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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丁春
贵 通讯员 杨玉美 报道）2018 年的
暑假对滨州市技师学院全体干部职
工来说，是一个辛苦而又富有收获
的假期，在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广
大教职工在这50多天的时间里，战
高温斗酷暑，十项重点工程有序展
开、稳步推进，在二次创业的征程上
扎实奋进，步履坚实。

据介绍，7 月 6 日，该院召开新
担当新作为动员会议，专门安排部
署暑期教育培训和基础建设改造工
作。成立了 6 个重点工作项目组，
分别负责数字化校园建设、体育场
改造提升、学生公寓维修改造、学校
文化建设、学生综合服务大厅和党
建活动中心建设、餐厅维修改造、实
训楼改造提升、雨污分流、楼顶防水
等十项重点工程，各项目组负责同
志严格程序、严把质量、严控时间，
把一个崭新、洁净、美丽、舒适的新
校园呈现在全体师生面前。

学院还把暑期当成了教职工学
习充电能力提升的好时机。院长丁
爱军带领 10 人的专业技术团到德
国参加为期 14 天的软件和集成电
路开发运用培训，这是该院师资队
伍培训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
一次境外培训。副书记韩竹功带领
70余名班主任到中国石油大学进行
为期一周的教育教学业务学习培
训，纪委书记李建国带领36名干部
教师到上海复旦大学进行一周的素

质能力提升学习培训，极大地开阔
了思路、拓宽了视野、提升了境界、
增长了能力。

各教学系部的广大教职工也放
假不休假，各自安排了紧张有序的
工作。基础部组织了教学常规检
查，两次召开学生填报志愿说明会，
完成了8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及
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机械工程系
组织教师对钳工区、焊接车间的实
训设备进行搬迁，组织大赛师生参
加为期10天的专业培训，完成三个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信息工程
系顺利完成钳工实训室及耗材、工
具搬迁工作，组织专业教师到香驰
控股、山东宏创等企业顶岗实训。
经贸系组建学前教育专业3+2专科
班学生预报名、面试工作，对参加技
能大赛的26 名学生进行为期20 天
的辅导。化工系完成化工单元操作
实训设备招投标工作，召开2018版化
学工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
准推进会。招生就业处、计财处为了
学院招生工作没有休息过一天。学
工处组织52名师生到惠民县参加“三
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在学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广
大教职工在这50多天的时间里，在
二次创业的征程上扎实奋进，步履
坚实。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新学
期学院的功能更加完善，文化更加
浓厚，环境更加靓丽，生活更加舒
适。

滨州市技师学院建设完成
十项校园重点工程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报道）9 月 12 日，我市举行省
派第四批县区科技副职报到见面
会。市委副书记张凯出席见面会并
致辞，副市长潘青主持会议。

据悉，2015年科技副职工作开
展以来，省委组织部先后从省内外高
校、科研院所和重要骨干企业分三批
选派 18 名专家人才到我市县区挂
职。今年第四批，选派到我市的高层
次人才增至16名，选派数量由每个县
区1名增至2名，分别到我市的7个县
区和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挂职。

见面会上，张凯介绍了滨州市
的有关情况，指出，一直以来，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始终坚
持创新发展，人才优先发展。目前，
正在对现有人才政策进行优化升
级，将综合采用经济补助、政治待
遇、社会荣誉、精准服务等多方面措
施，为广大人才到滨州创新创业提
供有力支撑。

张凯希望，到我市挂职的科技
副职能够真正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积极融入好、沟通好、争取好、协

作好、实践好，为推动滨州科学发
展、创新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希望
各派出单位通过这次选派挂职干
部，与滨州建起更加紧密的桥梁和
纽带，进一步增进彼此的友谊和合
作，在人才、技术、信息、项目等方面
多支持科技副职工作，多支持滨州
的发展，多为滨州发展提出宝贵的
意见建议。同时，要求市委组织部
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联合市科
技局，与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各
派出单位和挂职干部保持密切联
系，保证上下信息畅通、横向信息共
享。各县区要根据挂职干部的工作
经历和专业特长，合理安排分工，搞
好与第三批科技副职的工作衔接，
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要充
分信任、放手使用，多交任务、多提
要求、多压担子，为他们创造更多的
有职、有权、有作为的空间，使他们
得到全面锻炼。

