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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滨州州和和谐谐使使者者””评评选选正正式式启启动动
各县区将产生27个候选名额，每人每月将享受市政府津贴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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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滨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兆杰网谈养老服务、社会救助

市市社社会会养养老老中中心心年年底底前前投投入入使使用用
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是民政部门

的两项重点工作，市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和强化特困
家庭社会救助又是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重中之重，
被列入十大民生实事。对此，滨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兆杰介绍，市民政局努力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现在已经进
入转型期；构建“大救助”体系，编密基本生活网，力争10月底
前各县区全部设立特困家庭救助基金。

文/片 本报通讯员 王玮 本报记者 杜雅楠

市社会养老服务中心

年底前投入使用

滨州市社会养老服务中心
是市政府投资兴建的公益性民
生项目，是全市首家市级大型、
示范性、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
建成投用后将面向社会接收失
能、半失能和健康老年人，可提
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和紧急
救援等专业化服务，同时具备
养老护理员培训和实训功能。
张兆杰介绍，中心位于北外环
路以南，中海北路(马堡路)东
侧，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环境优
美、文化气息浓重，十分适合老
年人居住。

中心设床位624张，设车位
206个，共有楼座9栋，包括接待
中心1栋，综合服务中心1栋，医
疗保健楼1栋，办公实训楼1栋，
介护休养楼1栋，介助休养楼1

栋，健康休养楼2栋，后勤保障
楼1栋，建成后将填补滨州市大
型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空
白，争取成为鲁西北地区大型
养老机构的示范点。目前该项
目主体完成验收，内外装和配
套设施建设正在倒排工期、压
茬推进，后期“公建民营”的运
营方式已基本确定，计划今年
年底前投入使用。

各县区10月底前

设特困家庭救助基金

除了养老，民政还有一项非
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社会救助。
今年，滨州市民政局提出了“大
救助”的概念，要构建新型的社
会救助制度体系。张兆杰介绍，
其目的就是要编密织牢基本生
活安全网，确保网底不破，避免
困难群众陷入生存困境。

滨州市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中，
建立8项救助制度，即最低生活
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
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
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
再加上社会力量参与，构成了

“8+1”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这
些社会救助制度共同构成一个
基本民生保障网，实现了各类
困难群众救助工作的全覆盖。

张兆杰介绍，今年国家提
出要开展“救急难”和建立临时
救助制度，滨州也提出了强化
特困家庭社会救助的新课题。
其中，滨州市县全面建立临时
救助制度，确保困难群众应救
尽救。市县全面设立特困家庭

救助基金，在无棣县成功试点
的基础上，指导其他县区在今
年10月底前全部设立特困家庭
救助基金。目前，市本级的特困
家庭救助基金设立计划为5000
万元，初始规模为2000万元。邹
平县和博兴县已出台文件，救
助基金规模分别为2000万元和
1000万元。

今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
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
知》，对因遭遇火灾、溺水、交通
事故、人身伤害、见义勇为、突
发重大疾病等情形，导致基本
生活陷入困境的个人，给予3-6
个月的临时救助或发放一次性
救助金。

本报9月15日讯(通讯员 李
学军 唐兵 记者 杜雅楠)
2014年10月30日，滨州市通过
《“滨州和谐使者”选拔管理办
法》，在基层一线的城乡社区、社
会服务类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中进行选拔，每人每月享受市政
府津贴1000元。9月14日，首届

“滨州和谐使者”选拔推荐工作
正式启动，滨州各县区将产生27

个候选名额。
“滨州和谐使者”从在社会

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
建设、婚姻家庭、精神卫生、残障
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职工
帮扶、犯罪预防、禁毒戒毒、矫治
帮教、人口计生、纠纷调解、应急
处置等十六大领域一线岗位工
作、直接从事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工作的人员中进行选拔,参与选

拔人员从事社会工作时间必须
达到5年以上,公务员原则上不参
加评选。“滨州和谐使者”需具备
专业社会工作知识和能力,具有
良好职业道德、丰富实践经验，
是贡献突出的专门从事社会服
务工作的人员。

“滨州和谐使者”的推荐工
作由各县区党委组织部门会同
民政部门从本县区所属的优秀

社会工作人才中推荐，市直有关
部门从本行业所属的优秀社会
工作人才中推荐。“滨州和谐使
者”推荐名额根据各县区人口
数、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
人员数，在综合测算的基础上适
当调整。

全市各县区共分配27个名
额，其中滨城区、沾化区、惠民
县、阳信县、无棣县各推荐3人，

博兴县推荐5人，邹平县4人，经
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
区、北海新区各推荐1人。市委
组织部、市教育局、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市信访局、市总
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
等市直有关部门推荐人数不超
过3人。

喝甜水再也不用等到雨天了

北海新区马山子镇

告别吃咸水的历史

本报9月15日讯(记者 谭正
正 通讯员 张秀华 韩鹏 )

