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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菏泽“非凡十年”农业农村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

“农”墨重彩绘就农业农村发展新篇章
记者 邢孟

10月15日，菏泽“非凡十年”
农业农村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
菏泽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
局党组书记、局长，市乡村振兴局
局长吴振介绍了相关情况。

十年来，菏泽农业农村系统
在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稳住了
农业基本盘，筑牢了三农压舱石。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 ，粮 食 年 总 产 由 2 0 1 2 年 的
6 3 8 . 4 4万吨提高到2 0 2 1年的
787 . 70万吨，为维护全省粮食安
全作出了突出贡献。全力做好生
猪稳产保供，能繁母猪存栏居全
省第一位。

开展脱贫攻坚以来，持续加
大投入，压紧压实责任，采取超常
规措施强力推进，到2020年底，全
市累计减贫170 . 15万人，855个
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出列，
14 . 6万滩区群众圆了安居梦，历
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脱贫
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

依托资源禀赋、市场环境等

优势，大力发展粮食、畜牧、蔬菜、
中药材等优势特色产业，深入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了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在创建
国家农业产业强镇5个，认定省级
农业产业强镇26个、省级乡土产
业名品村283个。获批创建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7个，已建成4个。培
育省级以上特色农产品优势区4
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1
个，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4
个。

深入实施了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扭转了农村长期以来存
在的脏乱差局面，村庄环境基本

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农民群众环
境卫生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全面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使乡村
更加生态宜居，村民生活品质明
显提升。坚持示范引领、以点带
面，打造美丽乡村示范村，已建成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192个，市级
美丽乡村499个。

下一步，菏泽农业农村系统
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贡献更多菏泽力
量。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曹沙沙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刊登《山东：菏泽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积极探索远程异地评标新模
式》一文，聚焦菏泽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远程异地评标创新举措。此
次国家发改委刊文中，以聊城市水
务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准四类水提
标技术改造工程EPC项目在菏泽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顺利完成评
标为切入点，详细介绍了菏泽远程
异地评标工作的新亮点。菏泽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将逐步实现市内
远程异地评标全覆盖、省内和跨省
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进一步优化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营商环境。

随机评，市内评标全覆盖。依
托“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标

评审专家库抽取系统”的评标专家
随机抽取机制，充分发挥随机优
势，实现主副场评委随机定，进一
步促进市域内远程异地评标的全
覆盖，打破了地域空间限制、破除
自我小循环，推进统筹全市共享优
质专家资源、场地及技术资源。

一体化，省域评标常态化。对
接省远程异地评标协调系统，实
现省、市、县三级远程异地评标的
统一调度安排、信息互联互通和
专家资源共享。开展区域内远程
异地评标合作，打破了公共资源
交易地域藩篱，为实现“界面操作
统一、流程规则统一、技术标准统
一”的一体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多联动，跨省评标开新局。进
一步扩大跨省战略合作范围，在
与滨州市、潍坊市等市建立远程

异地评标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持
续推动远程异地跨省合作，与湖
北恩施州等城市签订远程异地评
标战略合作协议，逐步实现了“两
地”及“多地”间“点对点”远程异
地评标，进一步推动了优质专家
跨省市互联共享。

下一步，菏泽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将着力推进远程异地评标
规范化、常态化运行，通过“让专
家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进一
步规范评标行为，立足打破本地
评标专家“小圈子”，解决专家“熟
面孔”问题，将招标人、投标人和
评标专家从地域上实施隔离，有
效防范了人为因素对评标过程的
干扰，为努力实现公共资源高效、
合理配置，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做出应有贡献。

国家发改委点赞！

菏泽市远程异地评标工作又上新台阶

菏泽永恒热力有限公司党支部
开展常态化制度化学习

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路坦

10月14日上午，菏泽永恒
热力有限公司党支部开展常态
化制度化学习，党支部书记肖
培飞主持会议，全体党员、发展
对象、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学习。

