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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民生部门和乡村人

才振兴工作专项组牵头单位，岱岳

区人社局紧紧立足部门职能，突出

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乡

村人才支撑、农民工权益保障等工

作重点，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突出就业服务增收入。充分

运用纸媒、网络、微信公众平台

等各种媒介和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活动，大力宣传岱岳区的就业创

业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的就业创

业氛围。充分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依托社区、村级“人社(公

共就业)服务平台”登记的求职信

息，今年以来组织开展“春风行

动”等各类招聘会12场，提供就

业岗位5000余个，登记求职人员

3000余人，发放宣传材料10000余

份。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新

增创业担保贷款37笔，发放金额

2110万元。大力开展创业示范平

台建设，目前已创建“省级创业

型街道”1处、“市级创业示范园

区”2处、“区级创业示范平台”

7处，共获奖补资金380万元。

突出社会保障解民忧。岱岳

区人社局积极推进全民参保计

划，着力实现社会保险由制度全

覆盖向“人群全覆盖”转变，目

前，全区各险种参保达124万余人

次。继续在社保征缴、基金监

管、服务能力提升等关键环节持

续发力，持续完善社保制度，提

升保障能力。一季度，该区各项

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5 . 94亿元，

其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4884万

元。规范提升镇街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所、村级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服务站服务能力，积极推进

“一次办好”改革，主动向各镇

(街道)下放16项社会保险业务，城

乡居民养老及城镇灵活就业人员

各项社会保险的缴费、养老保险

待遇申领、资格认证实现在村居

或镇街直接完成。

突出人才支撑激活力。作为

岱岳区乡村人才振兴专班的牵头

推进单位之一，岱岳区人社局牵

头编制了《泰安市岱岳区推动乡

村人才振兴工作方案》，确定了该

区乡村人才振兴工作的总体目标

和重点任务；精准落实制定的

“2019年全区乡村人才振兴38项任

务”，做大“育才兴乡工程”，做活

“引才兴乡工程”，做优“聚才

兴乡工程”，助力乡村振兴、服

务全区发展。目前岱岳区已举办

林业培训班25期，培训林农1045人

次；开展畜牧科技人员基层技术指

导15次，指导培训人数80人次；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100人。

突出脱贫攻坚兜底线。岱岳

区人社局紧紧围绕“应培尽培、

应转尽转、应保尽保”的任务要

求，积极落实各项帮扶措施。组

织开展多形式的“送岗进村”、

“送岗入户”结对帮扶活动，帮

扶困难群众300余人次。对劳动年

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并有培训意

愿的农村贫困人口实行免费培训

项目清单制度，统筹开展就业技

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提高就业能

力。强化社会保险托底帮扶，全

面落实贫困人口社会保险扶持政

策，自2017年12月27日起对建档

立卡未标注脱贫的贫困人口、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

按照居民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标

准，即每人每年100元，由政府为

其代缴居民养老保险，并在提高

最低缴费档次时，对其保留最低

缴费档次。截至目前，岱岳区人

社局落实低保、特困人员代缴

1 3 4 7人，代缴居民养老保险费

13 . 47万元；落实建档立卡未标注

脱贫的贫困人口代缴488人，代缴

居民养老保险费4 . 88万元；落实

重残代缴3052人，代缴居民养老

保险费30 . 52万元。

突出权益保障维权益。岱岳

区人社局持续规范劳动合同管

理，大力推进劳动合同备案和劳

动用工备案制度，全年规模以上

企业集体合同签订率96%，大力

加强区、镇(街道)、行政村(社区)

三级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劳动监

察“两网化”建设覆盖率100%。

持续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

度，深入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等

专项检查活动，大力提升劳动保

障监察效能。一季度共受理投诉

案件92件，全部按时处结，其中

立案处理7件(69 . 9万元)，非立案

处理85件，结案率100%，为职工

补发工资130 . 9万元。大力提升仲

裁调解能力，一季度仲裁院共受

理劳动争议案件24件，庭审裁决

13件、立案调解8件、待结案件3

件，接待群众咨询50余人次，按

期结案率100%，调解率61 . 5%，案

件100%录入办案系统。(王淑东)

