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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生源地助学贷款昨起申请
9月20日前，符合条件的新生和在读大学生均可从网上申请，每生每年最高可贷6000元

本报菏泽8月1日讯(记者 李
凤仪) 8月1日，记者从菏泽市教
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获悉，菏泽
2012至2013学年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申请受理开始，具体申请受理
时间为8月1日到9月20日，申请贷
款最高额度为每学年6000元，首日
就有2000余名学生申请。

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受理对
象为各地、各高校按照相关要求在
省下达的贷款控制额度内、审核通
过的在校贷款学生和高校录取新
生，对在部属及外省高校就读的有
贷款需求的山东省籍学生，可直接

予以审核并纳入贷款对象范围，贷
款额每学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主
要用于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
和住宿费问题，超出学生和住宿费
的部分可用于生活费。

菏泽生源地助学贷款实行网
上申请(网站为国家开发银行助学
贷款信息网)，本学年生源地助学贷
款借款合同文本将采用新颁布的
文本，所有合同一律套打。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资金拨付采取“支付宝”
方式办理，各县区在为贷款学生生
成合同时，系统将自动生成“支付
宝”账户，用于生源地贷款发放和本

息收回。
新学期开学后，贷款学生持《贷

款受理证明》到学校报到，今年将继
续实行电子回执单确认，具体流程
为借款学生成功申请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后，系统自动生成《贷款受理
证明》；各县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打
印《贷款受理证明》并加盖公章，交
由借款学生携带至高校报到。各高
校应于10月15日前(含10月15日)为贷
款学生录入并确认验证码和欠缴金
额，10月15日后未录入电子合同回执
单的学生贷款申请将被谢绝。

菏泽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菏泽从2008

年以来开始实行生源地贷款以来，
申请贷款的学生逐年增长，今年是
第四年，大概会有3 . 5万人申请，“8

月1日是报名申请首日，学生们都
很积极，目前已经有2000余名学生
开始网上申请助学贷款”。

“生源地贷款比较方便，学生
在本地申请贷款，去学校拿着回执
报到就可以了。”相关负责人提醒
广大申请贷款学生，登陆山东省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或者是菏泽市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查询具体信
息，以便能够及时办理。

为应对黄河中上游洪峰

菏泽境内11座浮桥将陆续拆除
本报菏泽8月1日讯(记

者 姚楠 ) 8月1日，记者

从菏泽市交通运输局港航

局海事科获悉，为应对黄河

上游洪峰，菏泽境内11座浮

桥将陆续拆除。

据悉，在今年6月中下

旬黄河调水调沙时，菏泽境

内11座浮桥曾被拆除，约20

日后恢复通行。

由于近期黄河上中游

降雨较多，干支流流量不断

增加，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

增大。目前，黄河干流1号、2

号洪峰已安全进入小浪底

水库，按照水沙调控调度方

案，小浪底枢纽不同孔洞组

合泄流，控制下游流量3000

～3500立方米每秒、含沙量

不大于60公斤每立方米下

泄，超过了调水调沙间的流

量。

为确保黄河浮桥安全

度汛，根据国家防总要求，

应对黄河中上游洪峰，近期

菏泽境内的11座浮桥将陆

续拆除。

生源地助学贷款为信

用贷款，不需要担保和抵

押，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

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根据国家助学贷款有

关规定，原则上学生正常

在校期间，助学贷款利息

由财政全额贴息。学生毕

业后贷款利息由借款人自

行承担。

资料链接>>

本报菏泽8月1日讯(记者 李凤
仪) 7月30日上午，全省班组安全建
设暨省级安全社区命名表彰大会在
济南召开。会议上，菏泽市牡丹区的
李村镇、胡集镇和单县的李田楼镇被
命名为省级安全社区。

菏泽市牡丹区的步长制药公司、
菏建集团公司，成武县的达驰集团公
司、巨野县的铁雄新沙公司和东明县
的方明化工公司5个企业的班组被表
彰为优秀班组，其中菏建集团公司第
三项目部的李信林同志被表彰为“十
佳”班组长。

出席会议的省长助理、省政府安
委会副主任周齐，省政府副秘书长、
省政府安委会副主任司安民，省政府
安委会副主任、省安监局局长袁策，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王星
海，团省委副书记陈必昌等领导同志
向“十佳”班组、“十佳”班组长和30个
省级安全社区授牌。

菏泽三乡镇被命名

为省级安全社区

本报菏泽8月1日讯(记者 姚楠)

在国内经济面临下行挑战的不利
形势下，上半年菏泽生产总值依然取
得了同比增长13 . 1%的平稳增长，虽
与去年14 . 05%的增速相比有所降低，
仍高于山东省3 . 4个百分点，经济总
量达856 . 09亿元，上半年菏泽市公共
财政预算支出达123亿元以上，同比
增长32 . 6%，将近一半用于教育、医
疗、住房保障、就业等民生领域。

