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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本报10月16日讯(记者 刘丹
通讯员 李世波) 10月16日，

烟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烟台
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举行

“10·17扶贫日”暨脱贫攻坚工作新
闻发布会。会上，市委副秘书长、市
扶贫办主任尹鹏介绍了全市脱贫
攻坚工作情况。市扶贫办副主任沙
声涛介绍了烟台市2018年扶贫日
活动总体安排。

据介绍，脱贫攻坚号角吹响
以来，烟台市委、市政府把脱贫攻
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
工程，重点研究、重点部署、重点
推进。17名市级领导包联全市19
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和17个市
级扶贫工作重点村，先后召开5次
市委常委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
议、2次全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
议、全市乡村振兴暨脱贫攻坚现
场交流会议，研究部署脱贫攻坚
工作。制定出台《中共烟台市委
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组织
实施“332”扶贫工作重点县镇村
集中攻坚，全市预算安排财政扶
贫专项资金1 . 33亿元，660个产业
扶贫项目产生可分配收益1780万
元，帮扶带动贫困人口3 . 2万人，
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目
前，烟台市享受政策贫困人口为

6 5 0 5 0 人，其中脱贫享受政策
62445人，未脱贫2605人，今年将
基本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据介绍，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取得了
显著成绩。全面落实基本医疗、大
病保险、医疗救助、医疗商业补充
保险政策，实行住院一站式结算，
贫困群众个人负担医疗费用不超
过10%。健全控辍保学监测机制，
资助范围从学前教育到大学全覆
盖，资助贫困家庭学生2790名。扎
实推进“雨露计划”，将符合条件的
536名贫困家庭学生纳入扶助范
围。逐村逐户摸排贫困户住房情
况，改造贫困户危房1082户。

搞好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政
策、社会救助制度衔接，新增加
1627名符合政策的贫困群众纳入
农村低保，建立农村人口致贫返贫
动态监测管理机制，即时发现、即
时救助。创新开展扶贫公益专岗、
孝善养老、“双帮扶责任人”制度，
6939名贫困群众实现了就地就近
就业，32484名贫困老人领取到奖
补资金，构建起“二帮一”“多帮一”
结对帮扶网。

据悉，今年10月17日是全国第
五个“扶贫日”，烟台市在“扶贫日”
之际将组织开展脱贫攻坚集中宣
传月、评选表扬“最美扶贫人”、集
中走访帮扶、扶贫公益短信推介、

“10·17扶贫日”进学校、爱心义诊、
送文化下乡、扶贫工作重点村电商
培训等13项活动。

今今年年将将基基本本完完成成脱脱贫贫攻攻坚坚任任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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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山东省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
定》等法律法规规定，我作为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全面负责，自愿接受社会监
督，现郑重承诺如下：

1 .本单位建立健全了安全生
产责任制，落实了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组织制定了符合本单位实际需
要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操
作规程，并严格执行。

2 .本单位有28名员工，配备
了1名分管安全负责人、1名专职
安全管理人员、2名特种作业人
员、2名专业管理人员、5名专业操
作人员，人员具备与本单位所从
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
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学历或技术
职称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3 .本单位按规定足额提取安
全生产费用，保证在完善、改造和
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配备、维
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应
急演练，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
患评估、监控和整改，安全生产检
查、评价、咨询和标准化建设，配备
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
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安
全生产适用的新工艺、新标准、新
技术、新装备的推广应用，安全设

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其他与安
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4 .本单位所有员工都进行了
“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
并每年进行再培训，内容包括对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本单位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重点部位、
特种设备、产品危害性、工艺流程、
危险区域、危害因素、岗位风险、劳
动防护用品穿戴、事故警示、应急
防范措施等。

5 .本单位属于危化品经营单
位，能够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企业
安全条件确认制度，进行全面的风
险识别，全面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和
应急保障措施。

6 .本单位制定了《生产安全事
故安全应急救援预案》，配齐了应
急物资和装备，并强化演练，不断
增强广大员工风险防范意识，提高
自救互救能力。

7 .本单位积极参与危化品交
易市场搬迁工作，于2018年搬迁至
危险化学品交易市场，集中办公。

8 .本单位积极参加安全生产
四级标准化建设工作，不断提升
安全标准化工作质量和水平，持
续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加快
提高安全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和
遏制危险化学品事故。

