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 实现国家级突破
木草柳国家级出口基地挂牌；单县一小区被评住宅类物业管理“国优”

本报菏泽12月20日讯 (记者
田卉 通讯员 王亚东) 近

日，国家住建部物业管理国优项
目考评组一行3人，到菏泽考评
验收“国优”项目工作。单县舜和
雅苑住宅小区被评为“国优”项
目，实现了菏泽住宅类物业“国
优”项目零的突破。

考评组在小区现场听取了
物业企业关于创优工作汇报，随
后分两组详细查看了该项目的

管理现场和相关资料。最后经考
评组审核评定，一致表决该项目
顺利通过“国优”物业管理项目
考评验收。至此，菏泽市“国优”
物业管理项目已达3个，同时也
实现了菏泽住宅类物业“国优”
项目零的突破。

目前，菏泽已创建“国优”物
业管理项目3个，“省优”项目28

个，“市优”项目40个。
本报菏泽12月20日讯 (记者

董梦婕) 近日，首批国家外贸
转型升级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
北京举行，中国木草柳出口基地
作为菏泽市首个国家级出口基
地入选。

据了解，菏泽市木草柳产
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30多
年的培育，木草柳已成为覆盖
菏泽80%乡镇的拳头产业。2008

年10月菏泽市政府专门成立了
“菏泽市木草柳出口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示范区领导小组”。
2010年8月，菏泽市与中国轻工
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签订协议，
决 定 共 建 中 国 木 草 柳 出 口 基
地。目前，菏泽市各类木草柳生
产加工企业达到8000余家，木草
柳 出 口 企 业 获 得 的 专 利 超 过
12000件，在美国、日本、欧盟、东
南亚等国家申请专利超过1000

件，国外注册商标超过 1 0 0个，
获山东省著名品牌 1 5个，从业

人员近200万人，每年木材加工
量600万立方，2010年实现进出
口额6 . 5亿美元。

菏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中国木草柳国家级出口
基地是菏泽市唯一一个国家级
出口基地，它的建成有助于做
大做强木草柳企业，有助于推
动菏泽市木草柳产业向更高层
次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繁荣农
村经济。

供热计量装置不能随便装置
菏泽出台专项管理办法，不达标的装置应补齐差额费用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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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12月20日讯 (记
者 景佳) 20日，记者从菏泽
市城市管理局获悉，菏泽市近
日出台专门针对供热计量装
置的管理办法，以进一步推进
全市供热计量改革工作。其
中，对已安装的供热计量装置
不达标的，应按照每户投入少
于2000元标准，向供热计量专
用账户补齐差额费用。而新建
建筑热计量不达标者，将无法
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出台专项管理办法，旨
在建立供热计量装置准入机
制。”菏泽市城市管理局公用
事业科科长刘福启介绍，为杜

绝假冒伪劣产品，保证安全稳
定供热和监测数据真实，维护
供、用热用户合法权益，凡进
入菏泽市的供热计量装置，必
须技术可靠、先进适用，达到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供热计
量装置技术要求。生产经营企
业要确保供热计量表、温控
阀、建筑能耗数据采集器，分
别在安装使用后的9年、15年、
5年内免费保修保换。

办法规定，已安装的供热
计量装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或物业管理公司，要在2011年
1 2月3 1日前向菏泽市城市管
理局和菏泽市恒达热力有限

公司出示供热计量装置采购
发票及采购合同，确定供热计
量装置的产品厂家、型号和购
买价格。

若供热计量装置达不到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技术要求，
不能实现供热计量温控一体化
技术路线，不能将热用户用热
信息传入供热首站和数字化城
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不能实
现远程监控，并且每户投入少
于2000元标准，应向供热计量
专用账户补齐差额费用，专用
账户由市监察、财政等部门共
同监管，专款专用，用于供热计
量装置的更新改造。

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组
织购买安装供热计量装置的，
要与供热计量装置生产经营
企业签订维护合同；开发企业
离开后由物业管理公司与计
量生产经营企业重新签订维
护合同。

而对于2011年9月13日之后
建成、在建和新建建筑，供热计
量 装 置 安 装 要 执 行 菏 政 发
[2011]14号文相关规定，工程项
目未按规定安装供热系统控制
装置、计量与温控装置或达不
到供热计量要求的，将无法办
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无法并
网供热。

住宅物业
出口基地

本报菏泽12月20日讯(记者 李
凤仪 通讯员 丁其坤 梁涛) 20

日，记者从牡丹区人社局获悉，牡丹
区利用自身服务业、培训、创业基地
等带动就业人群近6万人。

据介绍，牡丹区成立了由人社、
财政、工商等部门参加的创建创业型
城市领导小组、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和
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通过落实创业
补贴、实施小额担保贷款、开展免费
创业培训、建立创业孵化基地等措
施，有力推动了创建工作的深入开
展。今年，组织创业培训620人次；发
放小额担保贷款及贴息270万元。

目前，牡丹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
地、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创业孵
化基地和三信创业孵化基地入驻创
业企业及经济实体370个，带动就业
2850人。同时，针对失业人员年龄偏
大、就业技能差的实际，开展微机、电
焊、烹饪、面点等实用技能培训。

培训创业多管齐下

带动就业近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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