菏泽市统计局数据显示，856 . 09

亿元的经济总量中，郓城县以98 . 67

亿元位列第一，增长速度上，东明县
14 . 08%的增速排名第一。其中，个体
私营经济注册资金比上年增长17%，
从业人员比上年增长7 . 6%，成为菏
泽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上半年，全市三次产业比重分别
为14 . 8：54 . 1：31 . 1，工业仍为拉动经
济增长主动力，工业总产值增长
23 . 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2 . 2%，其中牡丹区以26 . 01%的增速
位列第一。

1—6月份，进出口总额为164495

万美元，同比下降15 . 2%，主要原因是
进口额下降，45 . 1万美元的进口额和
去年相比想将31 . 9%，出口额为3 . 8万
美元，同比增长15 . 0%。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方面，菏泽市
上半年共支出1232936万元，同比增
长32 . 6%，住房保障支出11097万元，
同比增长39 . 5%，其中教育、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
共613408万元，占比49 . 75%。

尽管国内房地产市场持续低
迷，1—6月份，菏泽市房地产投资
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共完成60 . 32

亿元，增长速度28 . 5%，其中住宅为
52 . 47亿元，增长31 . 3%，仍为菏泽房
地产投资主要业态。另外，上半年
全市房屋竣工面积1 1 2 . 4 2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61%。

上半年，菏泽一半

支出用于民生领域
房地产投资仍保持平稳增长

菏泽6社区将建妇女儿童家园
┮这是菏泽建设的首批省级“妇女儿童家园”，均获得省妇联6万元扶持资金

┮不仅是社区妇女儿童学习、休闲的“根据地”，还能提供维权救助等服务

本报菏泽8月1日讯 (记者
张歆然) 菏泽首批省级“妇

女儿童家园”将在牡丹区魏海
社区等6个社区建设，建成后
的“妇女儿童家园”，将集教育
培训、维权救助、就业指导、文
化娱乐等服务于一体，为社区
妇女儿童提供一个学习、维
权、休闲的温馨家园。

这 6个“妇女儿童家园”
将分别建设在牡丹区魏海社
区、牡丹区程堤口社区、郓城
县盛平社区、单县李田楼中
心社区、东明县东关社区和
巨野县龙堌社区。省妇联为

每个妇女儿童家园项目提供
6万元扶持资金，菏泽市妇联
要求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争
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在
配套资金、专项工作经费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

“妇女儿童家园”是妇联
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密切联
系群众、了解妇情民意的一
个平台和载体，每一个项目
的建设都要求将提供至少有
100平方米固定、专用的工作
活动场地，有专职工作人员
负责，有专项工作经费支持；
按照统一标识设计、统一设

施设备、统一上墙版式、统一
服务理念的“四统一”要求，
层层签订协议，落实责任，打
造实实在在的、有形的社区
妇女儿童阵地。

据了解，牡丹区魏海社区
将在原妇联工作地点旁边新
建一处两层楼房，作为“妇女
儿童家园”，再用6万元的扶持
资金打造其他配套设施。

建成后的“妇女儿童家
园”为社区妇女儿童提供教育
培训、维权救助、就业指导、文
化娱乐等服务，“培训包括农
业技术、创业、手工等很多方

面，引导妇女加强学习、创业
就业。”菏泽市妇联发展部部
长楚姝芳告诉记者，虽然部分
社区已有妇女儿童维权站，但
建成后的社区“妇女儿童家
园”服务将更全面，可以为妇
女儿童提供更为专业的帮助。

楚姝芳说，要确保妇女
工作进家园，妇女工作载体
进家园，更多妇女群众进家
园，使家园建设真正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引领社区妇女
儿童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管
理、自我发展，从而推动社会
和谐稳定发展。

菏泽将建10个市级食品安全示范乡镇
每个县区各1个

本报菏泽8月1日讯 (记者
董梦婕) 菏泽将在全市开

展食品安全示范群体创建、示
范乡镇创建，树立“榜样”以点
带面，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深入开展。

菏泽市农业局、商务局、
卫生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粮食局、畜牧兽医局、水产

局、工商局、质监局9部门将在
系统内部开展示范群体创建，
市食安办牵头开展市级食品
安全示范乡镇创建，创建重点
为24个省级中心镇和9个省级
工业园区。

今年全市拟创建10个市
级食品安全示范乡镇，每个县
区一个，由各县区政府筛选、

推荐，8月 5日前上报市食安
办，8月15日前，市政府将在媒
体公布拟创建市级食品安全
示范乡镇单位名单，12月1日至
10日，市政府将对通过评估验
收的乡镇进行表彰和公示。

各县区统筹制定市级食
品安全示范乡镇创建工作实
施方案，提供至少1万元创建

扶持经费，乡镇政府将设立食
品安全工作办公室，定期开展
隐患排查、信息报送等，制定
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和操
作手册，建立时间信息报告网
络，确保应急体系全覆盖，并
加强优质农产品种植养殖基
地建设，着力推进食用农产品
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工作人员在拆除浮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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