《危化品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公开承诺书》

果园面积超100万亩，果品年

产量22亿公斤

栖霞市已有120多年的苹果种植历
史，果园面积超过100万亩，果品年产量
22亿公斤，产品出口美国、德国、新加坡
等国家，以“种植面积、综合服务、果园
管理、品种质量、总产单产、企业效益”
六项全国第一被国家商标局注册为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荣获苹果产区唯一的

“全国果菜产业十大国际知名地标品
牌”，苹果品牌价值位居中国县域品牌
榜首。可以说，如今苹果已经成为栖霞
最大的富民产业和最亮丽的城市名片，
苹果产业年总收入达到120亿元，苹果
产业增加值约占全市GDP的35%，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80%以上来自果业。

据悉，在为期一个月时间里，第十
七届栖霞苹果艺术节暨首届“农民丰收
节”还将陆续举办欢天喜地庆丰收系列
文化活动、“长春湖对话暨共享经济理
念与实践”研讨会、“栖聚青春·栖霞籍
青年博士故乡行”活动、栖霞旅游黄金
月等多项主题活动，将本届苹果艺术节
暨首届“农民丰收节”办成全民参与、共
庆丰收、共享欢乐的节日盛典。

规划四年时间内投资18亿多

元建设新型果园

2017年，栖霞再迎苹果产业发展新
节点，于9月份获财政部、农业部批准创
建以苹果产业为重点的国家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被列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重点建设内容。栖霞以此为契
机，持续推动果业上档升级，规划在四
年时间内投资18亿多元，按照“两片四
园”的空间布局以及“两基地两区”的功
能定位，建设7大类25个重点项目，总共

改造建设18 . 6万亩宽行密植、起垄栽
培、支架绑缚、纺锤整形的现代矮砧集
约栽培模式的新型果园。

大型脱毒苗木生产基地和繁育基
地使栖霞苹果育苗实现工厂化，该市目
前拥有年出圃500万株的全国最大的工
厂化组培脱毒苗木生产基地1处、大型
苗木繁育基地4处，年可出圃优质苗木
2000多万株，新优品种覆盖率达到95%
以上。

果农抱团发展，实现规模化、

机械化经营

与传统单户生产的栽培、管理模式
不同，新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采用政府
引导、企业运营的双重推进机制，由栖
霞市政府牵头成立山东果都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下设多个项目公司具体实施
产业园建设。“通过这样的运营模式，使
分散经营的果农抱团发展，实现规模
化、机械化经营。在未来的栖霞苹果园
里，机械种植、自动灌溉、飞机把脉、电脑
坐诊将成为日常管理方式。”栖霞现代
农业产业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通过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栖霞将形成产业
优势突出、科学技术领先、产业链完整、
价值链提升的现代苹果产业体系和现
代化苹果种植管理技术、新品种研发推
广的苹果生产先行区和示范区，更好地
带动全市果业生产上档升级，促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我们的思路是以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和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载体，以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引领，以果园管理
体制机制、栽培品种和模式创新为重
点，推动全市果品产业升级，打造乡村
振兴的‘栖霞模式’。”栖霞市委书记陈
兆宽说。

栖栖霞霞苹苹果果再再添添两两块块金金字字招招牌牌
多国驻华使节齐聚栖霞，颁授“世界苹果之城”
“全球驻华大使馆指定专用水果”牌匾

本报记者 范华栋 孙晓玮 通讯员 胡国锋 王强 言芳

十月的栖霞，硕果累累。第十七届中国·山东栖霞苹果艺术节暨庆祝中国首届

“农民丰收节”16日开幕，来自葡萄牙、西班牙、美国等多国的驻华使节齐聚“果都”，

为栖霞颁授“世界苹果之城”“全球驻华大使馆指定专用水果”两块牌匾，栖霞苹果

再添金字招牌。出席第十七届苹果艺术节的驻华使节还将担任“中国·栖霞苹果推

介全球形象大使”，通过自身影响力与传播力，向世界推介栖霞和栖霞苹果。

苹果艺术节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范华栋摄


	J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