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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22 日热线消
息(见习记者 王健 张倩)

张先生的母亲出院已经 8

个月了，仍没拿到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报销的医药

费。多方咨询，却遭遇相关部
门“踢皮球”。

22 日上午，家住东营区

史口镇的张先生给本报打来

热线电话称，他母亲因病于

今年 3 月份在市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因为母亲是农村户

口，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优惠政策，理应在出院结算

时报销部分医疗费用。但出

院后 8 个月过去了，他们仍

没有拿到该报销的医疗费。

张先生告诉记者，以前
在镇上和区里的医院治疗

时，新农合都是在出院结算

时就报销的，但市人民医院

说不能马上报销，让张先生

回家等消息。张先生说：“他

们说这事归市卫生局管，市

卫生局又说归东营区。我找
到区卫生局，结果人家又说

还是要找市人民医院。这么

踢来踢去，我都搞不清楚该

找谁了。”

据张先生介绍，9 月份他

把病历上交到了史口镇政
府，之后又没了信儿。当张先

生再次打电话到人民医院询

问情况时，工作人员承诺 10

月底之前报销。“现在都 11

月底了，还是一点儿消息都

没有。我家的情况还好些，据

我所知，有很多家庭根本负

担不起治疗费用，甚至有些

都是等着当次的钱报出来填

下次的医疗费，这不是给人

耽误事儿么！”

22 日上午，张先生又打电

话咨询了东营市人民医院，一

位工作人员答复说东营区卫
生局今年 1 到 10 月份的新农

合报销病例都没处理，医院现
在正在加紧处理中。

6800 元报名费
要“打水漂”

本报 11 月 22 日热线消
息(见习记者 王参) 两年

前交纳了 6800 元高升专成

人高考报名费用，没有收到

任何函授教材，更不用说毕

业证，报名费也一拖再拖不
予退还。22 日，李涛打来热

线电话讲述了他难讨公道的

一番经历。

据李涛介绍，2007 年 4 月

份他在新东方艺术设计学校

交了 6800 元成人高考报名费，

学校承诺两年就能拿到滨州

学院的毕业证。记者看到，李

涛的报名收据上所报项目是

“两年制大专班”，收费 6800

元，但没有标明是每年学费还

是所有收费。李涛说，“听说在

这里报名的学生有的退了钱，

他们老说让我放心，我找过滨

州学院，他们说今年的成人高

考函授生都毕业了，但没我名

字。”他还说，收钱的人邹某以

前还让他耐心等待，后来干

脆就不接电话了。

记者同李涛来到位于西
城的新东方艺术设计学校，负

责人郭老师说，他们两年前换

了校长。“三年前就不办理了，

之前的报名费也都退还给考

生了。”记者拨通了李涛提供

的邹某电话，当问起李涛的事
情时，对方当即挂断电话，重

拨也一直拒绝接听。

山东领先律师事务所赵
昊律师说，李涛可以以收据

为证起诉新东方艺术设计学

校，若邹某在明知无法为李

涛提供成人高考服务的前提

下依旧收取报名费，则构成

诈骗。 （应当事人要求，

文中李涛为化名）

22 日下午 5 点 30 分，府前大街与胶州路路口处，交警在疏导

交通。近日，府前大街改造进入沥青铺设阶段，封闭了部分路段，

下班高峰期造成了交通拥堵。为了疏导交通，该路口值勤民警也

由两名增加到了 8 名。 本报见习记者 段学虎 摄影报道

自国务院批复《黄河三

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

划》以来，河口区以资源高效

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为主

线，以构建高效生态七大产
业体系为目标，立足区情，研

究确定了“科学规划‘一区五
园一带两线’经济发展新格
局，全力打造五大基地，努力

实现在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

中率先崛起”的总体战略。目

前，委托国家发改委产业经

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编制的

《河口区高效生态经济发展
规划》已通过专家论证；七大
高效生态产业体系发展规划

已有 4 项完成最终成果，3 项

正在征集各方意见；六大主

体产业区规划均已完成最终

成果；28 项专项规划全部完

成，区域发展规划体系高标

准形成。深入开展“三争”活

动，截止 10 月底，共向上争

取各类专项资金 29154 万元，

其中已到位资金 25328 万元。

优越的地理位置

河口区与天津滨海新区
最近距离仅 80 公里，和辽宁

沿海经济带隔海相望，向西
可连接广阔中西部腹地，向

南可通达长江三角洲北翼，

向东出海与东北亚各国邻

近，具备深化国际国内区域

合作、加快开放开发的有利

条件。河口区地处黄河三角

洲最前沿，坐落境内的东营

港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区域

性中心港，港口的扩建和临

港产业的发展，将对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带动

作用；海岸线长 214 公里，-10

米等深线浅海面积 2400 平方
公里，滩涂面积 97 万亩，具

备陆海统筹的良好条件；拥

有未利用地 168 万亩，同时还

拥有丰富的油气、地热、盐卤

等矿产资源，适宜重大产业
项目布局，为高效生态经济

区建设提供了广阔空间。

“一区五园”

