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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佳声
本报通讯员 王黎明

“果树新栽后，能上水肥一体化吗？”“能
不能找个专家来讲讲怎么去大枝？”……11月28
日，夜幕降临，沂源县西里镇马泉河村办公楼里
传出热烈的讨论声，包村干部、村“两委”成员
与几十名技术骨干、种植大户正在你一言我一语
地讨论着振兴果业的困惑和担忧。

这是西里镇为解决果农发展难题而开设的
“果乡夜话”活动，重点对果业现状、果园升级
改造、数字农业政策进行宣讲和培训。“早几年
我就想改造了，那时候没有政策，也不懂技术，
现在好了，明天就开始干起来！”果农胡加刚
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淄博市把精准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市、县、镇、村四级党员干部联
动，深入全市2906个村居“聊情况、问困难、讲
政策、听建议、答关切”，掌握了群众“急难愁
盼”的第一手资料。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突破的方向。淄
博市坚持有解思维，查摆住房建设、生态环
境、道路交通等8个领域存在的共性问题，确
立了基础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两批次
十个方面113项民生事项。

“母亲年纪大了，最近几年身体一直不
好，虽说家离城区不远，但看一次病咋说也得
折腾一上午。现在好了，‘名医基层工作站’
来到家门口，看病真是方便了。”提及“名医
基层工作站”，家住淄博经开区沣水镇范王村
的邹先生竖起了大拇指。

邹先生所说的“名医基层工作站”建设工
作启动于2020年，旨在统筹城市优质医疗卫生
资源，建立基层对口帮扶长效机制。2021年
“提升名医基层工作站服务能力”被列入年度
淄博市重大民生实事项目，目前已建立了101
个，实现了乡镇卫生院全覆盖。

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阚金菊介绍，
“名医基层工作站”将通过指导基层特色专科
建设、帮带培养技术骨干等工作，对基层医疗
机构开展全面帮扶，力争全面实现基层专科有

“特色”、服务群众有“专家”。
提高社会救助水平，淄博市也蹚出了新

路子。周村区史先生一家在江苏徐州高速公
路上发生严重车祸，导致未满4岁的小女儿
不幸身亡，夫妻两人身受重伤。突如其来的
灾难让这个普通家庭陷入困境，周村区慈善
总会收到史先生家人的“淄助你”基金申请
后，立即审核研究，先后发放救助资金3万
元。

“设立‘淄助你’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基
金，将大大提高精准救助的质量水平，降低
因突发事件致贫返贫的风险。目前已经支出
资金 3 0 0余万元，实施临时救助近 1 0 0 0人
次。”淄博市民政局局长杨刚说。

兜住底线民生，扩大基本民生。淄博市
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切入点，打通堵
点、疏导痛点、治理盲点，正在加快向品质
民生转变。

“长者食堂真是办到了我们老年人的心
坎里，在这里每天四菜一汤，还有水果，比
在家里吃得都好。”张店区科苑街道迎春苑

社区居民李宗兰为长者食堂连连点赞。这样贴
心的服务得益于淄博市按照15分钟服务圈半
径，先后推出“社区日间照料+长者食堂”
“快餐店+长者食堂”“专业服务组织+长者食
堂”等多种助餐配餐模式。截至目前，“长者
食堂”已建成185家，让广大老年人“暖胃又
暖心”。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走进淄川区雁阳小
学校园，童声合唱、创意搭建、无人机、轮
滑、围棋、足球、篮球等10余个课后服务社
团，在下午放学时间如火如荼地开展。“孩子
放学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下班，课后服务帮我
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学生家长伊增特别有
感触地说。目前，淄博课后延时服务已覆盖全
市353所小学，惠及小学生124744人。

实施“家门口的好学校建设”计划、推进
45个农贸市场改造提升、扩大普惠型补充医疗
保险“淄博齐惠保”覆盖面、加快全域“口袋
公园”建设……淄博市用一件件民生实事检验
着党史学习教育成效，交出了一份群众满意的
答卷。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突破的方向

淄博：加快向品质民生转变

□ 本报记者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张建宁 孙晓晓

近日，记者随“高质量·新引擎”2021央媒
淄博高新行采访团，来到位于淄博高新区生物医
药产业园的山东则正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则正医药”），在分析部实验室里，质量经
理王芳正与研究员讨论最新的实验方案。“我们
公司最初核心创始人仅有5人，现在发展到有200
多名员工，正是得益于这里实力雄厚的科研平台
和优渥贴心的孵化政策。”王芳说。