会上，科技副职派出单位领导
代表和挂职干部代表分别作了讲话
和发言，介绍了有关情况，谈了各自
的想法和打算。

我市举行省派第四批
县区科技副职报到见面会

16名来自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重要骨
干企业的高层次人才将分赴各县区挂职

新华社信息济南讯 实现“生态脆
弱区”向“高效生态区”的转变要多
久？滨州坚持了十年。十年来，这个
土地贫瘠、基础薄弱、禀赋匮乏的地级
市，以农田水利、植树造林（即“林水会
战”）为突破口，统筹路、林、水、田、渠，
全域构建起以路为纲、林水相依、方田
连片的农业生态体系，农民生活、农业
生产、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升，生态环
境、百姓增收同步改善。增绿近10%，
改善灌溉面积 300 万亩，为近 200 万
人解决饮水问题，让美丽乡村覆盖到
63％的土地……一组组数字见证了滨
州十年磨一剑的“绿色崛起”。

“十年九旱”困滨州 引
水兴绿解民忧

滨州，渤海之滨、黄河之州。黄河
从这里入海，自古多旱涝洪潮蝗灾。
数据显示，这里年均降雨565毫米，蒸
发量却达1821毫米；全市人均占有水
资源310立方米，为全国的14%；盐碱
地一度占总耕地面积的 2/3 以上，旱
不能浇、涝不能排，“十年九旱”。

明朝万历年间《滨州志》有云：“滨
州风景异，四望少人烟。野佃全无舍，
荒城半是田。民贫偏苦雨，地卤更艰
鲜。何必论饥馑，丰年亦可怜。”这种
状况一直延续到十多年前。“晴天白茫
茫，雨天水汪汪。碱地难收粮，丰年泪
两行”，成为很多滨州人的难忘记忆。

如今漫步滨州市区，绿意盎然，水
鸟不时冲向云端，“鲁北水城”名至实
归。可滨州人深知，这份美丽来之不
易。十多年来，滨州人因地制宜，引黄
河水润泽全城，将城区内５条河道、沟

渠与黄河贯通。与此同时，全域实施
“林水会战”，大做“水”和“绿”的文章，
城区修建环水带，改洼地为东、西、南、
北、中“五海”，再辅以 72 湖点缀其
间。目前，滨州仅城区水面就达15平
方公里，蓄水量过亿立方米，位居黄河
流域城市首位。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滨州各市县
“缓建办公楼，解决吃水难”，用有限财
力补齐民生短板，启动沾化毛家洼水
库改造扩容工程，同时按照“农村供水
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标准，“同
源、同水、同价”推进水务改革，一举解
决百姓用水难题。

“那时候条件很苦。全县干部群
众万众一心，扎窝棚、斗天地，半年就
将水库加固修牢，完成了几辈子的心
愿。我们平原水库相机引黄管网集中
供水经验，还成为全省样板。为留住
这份纪念，沾化人将毛家洼水库更名
为‘思源湖’，寓意饮水思源，不忘党
恩。”每每回想起这段历史，滨州市水
利局副局长张树青总是感慨万千。

在这之后，沾化接连建成五个平
原水库，总蓄水能力1.4 亿立方米，也
让“以水兴市、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
理念生根发芽。为让这湾活水滋润贫
瘠的土地，滨州 2008 年提出在农村打
造“粮丰林茂·北国江南”城市品牌，即
围绕高效生态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修水育林，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时任滨州市委书记邓向阳说，“这
是滨州继‘四环五海·生态滨州’后，针
对全市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村投入缺口
大、城乡统筹任务重的又一项品牌工
程，涵盖农村经济、基础、生态、文化、社

会五大方面，是对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谋划”。“林水会
战”由此在滨州大地持续至今。

水魂林韵沟渠通“林水
会战”党旗红

滨州“林水会战”涵盖造林绿化、
水利工程、现代农业和骨干路域综合
治理等多项内容，融绿色生态、水系生
态、农业生态、乡村生态于一体，旨在
以系统工程全面改善全市生态环境和
现代农业生产基础条件。

滨州市委书记张光峰说，用“水”
和“绿”改造一座城市，对其他城市来
说或许并不困难。可对于滨州而言，
想在盐碱滩中持续孕育生命绝非易
事。不惜一切代价改善生态环境，打
赢“林水会战”，成为当时全市干部群
众的一致心愿。

思路既定，着手实施。滨州迅速
组建市、县、乡三级指挥部，主要领导
挂帅，分管领导牵头，统一指挥协
调。同时，邀请专家参与决策，编写
规划意见，并定期召开现场会、观摩
会，强化部署，营造氛围。骨干河道
（水库） 蓄水、危旧桥闸改造、节水
灌溉、水系生态等“十大工程”陆续
推进实施，开源节流，提高用水效
率。规划中的“路-水-林-田‘四网
合一’”“一圈三环、八河九渠、六
区十路”空间布局，逐步改变着滨州
的生态生活生产环境。

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建设上，
滨州通过沟、渠、路、林、桥、涵、闸全配
套，彻底解决农业基础性制约因素，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滨州市水利局

