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2014年9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冯荣达 美编/组版：武春虎今 日 烟 台 <<<< C07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刘清
源) 近日，市政府下发《关于建
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根据
通知，自2015年1月1日起，提高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500元以上缴费
档次的参保缴费补贴，补贴标准
不低于每人每年60元。

根据通知，自2014年1月1日
起，全市参保人员除重度残疾人

等缴费困难群体可选择100元的
缴费档次外，其他参保人可在500

元、600元、800元、1000元、1500元、
2000元、2500元、3000元、4000元和
5000元等10个缴费档次中任选其
一，最高缴费档次原则上不超过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年缴费额。各县市区可
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部分缴
费档次，但不得增设。

自 2 0 1 5年 1月 1日起，提高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5 0 0元以上
缴费档次的参保缴费补贴，补
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 6 0元，
具体标准由县市区确定，所需
资金由县市区承担。自2014年2

月 2 1日起，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人死亡后，个人账户资金
余额可以依法继承。自2014年5

月1日起，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
每月75元。

城乡居民个人缴费、集体补
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
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提供的资
助，以及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
贴全部记入个人账户。自2013年7

月30日起，个人账户按照全省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记账利率计息。

此外，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
待遇领取人死亡后30日内办理居
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的，一次
性发给丧葬补助金。综合考虑
烟台市经济发展及居民消费水
平等因素，对符合规定条件的
待遇领取人员，从2013年7月30

日起，按照8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
性丧葬补助金，所需资金由县市
区承担。

烟烟台台提提高高居居民民养养老老保保险险补补贴贴
明年起，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60元；个人账户资金余额可继承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钟建
军) 17日，记者从烟台高速交警
支队获悉，荣乌高速杜家疃收费
站因雨棚改造施工，9月18日6时
至18时封闭，途经杜家疃收费站
的车辆请提前择路绕行。

此外，沈海高速福山收费站
因雨棚改造施工，9月24日6时至
18时以及9月25日6时至18时封
闭，届时途经福山收费站的车辆
请提前择路绕行。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蒋大
伟 通讯员 李其波 卞海宁 )

17日，随着省道文三线牟平段
路面工程完成，S304文三线大修
路面工程全部完工，10月底将全
线修完通车。新铺路面设置振动、
震荡减速标线。

S304文三线牟平段始建于1997

年，东起牟平区莒格庄镇张皮村，经
水道镇、王格庄镇，至观水镇的郝格
庄村。文三线起于威海文登市，止于
烟台莱州市三山岛，是连接烟台、威
海两地的重要通道之一。

文三线全线
10月底修完通车

杜家疃收费站

今天6-18时封闭烟烟台台将将建建全全国国最最大大苹苹果果育育种种基基地地
头条相关

本报记者 刘清源

除了上述《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近日，市政府还印发了
不少通知，对多个产业提出发展目标。以下，本报为你梳理其中的要点，并以数字解读的形式呈现。

蔬菜产业：

建立50个
蔬菜速测室

《烟台市蔬菜产业发展规
划(2014-2020年)》提出，烟台蔬
菜单产水平年均提高1个百分
点以上，蔬菜损耗率年均降低1

个百分点以上。全面普及标准
化生产，保证蔬菜质量安全。

到2020年，全市蔬菜播种

面积稳定在70万亩以上，总产
量超250万吨；食用菌总产量超
过3万吨。蔬菜质量检验检测
体系进一步健全，大宗蔬菜实
行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
建立区域性速测室50个，全市
省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40家，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90家。
力争到2020年，销售收入

过亿元的企业达到40家以上。
推行蔬菜产品质量追溯制度，
蔬菜示范基地和标准园生产
的蔬菜产品全部建立质量追
溯档案。

种子种苗产业：

主要农作物

良种覆盖率达98%

《烟台市种子种苗产业发
展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
2020年，全市培育5家以上“育
繁推 (培育、繁殖、推广 )一体
化”规模化龙头企业，建成4-5

个粮食、油料、蔬菜、果品等商
业化育种中心，每年示范推广
3-6个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优

良品种；建成辐射胶东半岛、
东北三省的花生育种繁育基
地，全国最大的苹果、大樱桃
育种基地，具有全国领先水平
的小麦、玉米育种中心；主要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8%。

到2020年，全市林木种苗
面积达到20万亩，总产值达到

25亿元；建立市级林木种质资
源库1处，自主创新品种10个以
上；建立保障性苗圃11处，主要
造林种苗合格率达到95%以上。

到2020年，全市良种育苗
水体达到300万立方米，年育苗
量4000亿单位，产值35亿元，良
种覆盖率提高到95%。

粮油产业：

粮食生产

机械化水平达到95%

《烟台市粮油产业发展规
划》提出，到2020年，粮食播种
面积稳定在500万亩以上，总产
不低于200万吨；主要粮食品种
小麦、玉米的播种面积分别稳
定在200万亩和250万亩以上，
总产分别不低于85万吨和130

万吨。油料播种面积稳定在150

万亩以上，总产不低于 4 5万
吨。规模化粮油加工企业10家
以上。花生及其制品出口达到
3万吨。

到2020年，粮食生产机械
化水平达到95%，油料生产机
械化水平达到90%以上。

建设或规范改造13个区

域性“放心粮油”配送中心，推
进市区粮油批发、配送一体
化。重点提升市级粮油配送中
心功能，粮油安全存储能力达
到5000吨，日配送各类粮油食
品能力达到80吨，对全市各类
食堂的放心粮油配送覆盖面
达到80%。

《关于推进体育产业发展
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发展
各类体育经营实体2000家以上
(其中健身俱乐部1000家)，培
育具有一定产业规模、市场竞
争力强的重点体育产业企业
和企业集团3-5家；体育产业

从业人数达到10万人以上，产
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
明显提高；居民人均体育消费
年均增长10%；年举办省级以
上赛事80个以上；体育彩票发
行量突破10亿元。

完善各类健身协会组织，

到2020年，市级单项体育协会
达到60个以上，县级单项体育
协会每县达到30个以上，健身
气功活动站点发展到600个，基
层健身站点达到每万人8个以
上，全市俱乐部总数达到1000

家，会员超过40万人。

《关于推进科技服务业发
展的意见》提出，到2017年底，
全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增加值年均增长10%以上，规
模达到80亿元以上；技术市场
交易额年均增长14%以上；新

增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实
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科技服
务平台50家以上；培育10家以
上创新能力强、服务水平较
高、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服

务骨干机构；打造1-2处创新
创业和知识产权服务示范园
区；全市经认定的科技企业孵
化器总数达到16处以上，孵化
器总面积达到200万平方米，在
孵企业1000家以上。

体育产业：

健身俱乐部

总数达到1000家

科技服务业：

技术市场交易额

年均增长14%以上

历史文化名城采风团

聚焦烟台和蓬莱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刘清
源 ) 15日上午，“孔子故乡中国
山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采风活
动正式启动。17日上午，来自全国
各地的新闻媒体及知名博主、媒
体评论员、国外友人等40余人，开
始在蓬莱和烟台这两座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中走访遗留古迹、倾
听民俗历史。

此次采风活动由中共山东省
委宣传部、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
文化厅、省旅游局、省文物局联合
主办，中国山东网承办，旨在通过
对山东省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进
行集中采访，全面宣传报道山东
省近年来在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和建设方面的突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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