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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滨州州存存六六个个劣劣五五类类水水质质断断面面
已被省环保厅挂牌督办，限期实现水质达标

本报3月17日讯(记者 李运
恒) 3月17日，山东省环保厅公
布了2015年2月份省控重点河流
基本消除劣五类水体工作进展情
况，全省17地市中，滨州等10市
COD浓度同比上升，滨州等5市
氨氮浓度也同比上升。目前，已对
东营、滨州2市近期严重超标断面
的责任地区包括东营区、博兴县
等涉水建设项目实施区域限批，
并对部分断面超标案进行了挂牌
督办，督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
落实治污责任，限期实现水质达
标。

今年2月，全省四大流域中，
省辖淮河流域及南水北调沿线和
半岛流域水质持续改善；小清河
流域和省辖海河流域受东营、滨
州、德州等市部分断面严重超标
影响，水质出现一定波动。公告中
还提到全省17市中，日照、枣庄等
7市COD浓度同比下降，滨州等
10市同比上升，上升幅度最高的
是东营市；日照、莱芜等12市氨氮
浓度同比下降，滨州等5市同比上
升，上升幅度最高的是东营市。全
省17市中有10个市存在劣五类水
质断面，其中东营市8个，滨州市6
个，青岛市、淄博市、德州市及聊
城市各2个，济南市、枣庄市、烟台
市、潍坊市各1个。

3月3日和5日，省环保厅对近

期断面超标严重、水环境质量出
现反弹的东营、滨州两市和有关
县(市、区)政府及环保部门负责
同志进行了约谈，共同研究确保
断面水质稳定达标的对策措施并
抓紧落实，坚决遏制污染反弹趋
势；同时对东营、滨州2市近期严
重超标断面的责任地区东营区、

东营市经济开发区、垦利县、利津
县、博兴县涉水建设项目实施区
域限批，并对部分断面超标案进
行了挂牌督办，督促地方政府和
有关部门落实治污责任，限期实
现水质达标；并结合省政府2015
年度第1次全省环保专项行动，组
织各市以不达标断面上游污水处

理厂、重点排污企业和工业园区
为重点，对辖区内排水单位进行
拉网式全面排查，并适时组织省
厅有关处室和单位进行独立调
查，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
力度，严厉打击各类偷排、倾倒、
超标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确保
水环境安全。

各市断面达标率情况。

全省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即将开展

滨滨州州一一县县一一镇镇入入选选省省级级试试点点
本报3月17日讯 (通讯员

屈文娟 记者 阚乐乐 ) 近
日，山东省住建厅等11个部门
联合下文，邹平县、邹平县魏桥
镇入选为省级新型城镇化综合
试点地区。

本次全省城镇化综合试点
工作根据《关于开展新型城镇
化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由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
改革委等 1 1部门联合部署展
开，全省共19个城市(镇)列为省

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其中地级市1个，县(市)11个，
建制镇7个。滨州的邹平县和邹
平县魏桥镇入选，但具体试点
期限及相关政策等省内还未出
台。

今年，滨州市委市政府对
推进新型城镇化高度重视，全
市经济工作会议、市两会都对
此提出了明确要求。滨州市住
建局局长佘洪烈在年初的工作
会议上也提出，抓好示范带动，

进一步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
量和水平。据了解，去年滨州12
个申报全国重点镇的小城镇通
过住建部等7部委审批；5个新
增省级示范镇总体规划批复；
10个省级示范镇全部通过全省
“百镇建设示范行动”考核，在
全省200个省级示范镇中，韩店
镇、魏桥镇进入前20名。

记者从滨州市住建部门了
解到，《滨州市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已于1月份通

过了省住建厅评审，今年的新
型城镇化工作已逐步展开。下
一步，将出台《滨州市新型城镇
化规划》和《滨州市新型城镇化
规划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分工
方案》，制定“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产城融合、县域城镇化、
绿色城镇、文化传承、设施建设
六大行动”实施方案。同时，加
快小城镇建设、农村新型社区
建设等，力争2015年全市城镇
化率达到54%左右。

滨州市第三批基层应急管理示范点公布

1199个个基基层层单单位位成成应应急急示示范范点点
本报3月17日讯 (记者 李

运恒 ) 近日，滨州市公布了第
三批基层应急管理示范点，其
中包括滨城区彭李街道办事处
为民社区、滨州市儿童福利院
等19个基层单位，进一步推进
了全市基层应急管理工作。

为进一步推进全市基层应
急管理工作，根据国务院、省政
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基

层应急管理工作的部署以及
《滨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开展建设市级应急管理示范点
的实施意见》，在全市继续组织
开展市级基层应急管理示范点
创建活动。

近日，滨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第三批滨州市基层应
急管理示范点的通知发布，经
过现场检查验收，综合评审并

报市应急委员会批准，确实了
19个基层单位为第三批滨州市
基层应急管理示范点。

19个基层单位包括：滨城
区彭李街道办事处为民社区、
滨城区彩虹湖社区、山东海明
化工有限公司、惠民县实验幼
儿园、阳信县供电公司、大唐
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博兴
县 第 六 中 学 、博 兴 县 供 电 公

