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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德州

鼓励支持企业创名牌

“2012年，德州新认定了6件中国
驰名商标，这实现了历史性的突
破。”德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尚
青介绍，2012年，德州市商标战略实
施取得新突破，新增加注册商标2456
件，办理地理标志商标1件，指导企业
注册国际商标24件，新认定省著名商
标18件，中国驰名商标新认定6件，占
近10年认定总量的50%，实现了历史
性的突破。

2013年，工商局将进一步强化品
牌服务，继续抓好商标注册这一商
标战略基础工作，抓好地理标志商
标的挖掘、整理、申报，力争地理标
志商标注册有一个大的突破。继续
推进品牌指导站建设以及大中型商
场超市的商标备案公示和授权经
营、商标印制企业规范管理等创新
工作。发挥德州市商标品牌协会作

用，创造性开展互动，扩大会员队
伍，提高企业商标注册、运用、保护
和管理能力。继续鼓励、支持企业争
创驰名、著名、知名商标，促进企业
创新发展。指导、推进示范城市(区)
和示范企业实施商标战略，不断提
升示范效应。加大商标境外注册力
度，为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
国际竞争提供支持。

此外，今年德州市工商局“三型工
商”建设的第一任务仍是“服务型工
商”建设。“服务型工商”建设的重点落
实在“办实事”上，通过开展强化登记
服务、强化品牌服务、强化融资服务、
强化惠农服务、强化信息咨询服务、强
化维权服务这“六项服务”，为德州市
经济社会发展办实事。

本报记者 孙婷婷
摄影 本报通讯员 林红来

无山无海，也没有名气大的人文
景观，德州的旅游资源存在先天不
足。前几年提到德州只会让人想到扒
鸡，如今，德州有了齐河泉城海洋世
界，有了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也
有了宪利黑陶、德州金丝贴和夏津椹
果酒。德州旅游从无到有，到如今在
全市范围内已经遍地开花。

“旅游大项目建设是德州破解旅游
发展瓶颈，赶超旅游先进地区的必由之
路。”谈及近两年德州旅游的跨越发展
时，德州市旅游局局长扈建军说，自2010
年以来，全市启动了“旅游大项目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将旅游大项目建设作
为核心工作来抓，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了解，从项目规模来看，德州
旅游大项目建设已初具规模。目前，
德州在建或即将开工重点旅游项目
38个，计划总投资852 .4亿元。从项目

分布来看，旅游大项目建设在全市范
围内全面开花，今后将重点打造主城
区南部生态片区、齐河黄河北展区、
庆云海岛金山寺、夏津黄河故道森林
公园四大板块。

“今年将把黄河国际生态旅游度
假区开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突破
口。”扈建军告诉记者，目前已开工重
点旅游项目13个，未来5年，黄河国际
生态城每年都将有1—2个景区建成
开放，将建成十大旅游景区，形成以
休闲旅游为主的景区集群。

他说，未来15年，德州将形成一
核心、一主轴、两翼的旅游发展布局，
树立起“齐鲁燕赵文化融合之都、田
园牧歌休闲胜地、北方会议会展名
城”三大品牌。

本报记者 刘振
摄影 本报通讯员 崔禾

大项目打破了旅游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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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创新模式破解招工难

面对“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
在的长期矛盾，2012年“全民大培训”
在德州轰然铺开，免费培训7万余人，
有超过九成的人成功就业。

“免费培训是解决市场结构性
矛盾的突破口。”展德明说，2012年
探索出了用人单位下“订单”、培训
机构列“菜单”、政府补贴来“买单”
的“三单”式培训模式，破解了“就业
难”与“招工难”并存的就业结构性
矛盾。

“求职者如果学得一手好技能，
不仅在找工作时能提高身价，还可以
通过创业，带动更多人找到‘饭碗’。”
展德明告诉记者，针对高技能人才培
养，人社部门继续依托15所职业院
校、70家实训基地，每年培训提升1万
名高技能人才，培养发现和选拔企业
紧缺急需的专业技能人才。“可以概
括为‘四大工程’：金蓝领培训工程、

校企高技能人才合作培训工程、企业
职工培训工程、技能比武工程。”此
外，打通了培养技能人才的三大通
道，即技工院校培训技能人才、企业
培养技能人才、“技能大赛培养人
才”，于是，一批批技能人才脱颖而
出。

2013年，德州提出“组织就业培
训各类人员5万人次，新增城镇就业
7.2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10.4万
人，发放扶持创业小额担保贷款4亿
元，扶持创业3000人”的奋斗目标。展
德明说，今年将继续加大城镇就业培
训力度，推出“百乡千村万人就业培
训”等一系列活动，让更多的城乡求
职者拥有技能、顺利就业，探索创新
职业培训模式，培养市场真正需要的
人才。

本报记者 李榕
摄影 本报通讯员 牟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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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德州的卫生事业，崔书强
说，过去一年，市卫生局以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为中心，以“三好一满意”
为标准，抓好卫生系统内的各项工
作。尽最大力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一直是卫生部门工作重点和努力
方向。

2013年，在新农合的基础上，大病
保险又将成为今年卫生系统的一项重
要工作。崔书强说：“大病保障是衡量
一个地区医疗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准。
目前，全市基本医保已经覆盖城乡，但
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尚
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往往一
个人得大病，全家陷入困境。”

崔书强告诉记者，2013年，德州
市将启动实施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
保险，筹资标准为年人均15元，从新
农合基金中列支，不增加农民个人
负担。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将

对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终末期肾病、乳腺癌、宫颈癌、重性
精神疾病、血友病、耐多药肺结核、
艾滋病机会性感染、慢性粒细胞白
血病、唇腭裂、肺癌、食道癌、胃癌、I
型糖尿病、甲亢、急性心肌梗塞、脑
梗死、结肠癌、直肠癌等20类重大疾
病参合患者住院发生的高额合规医
疗费用给予补偿。补偿模式为在新
农合报销的基础上，再由全省统一
招标确定的商业保险机构给予报
销，个人最高年补偿限额为20万元。
通过实施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
险，将进一步提升新农合保障能力、
提高参合农民受益水平，切实解决
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解除他
们的后顾之忧，给患者及其家庭带
来实惠、带来温暖。

本报记者 马瑛
摄影 本报通讯员 孔祥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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