局长刘春国说，财力紧张一直是滨州
掣肘，但在“林水会战”问题上，滨州市
委从未彷徨，坚定“生态投入”决策，
自 2008 年起投入以奖代补资金，并逐
年提高。县区、乡镇同步配套，确保工
作有序推进。

针对以往造林成活率不高、无钱
造林、无人管林等问题，滨州探索实行
了“政府租赁土地、公司化造林、专业
队伍管护”机制。首先，由政府与集体
或农户签订租赁合同，取得土地使用
权。然后，成立专业护林队，按 30 年-
50 年租赁期进行管护，同步推行苗木
立体种植、养殖开发，这样既能有效缓
解资金压力，也大大提高了造林成活
率。2013 年至今，滨州造林成活率始
终保持在 95%以上。

经过十年耕耘，如今滨州“以路为
骨、以水为魂、以林为韵、林水相宜”的
农村基础建设框架已然成型。到今年
初，滨州累计投入200多亿元，完成各
类水利工程6517项，新增和恢复蓄水
能力 3.17 亿立方米；完成合格造林
156.2万亩，新建农田林网219万亩，建
设绿色通道2476公里，全市林木覆盖
率增长9.2%，达26%。

会战中，在滨州各级党组织的带
领下，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被充
分激发。阳信县农民张磊自主研发出

“田间自来水”系统，通过地下管道把
水源与农地相连，在泵站设置自动计
费系统，两天便能将全村 650 亩地轮
浇一遍，节时节水效果明显。目前，这
项技术已在全市 247 万亩农田推广，
占滨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 48%，每
年节水2.9亿立方米。（下转第二版）

“苦海沿边”的绿色崛起
——滨州“林水会战”十年观察

编者按：“实现‘生态脆弱区’向‘高效生态区’的转变要多久？滨州坚持了十年。”近日，第25期新华社山东要情动态刊发
了题为《“苦海沿边”的绿色崛起——滨州“林水会战”十年观察》的文章。文章详细报道了滨州十年“林水会战”，探索绿色
可持续发展道路，赢得粮丰林茂的实践。本报今日转发此文，以飨读者。

滨州日报/滨州网高新区讯（通讯
员 张春峰 高勇 路峰 报道）今年以
来，滨州高新区以扎实开展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为突破口，进一步改善城乡
居民生活环境，提高群众满意度，切实
提升了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水平。

滨州高新区下辖小营、青田两个
街道办事处、154个村居，铁路总里程
7.5 公里，全区保洁面积 338 万平方
米，其中，城市道路保洁面积256万平
方米、村居保洁面积82万平方米。该
区现有生活垃圾中转站 1 座，环卫保
洁员431名，垃圾清运车9辆，660升垃
圾桶589个，240升垃圾桶1480个，120
升餐厨垃圾桶300个，机械化率50%，
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初步
形成了“环卫保洁全区覆盖、垃圾清运
全区集中、垃圾处理全区统一”的环卫

工作格局。
为进一步抓好环卫基础设施建

设，该区组织人员对各村垃圾收集设
施的使用情况和破损情况进行统计。
坚持方便运输的原则，帮助村里统筹
科学选择合适位置摆放垃圾箱，对各
村破损的垃圾收集设施进行新增和更
换，并明确管理责任制，一旦损坏由辖
区办事处和托管公司负责维修、补充。

今年投入资金购进环卫工作服
200余套、环卫电动三轮保洁车6辆。
小营办事处新增660升垃圾桶110个，
240升垃圾桶10个。青田办事处新增
240升垃圾桶140个。截至目前，专职
保洁员配备率、环卫设施配备率均达
到100%。

该区把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市场
化托管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来

抓，自2016年开始逐步实行市场化托
管。目前全区垃圾清运、道路保洁已
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扎实开展工作，
小营、青田两街道办事处村居环卫保
洁市场也于今年上半年实行了市场化
托管运行。

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美丽乡
村建设，通过开展“公民道德素质提升
工程”、“卫生和文明常识普及行动”等
活动，该区印发《致高新区广大村（居）
民朋友的一封信》3万余份，并通过微
信公众号、宣传车、媒体宣传墙等不断
提高广大群众参与环卫一体化工作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该区在
2018年上半年省民意调活动中以9.5
的高分，位列全省31个开发区第8位，
在全市10个县区中排名第一。

按照全区贫困人口一年脱贫的目

标要求，经过与两个街道办事处积极
对接，进村入户逐一调查核实，确定
51 位贫困人员纳入高新区保洁员队
伍。经与扶贫办对接，全省村镇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扶贫系统中查询得知，
上述 51 位贫困人员已全部一次性脱
贫。