发展高效生态经济

河口区立足区位优势，

采取多项措施，力争逐步形

成“项目园区化、园区产业
化、产业集群化”的发展格
局，努力将园区建设成为现

代产业集聚区、循环经济示

范区和产业发展增长极。“一
区五园”中的“一区”就是河

口区经济开发区，以建设现

代制造业开发区为目标，加

快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

导，以机械制造产业为龙头，

努力打造一流省级经济开发
区，建成黄河三角洲地区具

有重要影响的高效产业聚集

发展区。“五园”是指河口高
效生态经济产业园、黄河口

海洋经济产业园、黄河口石

油装备工业园、富海工业园

和中海工业园。集中抓好神

仙沟、滨海长廊两条特色旅

游线路。前三季度，全区累计

接待游客 22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8600 万元。

“一带两线”，构建蓝

色海洋经济体系

河口区立足区位和海洋

资源优势，以环渤海高等级

公路为轴心，积极构筑蓝色

海洋经济产业体系，打造海

洋经济产业隆起带。充分发
挥海洋资源优势，高点定位，

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制药、海

洋生物功能食品、海洋能源

矿产、海洋装备制造等海洋
产业，尽快形成产业优势。坚

持渔盐一体，搞好盐田综合

利用规划，积极发展海产品

深加工和盐化工项目，提高
盐田的利用率和产品附加

值。按照“港园一体”的思路，

集中推进黄河口国家级中心

渔港和海洋经济产业园整体

开发，加快建设投资 16 亿元

的中心渔港黄河口高效生态

海洋产业园项目，打造新兴
蓝色经济区。目前，全区原盐
产能已达到 200 万吨；发展黄

河口大闸蟹养殖基地 3 万

亩，开发海参养殖面积 2 万

余亩。构建新能源产业体系。

充分发挥河口风能、太阳能

等丰富资源优势，按照产业

链要求，重点引进发展大中

型风电机组和风光互补、海

上风力发电、光伏设备制造

等项目，尽快形成产业骨架。

同时，积极探索地热资源利

用的新途径、新技术，不断增

创发展新优势。目前，全区建

设风电项目 3 个，累计完成

总投资 23 . 48 亿元，总装机容

量达到 19 . 65 万千瓦，年发电

量 4 . 2 亿千瓦。

加快发展

高效生态农业

河口区按照规模化、标

准化、生态化、产业化、优质

化、品牌化的要求，发展现代

农业，加快推进冬枣、大闸
蟹、海参“三大特优农产品基

地”建设，着力构筑绿色生态

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区发

展农业龙头企业 69 家，农民

合作组织 92 个，带动 60% 的

农户进入产业链经营；建成

特优农产品基地 23 个、冬枣

标准化生产基地 1 . 5 万亩、新
建畜牧标准化养殖小区 40

处，培育无公害农产品 3 0

个。以畜牧、渔业、林果、水

产、蔬菜等产业为重点，实施
现代农业示范工程。突出抓

好冬枣、蔬菜、食用菌等生产
基地向绿色、有机、设施农业

发展，建设以特色果蔬生产
加工为主的设施果蔬生态循
环示范园区，打造黄河口优

质果蔬基地。加快畜禽产品

升级换代，推进标准化生产，

依托优质牧草生产工程、龙

头企业引进培育工程、兽禽
生态养殖工程和畜牧生产发

展保障工程四大工程，建设

奶肉牛科技示范园、生猪科

技示范园、禽类科技示范园

三大畜牧科技示范园区。突

出发展海参、黄河口大闸蟹
等名优特品种，实施海洋渔

业资源修复工程，搞好增殖

放流、筏式养殖和海洋特别

保护区建设。重点建设 40 万

亩浅海贝类养护基地、10 万

亩海参养殖基地和 10 万亩

黄河口大闸蟹养殖基地，培

植壮大水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实

施品牌带动战略，培育提升

文蛤、海参等特优水产品品

牌，建成环渤海地区重要的

水产品物流贸易中心。在推

动发展积极发展环境友好型
工业、现代服务业同时，不断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就业

工作和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

善。

“三大行动”

促民生发展

为有效推动经济发展，

河口区自今年初，利用三年

时间，组织实施重大项目攻

坚、和谐城乡建设、机关效能

提升“三大行动”，为推动国

家战略、实现在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开发建设中

率先崛起打造支撑。

河口区城区污水管网配

套工程、开发区基础设施配

套和景观改造工程已经全部
完成；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

住房主体已完成，正在进行

外部配套，年底前确保分配

到户；城区交通安全警示系

统电子监控设备安装调试工

作已经完成；李坨旧村改造

拆迁工作已进入尾声。机关

效能提升行动。坚持把效能

建设作为“生命线工程”来对

待，高标准建设行政服务中

心，着力解决办事效率、体制

机制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打
造一流的服务环境。实施行

政审批流程再造，大力推行

并联审批和会审机制，探索

建立“三集中、三到位”制度，

实行窗口“一审一核”、“一岗
一台”、“三联”定向追究制

度，有效提升了审批效率。加

大纠风治乱力度，严格推行

“企业宁静日”制度，深入开

展“百家企业走访”、“政企面

对面恳谈”、“百家企业评部
门”和“法律文明助企腾飞”

活动，组建了 1500 人的民主

评议员信息库，跟踪督办企

业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有效解决了企业群众诉

求。 (本报见习记者 王参

张倩 本报通讯员 李辉)

前沿阵地 奋力发展

河口区要在黄三角开发中率先崛起

修路堵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