2016年，则正医药由山东大学淄博生物医药
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引进孵化，是一
家专注于高端制剂特别是缓控释制剂和儿童药物
研发的RO／CDMO企业，是山东省成立的首家
固体制剂一致性评价服务中心，致力于为海内外
企业提供合规高效的新药和仿制药研发及申报服
务。

研究院为则正医药提供实验室（初期200平
方米、后期1200平方米）3年房租和物业费免
除、300余万元的实验仪器3年免租金，并提供6

名研究员与企业进行人才共享一年；先后通过
科技立项、人才政策等为该公司融资700万
元。

“淄博高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免费入住
的人才公寓，步行来公司也就十分钟。”就读
于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的研究生张子平已来
则正医药实习4个月了，他对这里的工作和生
活环境十分满意，表示有意向毕业之后来此发
展。

“人才新政策的出台，为公司引进人才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山东海旺达供应链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茂程说。山东聚米
科技控股集团董事长任纪学同样点赞淄博高新
区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布局人才链的做法。

为激发创业活力，吸引更多年轻人，淄博
高新区打造“好学”“好创业”城市名片，加
快建设微系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绿色化工与
功能材料山东实验室、启元实验室创新产业基
地和山东实验室；不断完善“创业苗圃＋孵化
器＋加速器＋中试＋产业园区”全生命周期创
新创业载体链条，目前共拥有各类孵化器、加

速器13家，众创空间18家。今年上半年，淄博高
新区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4家，省级以上研
发机构达到76家、院士工作站达到32家。

同时，淄博高新区聚力优化人才发展生
态，在落实淄博市“人才金政37条”的基础
上，近5年出台4个综合性人才政策、两个专
项人才政策打造生态长青的“政策环境”。
在全省率先发布首个“青年人才十条措
施”，围绕就业保障、创业扶持、就业创业
等方面，系统完善青年人才政策体系，创新
推出“高校引才荐才奖励”“来淄体验券”
等超常规举措，以政策活力形成引才聚才
“虹吸效应”，铸造悦动青春的活力板块。
今年以来，淄博高新区新引进大专及以上高
校毕业生6500余人，其中硕士以上学历660
人，同比增长近50％。

年轻人才的聚集增强了城市活力，综合
保税区的建成则提升了经济活力。淄博综保
区于2020年8月经国务院批复设立，今年4月正
式封关运行，目前已签约项目36个，总投资
325亿元。

“仅节省关税部分，我们的利润就能增加
10％。”山东美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波说，除了关税成本，清关便捷节省的时间成
本同样不容小觑，如今公司的交货周期较以往
缩短一半，大大提高了公司在同行业中的竞争
力。“去年我们的出口量增长170％，今年同
样有望大增。”刘波信心十足。

今年1月至10月，淄博综保区实现监管货
值46亿元，同比增长156 . 41％；一线进出口货
值19 . 25亿元，同比增长223 . 53％。同期，发运
“齐鲁号”欧亚班列49列2391车，发运“淄
博—黄岛”五定班列10列289车。淄博也是全国
唯一与俄罗斯乌里扬州开通点对点班列的城
市，形成面向全国、联通全球的国际物流大通
道。

下一步，淄博综保区将坚持平台思维、生
态思维，聚力打造加工制造、研发设计、物流
分拨、检测维修、销售服务“五大中心”，确
保完成进出口60亿元的年度工作目标，力争用
3年到5年将综保区打造成500亿级开放型产业聚
集区，筑就全市开放型经济高能级平台。

聚力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淄博高新区———

集聚高端人才，提升开放能级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张琦 报道
本报沂源讯 11月26日，记者走在沂源县

悦庄镇王家泉村沿河路上，一幅幅生动有趣、寓
意深刻的《二十四孝》石雕图跃然“墙”上，成为
王家泉村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文化
风景线。记者发现，每幅墙绘故事的旁边还喷绘
了二维码，村民用手机扫码，即可阅读典故内
容。

“孝悌尊睦，仁爱忠恕，信义俭勤，笃学德
施，奉公守法，礼让互助。王家泉24字村训，‘孝’
字当先。”王家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
建国说，为检验村民的学习成果，村里在传统节
日等节点，通过村民抓阄的方式讲解二十四孝
故事，完整讲完的可以领取奖品一份。如今，“孝
老爱亲”在王家泉村蔚然成风，民间孝善故事家
喻户晓、口耳相传，孝道文化让当地传统文化的