通过开展学习，重温党的光
辉历史，引导党员干部继承和发
扬党的光荣传统，在学习中转变

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推
动各项中心工作上台阶。

下一步，菏泽永恒热力党支
部将紧跟上级部署，贴近支部实
际，不断完善各项学习制度，不
断创新学习方式方法，坚持学在
先、走在前，切实提升学习效果，
把学习教育与主营业务工作结
合起来，用好的思想凝聚人心，
激励斗志，激发活力。

10月18日菏泽新增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2022年10月18日0时至24
时，全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为
省外返鲁人员，系重点人员筛
查发现。无症状感染者1：鲁某
某，男，42岁，现住郓城县黄集
镇陆胡同村，在河北省安国市
北段乡北段村药材公司务工。
10月17日19:22自河南省范县
昆岳浮桥入郓。初步流调显示，
10月17日19:22以来，主要活动
轨迹涉及河南范县昆岳浮桥、
郓城县黄集镇陆胡同村、李集
镇驻地、司店菜市场龙虾批发
部、东关利民街李家牛羊肉店。

请广大市民朋友关注官方
信息发布，与其活动轨迹重合
的人员第一时间主动向辖区疾
控部门报备并进行核酸检测，

其间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
前往公共场所，配合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不信谣，不传谣。时
刻绷紧疫情防控之弦，保持良
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戴口罩、勤
洗手、常通风、少聚集，做好自
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咳嗽、
乏力、嗅觉味觉减退等不适症
状，请佩戴医用口罩立即前往
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如因隐
瞒相关接触情况，造成疫情传
播扩散，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
法律责任。

记者 张虹
通讯员 何海波 李文秀

今年以来，鄄城县聚焦聚力
群众关心关注的“身边小事”,探
索实施了“购车即发证”“白话革
命”等12项切口小、措施实、成效
好的“微改革”。解决了一系列群
众关心的、百姓关切的难题，推动
了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

“即办”“微改革”

流程更简

针对农民朋友农机车辆登
记存在的“安全隐患，浪费时

间、办事环节多”等堵点痛点，
鄄城县推出了农机车辆登记

“购车即发证”服务模式。通过
再造流程和窗口前移，提前完
成车辆查验、号牌选定、预挂牌
工作，把农机注册登记由原来的4
个环节压缩为现在的1个环节。在
农机销售公司设立“农机车辆注
册登记办理处”，办理时限由法定
的2个工作日压缩成即来即办，购
车现场即可领取并悬挂车辆牌
照，实现了“购车即发证”，已为26
户群众现场办理了农机车辆注册
登记业务。鄄城县还相继开展了
企业注册登记“开办即开户”、
工程项目审批“拿地即开工”、

审批集成办理“准入即准营”、
证照有效期限“到期即提醒”、
告知承诺审批“承诺即可办”等
5项“即办”微改革，大大缩短了
企业群众办事办理时限，营商
环境更加优化。

“易办”“微改革”

效率更高

针对办事群众年龄不同，文
化程度参差不齐等情况，为了让
群众能听得懂、问得明、办得好，
对因政策理解难度大，造成跑动
次数较多的部分涉民涉企行政
许可事项，鄄城县率先实施了

“白话革命”服务。采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和方式，对申报材料、办
理流程等内容对群众进行直白
解释和说明，实现了办事从“难
办”到“易办”的转变。同时，大力
推行复杂问题“兜底办”，在县政
务服务中心，设置企业群众办不
成事“兜底办”窗口，解决企业群
众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复杂疑难
问题，确保企业群众办事“一次
办好”。

“好办”“微改革”

服务更优

为更好地解决群众办事难

题，鄄城县以降低企业准入成本
为目标，大力推行“一照多址”改
革，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允许在
营业执照上加载新设立住所的
地址，免于分支机构登记。同时，
创新推行5+X服务模式，即通过
设置“24小时”自助服务区和自
助终端设备，实现全天候服务。
通过实行“双休服务”“错时服
务”“延时服务”“登门服务”，让
企业群众好办事、轻松办事。现
已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预约服务
382次，错时、延时服务109次，
登门服务58次，让企业和群众感
受到了更加贴心、舒心的优质服
务。

优化营商环境

鄄城聚焦群众“身边小事”力推多项“微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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