘市委、市政府“十大民生项目”，成
立了帮扶困难群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整合各职能部门“一帮多”、“多帮一”
地对困难群众帮扶。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章丘市再次对困
难户底数进行调研摸底，最终确定困难群
众2086户，与126个单位、668个党支部的
1404名领导干部结对。

如今，记者在十八盘村里看到，危房
全部都修复了，还在村口新建了一排新屋
子，让原先住土坯危房的老人们搬了进去。
村里交通不便，外出购物极为麻烦，垛庄镇
给村民们新设了便民超市。“以后买点油盐
酱醋的再不用翻山越岭了。”黄德水对记者
说，“原本以为这个村子老了，旧了，没指望
了，没想到市里对我们的帮扶力度这么大，
我们的生活又有奔头了。”

宁可少投资个项目，也不能与困难群众“失联”

十八盘村又“活”过来了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张长青 孙计勇 报道
本报邹城讯 在邹城市田黄镇宋山头村村民王开庆看来，今年春

天是个最温暖的春天。经过四个多月的恢复治疗，现在已能下地务农
的他眼角挂着泪花：“是民政局的及时救助，帮俺闯过了难关！”

去年秋天，王开庆耕种时驾驶的手扶拖拉机因山路湿滑翻车，造成
脊柱粉碎性骨折，生活不能自理，巨额医疗费用给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
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田黄镇帮助王开庆向上级政府申请救助，市民政局
立即启动了临时救助“绿色通道”，派工作人员赶赴医院调查，并为王开
庆送去了5000元的临时救助金，解了王家的燃眉之急。

为及时救助特困群众，去年9月，邹城启动临时救助“绿色通道”，对
身患特殊疾病、天灾人祸急需资金的特困家庭，本着“救急又救难”的原
则，由局工作人员现场确认后，实施“先救助后补办手续”，直接给予临
时救助，对交通不便的特困家庭，实行上门办理、送钱到户。

该市成立了特困家庭临时救助基金，设立了救灾物资应急储备仓
库，公开了受理和服务电话，即时办理、及时救助，确保临时救助
“绿色通道”畅通无阻。对于按照正常流程办理的救助事项，由镇街
民政办直接受理核实，困难群众提出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救助；
对于特殊情况，市民政局直接入户调查，加快认定速度和审批效率，
让群众在最短的时间内及时得到救助。

邹城市民政局副局长段元民告诉记者：“特困家庭的自救能力有
限，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给予关心和帮助，很难走出困境，有的甚至
会丧失生活勇气。建立临时救助绿色通道，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对困难
群众进行救助，更好地为群众生命生活护航”。

邹城开通临时救助“绿色通道”以来，已及时救助115户城乡特
困群众，发放临时救助金60余万元。

邹城为特困群体搭建

临时救助“绿色通道”

□岳增群 王兴坤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河里流着清清的水，鱼儿游、沙儿黄；两岸万树吐绿，

不时可见钓鱼者的身影。这就是眼下枣庄市市中区西沙河——— 流淌了
将近50年的臭水沟，变成了环境优美的休闲河、景观河。

“治理前的西沙河又窄又脏，流的全是沿河企事业单位、生活区排
出的污水。2012年8月，枣庄启动了西沙河治理工程，今年3月底已基本
完工。”3月28日下午，市中区西沙河治理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巩固说。

资料显示，数百年前，西沙河因枣庄北部山区的泉水汇集而成，
由南北向南、由高向低蜿蜒而下，最终汇入台儿庄运河，在枣庄市中
区流经3个镇街13个村居，全长8 . 8公里。

“在这次治理中，我们本着水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理念，将河道分为
田园风光、城市人文、自然湿地三个景观带，加宽了河道，宽面积绿化两
岸，河上增建了6座桥梁、9座橡胶坝和石景坝、5座沿河公园，布局了雕
塑群、健身广场、树林绿道等7个景观节点，让西沙河“返璞归真”，变成
了城边自然河。”巩固一边带领记者参观一边说。

城边臭水沟变成景观河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奎文区居民正在办理参保登记手续。

□王兴福 报道
垛庄镇十八盘村的困难群众免费领取核桃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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