底色愈发浓厚。这正是沂源县以“12345”文明实
践工作法探索弘扬孝善新风的一个缩影。

百善孝为先，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今年以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沂源县统筹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围绕“移风易俗倡新风、尊老行孝永传承”1个总
主题，突出“移风易俗、孝善文化”2个重点，依托

“文明实践云、文明实践站、文明实践点”3大阵
地，完善共建共享、考核激励、项目带动、交流提
高4项保障，实施创新理论走心工程、孝善文化
推进工程、移风易俗深化工程、文明好习惯养成
工程、志愿服务提升工程等5大工程，使孝善之
花在沂源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

据了解，沂源县已实现1个县级实践中心、
12个镇（街道)实践所、487个村级实践站全覆盖，
以文明实践阵地为载体，各镇办分别牵头主办

“弘扬传统 孝老爱亲”等“每月一主题”文明实
践活动，推行75个文明单位与文明实践站结对
共建，抓好“5个祝福礼、10个节庆礼”落地延伸，
推进“摒弃婚丧陋习、深化移风易俗”文明实践
专项行动，评选一批孝善之家、移风易俗风尚
村；开设“沂源红”小微宣讲点进果园、进车间、
到凉亭，建设长者食堂、便民澡堂等敬老工程，
依托“我为群众办实事”解决问题5000余件；拍
摄微电影《老有所依》、微视频《点说新风》《孝善
新风记心中》，让孝善文化深入人心，敬老孝亲
蔚然成风。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孝善文化、移风易
俗引领文明实践，让人人争当移旧俗、孝爱亲、
倡新风的倡导者、践行者，让文明实践‘爱在沂
源’遍地开花。”沂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齐元兵
说。

以文明实践阵地为载体丰富孝善文化内涵

沂源催开孝善“文明花”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车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往左，
再往前一点。好，可以了，
准备下落设备。”11月24
日，在山东能源东华水泥公
司，烧成车间煤磨工段长吕
明正与煤磨专管员张永波一
起为煤粉制备在线监测设备
安装防护设施。

为全面提高企业环保管
理水平，“在原有防护基础
上，我们又对重点监测设备
防护进行了升级维护。这
样可以确保重点监测设备
数据的准确性，为发展提
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吕
明正说。

随着环保政策的不断收
紧，作为传统高耗能建材企
业的东华水泥公司，面临着
严峻的考验。为此，该公司
通过强管理、治扬尘、保设
备等措施，全面提高环保管
理水平。

环保“紧箍”一刻不能
松。东华水泥公司先后制定
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环境保护应急救援预案》
《危险废物管理制度》等十
几项环保管理制度，并编制
了《环境保护政策汇编》，
印制发放环保明白纸，从上
至下，层层组织学习宣传贯
彻，进一步提高职工对环保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同时，该公司还将环保
重点放在无组织粉尘排放治
理上。先后投入1600余万

元，对皮带走廊、煤粉仓、砂岩仓等场地进行了
全封闭式处理，并在矿山卸料平台安装全自动卷
帘门，实现了物料密闭装卸，减少了粉尘排放。

熟料生产现场，随着运送车辆将原材料倒入
下料口，收尘器随之进入工作状态，整个过程井
然有序，干净整洁。

毫无疑问，环保设备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物质
基础。“为了确保环保设备有效运行、安全运
行，除了在设备检修期间对收尘器进行全面维护
保养外，今年我们还定期组织人员对提升阀、反
吹阀、铰刀吊瓦、收尘管路等进行清理维护。”
东华水泥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殷刚介绍。

今年1月至10月，东华水泥公司二氧化硫有
组织排放、氮氧化物以及颗粒物排放均远低于
《山东省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7/2373—2018）的排放要求。截至目前，东华水
泥公司一、二号熟料生产线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
排放浓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降低13 . 7 5%、
22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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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刘阔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海关总署公布“2020年

中国外贸百强城市”名单，淄博位列第44位。自
2008年开始发布“中国外贸百强城市”以来，淄
博已连续13年上榜。

今年以来，淄博市主动融入山东自贸区和上
合示范区，推动淄博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高标
准建设运行淄博内陆港，重点发展跨境电商等新
业态。同时，淄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积极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开放
型经济水平，促进外贸市场多元化发展。目前，
淄博市对东盟进出口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124 . 7%；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较
去年同期增长77 . 7%。机电产品、服装及衣着附
件、有机化学品仍是淄博市出口的主力军。