司、邹平县西董街道办事处鹤
伴中学、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
限公司、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中学、滨州北海新材料有
限公司、滨州市儿童福利院、
滨州市第一中学、滨州市紧急
救援指挥中心、滨州鑫谊热力
有限公司、滨州汽车总站、滨
州市看守所、滨州市渔政监督
管理处。

一一个个电电话话，，养养老老服服务务送送到到家家
沾化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信息中心，探索出城乡养老“13742”格局

本报3月17日讯 (通讯员
王春燕 陈方明 记者 王晓
霜)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
严峻，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
关注的焦点。去年沾化区采取

“民建公助、政府引导、社会运
作、专业人员与社会志愿者相结
合”的方式，建设社会养老服务
信息中心，探索出了城乡养老新
模式。

“8192199，一按啥都有。”这
句话已经成为沾化区当地不少
老人的顺口溜。为了方便服务居
家养老的老人，沾化区投资360

万元新建了社会养老服务信息
中 心 ，运 用 网 络 技 术 建 立
8192199居家服务一键呼叫平
台，为全县7万余名60岁以上老
人提供家政、养老、医疗、政务咨
询等服务项目，重点打造紧急救
助系统、居家服务系统以及困难
老年人的帮扶系统。

信息中心已经为部分老人发
放免费手机，并将陆续在全区发
放，而这部手机可不只是提供居
家服务，最重要的是可以提供平
台 报 警 。手 机 背 后 还 有 一 个

“SOS”键，当老人按键紧急呼叫

时，中心管理终端会立即弹屏并
发出报警提示，老人的各项信息、
位置一目了然，便于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安排救助。“这个平台的搭
建相当于把120搬回了家。”中心
负责人苑寿涛说，信息中心为老
人的安全上了一道保险。

2014年，沾化区在探索“老有
所养”到“便民养老”的过程中不
断总结，形成“13742”养老格局：
即建设1个信息中心、3个机构、7
处日间照料中心、42处农村幸福
院。如今，这一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已步入收官阶段，全面完成时将

增加养老床位2000余张，为全区
老年人增添多项“新福利”。

另外，社会化养老已成趋
势，沾化区打造的3处养老机构
可谓各具特色，分门别类的服
务类型让不同要求的老人各取
所需，享受“私人订制”的舒适。
截至目前，全区已经有富国、城
中、明珠、大王、洚河5个城市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26处农村幸
福院投入使用。今后，全区将再
新建2个日间照料中心、16处农
村幸福院，使幸福院覆盖6 0%
的农村社区。

滨州整治非法

生产经营调和汽油

本报3月17日讯 16日，
滨州市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检
查组，对非法生产经营调和汽
油进行专项整治。

中央电视台“3·15”晚会
报道滨州市个别企业使用石
脑油芳烃等混合油料生产调
和汽油问题后，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做出批示，
并连夜召集有关部门召开紧
急专题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开
展非法生产经营调和汽油专
项整治工作。

从16日上午开始，市工商
局、质监局、经信委、公安局等
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到有关
县区和市属开发区，对辖区内
所有石油加工销售企业进行
拉网式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
非法生产经营调和汽油的行
为将进行坚决查处和打击。

目前，检查摸排工作正在
有序进行中。

滨州又添一家

典当机构

本报讯 近日，山东方舟
典当有限公司顺利通过省商务
厅的批复，正式获得典当经营
许可证，获准开展典当业务。

山东方舟典当有限公司是
滨州方舟实业集团发起成立
的，依法注册的非银行金融服
务企业。主要从事房地产、机动
车等不动产、动产抵(质)押典
当融资，绝当品销售等服务。公
司以“救急解难、方便快捷”的
经营特色，为广大中小微企业
及市民提供专业贴心的典当融
资服务，客户可以选择质押、抵
押等不同的典当方式，盘活动
产、不动产及财产权利等多元
资产，更能享受到金额可大可
小、期限可长可短、与众不同的
个性化典当服务。

典当是银行金融行业的有
益补充，融资简便、快捷、灵
活，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个人
融资难题。在支持中小微企业
做大做强，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规范金融市场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通讯员 方艳艳)

邹平县长山镇 >>

建立计生专干
退休长效机制

本报讯 近日，邹平县长
山镇再次为15名年满50周岁
的村计生专干办理了退休手
续，按照工作年限，享受退休
村委主任90%—100%的工资
待遇。

村级计生专干工作在最
基层，在计生宣传、报表反馈、
服务群众等工作中起着尤其
重要的作用，为充分发挥她们
做好人口计生工作的积极性、
主动性与创造性，长山镇制定
了《关于村级计生主任退休及
享受待遇的实施方案》，建立
起计生专干退休长效机制，真
正解除了广大计生专干的后
顾之忧。

长山镇茶棚村已连续任
职22年的计生专干孙红领到
了自己的退休证，高兴地说：

“我们也可以享受退休金了。”
截至目前，全镇共有74名计生
专干享受到退休待遇。

(段振强 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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