高新区还开展了村居、路域环境卫
生集中整治活动，先后动用机械260台
次，上人工 4700 人次，清理沿线垃圾
死角600余处，清理主要路段13条，清
理垃圾 2000 余立方米。通过开展环
境集中清理整治活动，让广大群众看
到变化、见到实效，提高了群众满意
度。

环卫保洁全覆盖 垃圾清运全集中 垃圾处理全统一

高新区环卫一体化扮靓城乡容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董
锋磊 杨孟子 张婧雨 报道）9月12
日上午，滨州市诗词学会网入驻
滨州网上线仪式在市工人文化宫
成功举行——滨州市诗词学会网
正式开通运行，这在全省是第一家。

滨州市诗词学会成立于1988
年，在迎来30岁生日之际，滨州市
诗词学会与滨州网相遇并牵手。

“互联网+诗词”的时代背景下，滨
州网携手滨州市诗词学会建设了
滨州市诗词学会网。这个平台，
将让滨州市诗词学会会员实现

“创作即发表”，并实现更大范围
的诗人与诗人之间、诗人与普通
读者间的诗词交流；让写诗、爱

诗、品诗的网友在滨州诗词学会
网相遇，在切磋中进步。滨州市
诗词学会网包含了新闻资讯、活
动通知、诗书课堂、诗人作品、诗
教创新、学术论文等十几个频道
内容，实现了电脑端和手机端的
一键发布和内容融通。

上线仪式现场，滨州市诗词
学会的会员们伴着《高山流水》的
美妙乐音朗诵了他们为入驻滨州
网新创作的作品，现场演绎出传
统文化与互联网技术的完美融
合。“以后我们的会员分享创作成
果就更方便快捷了，诗词学会网
入驻主流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将更加努力创作立足时代背景的

诗词作品，让诗词飞入寻常百姓
家。”滨州市诗词学会会长马明德
表达对滨州市诗词学会网的期
待。

滨州市诗词学会网入驻滨州网
该网站成全省首家开通运行的诗词学会网站

扫码回看滨州市诗词学会
网入驻滨州网上线仪式直播

滨州日报 / 滨州网滨州讯（通讯
员 程亮 报道）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
生保障体系，滨州市自 2018 年 6 月 30
日在全市范围内正式启动民生自然灾
害 综 合 保 险 ，市 县 财 政 累 计 投 入
1046.86 万元，按照“每人 2 元、每户 2
元”的标准为全市户籍居民购买商业保
险，承担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伤害造成的
居民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理赔，以减
轻灾害事故的损失。老百姓自己没掏
腰包,但一旦“摊上事”,照样能得到相应
的救助补偿。

6 月份以来，全市约发生 20 余起
人员溺亡事件，特别是造成了多名青
少年死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为抚
慰受害家庭，民生灾害综合保险及时

启动，为遇难者家庭支付救助补偿
金，给他们带去了政府和社会的救助
关爱。

进入 8 月以后，我市先后遭受台
风“摩羯”和“温比亚”袭击，造成
多个县区房屋损坏。灾害发生后，我
市迅速启动保险保障机制，安排保险理
赔中心介入，限期理赔到位。据统计，台
风“摩羯”赔付 646 户居民，共 119.8 万
元；台风“温比亚”首批赔付居民 1033
户，共166.5万元，为受灾群众修缮重建
房屋提供了有力帮助，对稳定灾区社会
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截止到8月底，全市已支付救助补
偿金409.07万元，另有约290万元待完善
手续、核对信息后陆续发放到位。

财政“掏腰包”百姓“摊事”得补偿
我市民生灾害救助综合保险初显成效

责任编辑 王辉 程海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山东省实施<人民防
空法>办法》和《滨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变更防空警报试鸣日
的通知》（滨政办信函【2008】35
号）的规定和要求，定于2018年9
月18 日上午10 时至10 时15 分，
在滨州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试
鸣。滨州广播电台调频93.1兆赫
同步播放防空警报试鸣信号。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警报试鸣范围：在全市已

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
同步试鸣。

二、警报信号与起止时间：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

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鸣放时间
为3分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
复十五遍为一个周期，鸣放时间
为3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
灾情警报：鸣15秒，停10秒，

鸣5秒，停10秒，反复三遍为一个
周期，鸣放时间为2分钟。

各警报信号中间停顿一分
钟。四种警报信号于北京时间
2018年9月18日10时0分开始，
至10时15分结束。

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市
生产、生活秩序不变，各项社会活
动照常进行。

四、警报试鸣的具体工作，由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组织实施。

咨询电话：市人民防空办公
室：3168939。

滨州市人民防空警报
试鸣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