淄博连续13年入围

“中国外贸百强城市”

□记者 王佳声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1月25日，记者从淄博市政府

组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淄博市瞄准
“网上办”“掌上办”，推进更多业务事项网上
办理，打造“智慧公积金”。

在巩固住房公积金个人网厅、单位网厅、微
信公众号、支付宝等现有渠道的基础上，淄博重
点拓展了网厅线上业务，实现住房公积金业务线
上全覆盖。截至目前，单位业务离柜率稳定在
95%以上，个人业务离柜率稳定在70%以上，政
务服务事项网办率100%，全程网办率92 . 5%，8项
高频提取业务升级为“掌上办”，全年累计推送
“好差评”评价数据32 . 9万条，好评率99 . 99%。
同时，进一步压缩业务办理时限，36项缴存提取
服务事项全部改为即时办结。

淄博住房公积金业务

线上全覆盖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1月25日，记者从淄博市医保

局了解到，为满足广大市民和企业的投保需求，
让更多淄博百姓享受到“淄博齐惠保”这项惠民
保障，经研究决定，延长“淄博齐惠保”2021版
投保期限，参保缴费截止日期由2021年11月24日
24时延长至2021年12月6日24时。

需要注意的是，2021年已经参保的用户及11
月25日至12月6日期间参保的用户保障期均为2021
年11月25日至2022年11月24日。淄博市医保参保人
员可通过支付宝App搜索“淄博齐惠保”进行购买，
或搜索“淄博齐惠保”微信公众号了解产品信息并
投保，支持医保卡一站式缴费投保，方便快捷。

“淄博齐惠保”2021版

投保期限延长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1月26日，淄博市重大民生实事

项目AED设备投放启动仪式举行，12月底前将完成
首批800台AED设备的安装和设置单位人员培训。

首批800台AED设备设置点主要覆盖学校、
公安、消防、宾馆、商场等人员密集高风险场
所。下一步，淄博市红十字会将联合淄博市卫健
委建成智慧管理平台，推出AED地图，出台淄
博市公共场所AED设备管理办法，确保AED设
备真正发挥急救功能。

淄博年底前集中投放

800台AED设备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1月15日，淄博人社服务“视

频帮办”系统上线试运行，近日该系统再次优化
升级。在首批已上线的社保卡注销、个人参保缴
费证明查询打印等6个高频事项基础上，增加13
项业务办理，包括单位基本信息变更（非关
键）、单位参保证明查询打印等。

“视频帮办”系统上线以来，累计为群众办
理业务367笔。此次升级是在原来以个人办事事
项为主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单位常用事项，同
时操作界面更优化。

人社“视频帮办”

升级至19项业务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桓台讯 近日，桓台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

开出淄博市首个电子化便携式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桓台县边试点、边完善、边推广，通
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官方兽医在现场即可出具该证明，全国
通用，实现畜牧产品去向可追溯。作为山东省无
纸化、便携式动物检疫改革试点县之一，桓台县
将结合全新的检疫出证系统，积极开展从动物养
殖到屠宰环节的全链条信息化监管，为全市畜产
品质量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桓台开出淄博首张电子化

便携式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王克军 报道
本报高青讯 今年以来，高青县多措并举推

动创客空间、孵化器、产业园相互衔接，形成了
以高青县创业创新孵化园等为代表、具有高青特
色的全链条创新创业人才“孵化器”体系，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在高青县创业创新孵化园，“校园式”的管理
模式、“医疗式”的服务模式吸引了众多初创企业
进驻。在政策保障方面，高青县持续加大扶持力
度，设立一站式政务服务“窗口”，为入园企业及项
目提供审批代办一站式办结服务，引导园区整合
住建、人社等部门设立“绿色通道”。截至目前，高
青县在孵企业128家，创业团队29个，已累计孵化
企业280余家，带动就业3800余人。

高青县打造创新创业

人才“孵化器”体系

□记者 王佳声 报道

第二十一届中国（淄博）国际陶瓷博览会于11月29日至12月6日举办。本届陶博会以“新起点、新赛道、新期待”为主题，理念引领，多元赋
能，让展览呈现更多的国际范、现代味、时尚派。展会设有一主四分共5个会场，参展企业200余家，国家级、省级陶琉大师300余人齐聚。

“高质量·新引擎”活力篇

办实事 见行动

中国(淄博)国际陶博会启幕，300余位陶琉大师齐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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