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王丽丽)

近日，记者从滨州市规划局了解
到，滨州市耗时半年多完成对城区
四环内市政管网的普查及规划，城
市地下管线三维信息管理系统已经
建立，目前正处于试运行阶段。这意
味着滨州城区地下管网的管理将结
束长达30年的“抓瞎”历史。

2月28日，记者从滨州市规划局
了解到，滨州市四环以内共计176平
方公里的市政管网普查规划完成，
总共普查长度为4300公里。

市规划局城区地下管网普查办
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普查以
前，滨州市地下空间资料一直处于
空白状态，关于地下市政管网的位
置、走向、种类、埋藏深度等，从1982
年至今30年时间里，一直不是很清
楚，因此经常出现在工程建设过程
中管网被破坏、损伤的情况。小则耗

费一定的财力，大则会发生大的安
全事故，甚至影响整个城市的安全
秩序。

对此，滨州市规划局按照上级
主管部门指示，耗时半年多，对滨州
市城区四环以内的整个区域进行了
管网普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城
市地下管线三维信息管理系统。

经普查得知，滨州市城区目前
地下管网共有饮用水、排水、工业、
热力、电力和通讯共六大类，20多个
小类，涉及30多家产权单位。尤其是
老城区管网排列比较复杂，路口处
各种管线错综复杂，最多的能达到
20种。而在所有管网分类中，热力、
燃气、石油管线最为复杂。

“以后，地面上进行工程建设
时，规划部门会提供该区域内的管
网分布图以及管网埋藏深度等数
据，这样就可以避免管网被破坏。”

而此次市政管网普查，不仅仅是为
现在地上的工程建设提供了依据，
更为未来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利用
提供了依据。“目前，我市城市地下
空间利用规划已经完成，城市空间
转入地下将是一种趋势，此次管网
普查也成了未来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的基数。”滨州市规划局市城区
地下管网普查办公室工作人员史小
军告诉记者。

此外，在此次普查的基础上，
滨州市城市地下管线三维信息管
理系统已经建立，目前正处于试运
行阶段，预计今年四五月份将进行
国内专家评审。“地下与地上的电
子系统建成后，比如有的地方自来
水管线破裂等，工作人员从系统内
就可找到离破口最近的阀门并将
其关死，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漏水
事故。”

滨州耗时半年多完成城区地下管网普查并建立电子档案

地下管网管理结束30年“抓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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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城区黄五渤十八路口处管线三维分布图，该路口有15种管线。 (效果图)

38个人才项目落户滨州

助推“黄蓝”两区开发

本报3月1日讯(通讯员 李
元新 孙斌 记者 张凯)
2011年以来，全市共在全省争
取人才发展项目38个，获得专
项资助经费380万元，项目数量
和资金数额均列全省首位。

据了解，所引进人才多
数是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是本行业领域的领军人才或
实力人才，涉及机械化工、食
品深加工、生物工程、畜牧养
殖种植等行业。

市直大中企业劳动争议

调解工作落实到仲裁员

本报3月1日讯(通讯员
孙静 李真 记者 张凯)

近日，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出台新举措，对市直
大中型企业调解委员会进行

“责任到人、划片指导”，加大
对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
指导力度。

市仲裁院根据企业所属

行业和企业劳动争议发生特
点，明确任务、完善网络、划
片指导、责任到人，将市直各
大中型企业的调解委员会建
设工作分配落实到每一位仲
裁员，要求仲裁员根据企业
劳动争议发生情况和特点，
加强对企业调解委员会的指
导力度。

足不出户办养老保险

协办员覆盖邹平农村

本报3月1日讯(通讯员
李元新 记者 张凯 ) 近
日，邹平县出台《邹平县城乡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村级
协办员管理办法》，全县858个
行政村全部设立了养老保险
协办员，大大缓解了社会保
险经办能力不足的难题。

2011年5月，该县实现城

乡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但
基层工作量大，人手少，于是
该县选聘60岁以下村干部或
30岁以下未就业大学生担任
协办员，协办员主要承担村
居内就业和社保信息的报
道、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政
策落实和劳务输出、促进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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