为了解决老百姓的饮用水质量和
安全问题，让村民喝上健康的干
净的甜水，北海新区马山子镇通
过招商引资，为各村安装了净化
水设备。村民感叹：“自从家门口
有了纯净水，村民想喝甜水，再也
不用等下雨天了。”

该净化水设备是由厂家垫
资，村民只需0 . 7元就能用上1桶
30斤的水，并且24小时凭卡打水，
一插一摁就出水，水卡可以连续
充值，此举不仅操作非常方便，还
破解了设备投资难题，深受老百
姓的欢迎。“仅我们村就建起了两
个净水站，80%以上的村民都购
买了水卡，设备不用我们村里投
资，只需提供存放设备的场所，村
民们就能喝上三级过滤水，真是
太方便、太好了。”该区高家村村
委会主任高立龙说。

“这水是又卫生又甜，还便
宜，以前喝口甜水还要等到雨天，
现在不用了。”正在滨州北海经济
开发区马山子镇高家庄子村净水
站接水的村民马井富高兴地说：

“真是没想到，在村里过了大半辈
子，也能像城里人一样在家门口
喝上‘纯净水’了。”这是该区实施
的农村饮用水净化工程结出的硕
果，也是该区率先完成“三化”工
程后，实施的又一民生工程。

记者在净水房看到，过滤器、
高压泵、反渗透设备装得整整齐
齐。投入使用后，每天只需工作两
个小时就可净化3吨自来水，足够
满足全村的日常饮水需要。

高家村70岁老人张延富说，由
于该区濒临渤海，水咸地涩，多年
来，都是靠天吃水，以饮用刷街
水、接雨水为生。90年代以来，喝上
了地下井水，但含碘过高，既咸又
涩，引发了多种疾病。北海新区成
立以来，建起了北海水库，喝上了
黄河水，但由于该区处于黄河最
下游，水质差，盐分也过高，而且
是隔一天供一次水，很是不方便。

目前，该区21个村，已有一半
的村安装了净化水设备，喝上了
净化水。“力争到国庆前夕，让全
镇老百姓全部喝上安全放心的纯
净水。”该区马山子镇分管副镇长
范立红说。

滨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兆杰。

惠民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守江网谈建设生态美丽幸福和谐新惠民

力力争争22002200年年旅旅游游业业占占GGDDPP66%%以以上上
今年以来，惠民县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
化，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惠民县委副书
记、县长李守江介绍，1-8月份，预计惠民全县固定资产投资
实现143亿元，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 . 54亿元，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 . 5%，惠民县经济社会呈现出了稳中有
进、进中向好、好中变优的良好态势。

中惠挂牌“新三板”

实现上市零突破

8月20日，中惠生物科技通
过全国股转系统审核，在“新三
板”成功挂牌上市，实现了惠民
县企业“新三板”上市零的突破。
李守江介绍，这为以后全县重点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实现直接多
元化融资创造了可供借鉴的宝
贵经验。“目前，盟威斯林格缸
套、农兴种业、惠博新材料、鑫诚
农业等企业也正积极筹备股份
制改造，抓紧做好相关前期工
作，为企业下一步上市做好充足
的准备。”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的不断加快，金融对县域经济发
展支持作用越来越明显。”李守

江表示，惠民县高度重视金融工
作，多方开拓资本市场，着力构
建信贷投放稳定增长、金融风险
防控、联动处置、金融调度考核、
政府资源支持等五大机制，努力
打造金融生态最优县，金融环境
持续保持安全稳定。其中，1-8月
份，辖内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61 . 1亿元，新增17 . 2亿元。全县
社会融资总量达到195亿元。今
年2月份，交通银行滨州分行在
惠民县召开银企合作洽谈会，与
50家中小微企业达成合作协议
21亿元，有力支持了中小微企业
的发展。

推动旅游大县

向产业强县转变

惠民县具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李守江介绍，近年来，惠民县
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推动文
化旅游与农业、林业融合发展，
促进旅游行政管理和运营管理
体制改革，旅游业出现了加速发
展的势头。其中，旅游产品种类
日趋多元，中国孙子国际兵学文
化产业园被确定为2015年省重
点建设项目。

渤海革命老区机关旧址暨
武定府衙投入使用；“温泉之乡”
品牌正在擦亮；旅游产业体系初
步形成；乡村旅游工作开始破
题……走出了一条具有惠民特

色的旅游业发展之路。
“下一步，惠民县将不断完

善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本身密
切相关的吃、住、行、游、购、娱等
要素，理顺旅游管理体制，组建
成立孙武旅游集团，推动旅游业
由静态文化观光向参与体验、休
闲度假、康体养生转变，全力打
造惠民文化游、红色游、生态游
和休闲游品牌。”李守江表示，力
争到2020年，旅游业增加值占全
县GDP的比重在6%以上，实现
由旅游资源大县向旅游产业强
县的转变。

文/片 本报通讯员 王玮 本报记者 王文彬 王晓霜

惠民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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