日前，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发布关于实行企业登记身份管理实名

验证的公告，定于今年5月1日起全面

实行企业登记身份管理实名验证。

公告显示，为贯彻落实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山东省市场监管

局关于实行企业登记身份信息管

理的工作要求，切实保护广大企

业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有效

遏制冒用他人身份证信息办理注

册登记违法行为，泰安市定于

2019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企业登

记身份管理实名验证。

实行企业登记身份管理实名

验证后，申请人在申请办理公

司、非公司企业法人、个人独资

企业、合伙企业、营业单位及分

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的设立登记

前，需先行对下列人员验证身份

信息，实名验证通过后方可办理

相关登记注册业务。

企业自然人股东(发起人、投

资人、合伙人)、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董事、监事、经理、个体经营

者、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委托

代理人等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投资

者和外国投资者暂不纳入上述身

份管理验证对象范围。

公告指出，相关自然人进行

实名验证，需登录山东省政务服

务网(http://zwfw.sd.gov.cn)或山东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 (h t tp ://

amr.shandong.gov.cn)企业开办/注

销“一窗通”服务平台，在登记

注册APP下载栏目，下载“登记

注册身份验证APP”(针对线下窗

口提交方式)或“无纸全程电子化

登记认证签名APP”(针对无纸全

程电子化方式)进行身份验证。为

进一步降低被冒用身份的风险，

申请人应根据实际需要，在APP

上科学设定“办理有效期”。在

办理完成登记业务后，及时在

APP上关闭“参与登记注册”选

项，防范个人身份信息被冒用骗

取登记注册。

此外，因技术问题或者其他

原因造成的个人身份无法通过系

统验证的，相关自然人应本人携

带有效身份证件到登记窗口，由

窗口业务人员通过现场人工验证

并记录业务台账等方式完成实名

验证。 (吴晓东)

“五一”小长假期间，天清

气爽，气候宜人，在泰安市东平

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有关部门的积极协作、密切配合

下，东平县各景区迎来了今年以

来又一个旅游高峰，东平旅游展

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旺盛的发

展活力。同时，未发生一起安全

事故，实现了“安全、有序、质

量、效益”四统一的目标要求。

数据显示，1至4日东平县共

接待游客18 . 7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6546万元，同比增幅分

别为 9 . 4 %和 1 0%。以水浒影视

城、白佛山景区为龙头，腊山、

六工山、戴村坝等景区及南堂

子、浮粮店、史楼村等乡村旅游

点、各旅游码头、饭店，到处人

头攒动、车水马龙。其中，水浒

影视城、腊山国家森林公园门票

收入增长率均达100%以上。

从小长假4天的情况看，第一

天以济南、泰安等周边县市区自

驾游为主；第二天、第三天以

旅 行 社 团 队 和 远 程 自 驾 游 为

主，旅游人数达到最高峰；第

四天受阴雨天气及游客返程影

响，人数略有下降，仍以周边县

市区为主。

节庆活动精彩丰富。假日期

间，以水浒影视城、白佛山、戴

村坝、腊山国家森林公园等传统

景区、景点为龙头，辐射带动周

边乡村旅游异军突起，呈现多点

开花、全域发展的特点。水浒影

视城第六届功夫文化节”，在原

有水浒演艺、天桥绝活、传统曲

艺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梦幻飞

轮、少林功夫、吴桥杂技等内

容，集杂技、绝活、功夫、竞

技、娱乐、美食等内容于一体，

让游客在游览东平美景的同时体

验博大精深的中华功夫文化。白

佛山景区首届网红风车艺术节精

彩上演，花海与音符情景交融，

缔造赏游时光。世界遗产戴村

坝、山东省地质公园黄石悬崖、

水浒三国贯中园等研学基地，让

孩子们在游山玩水的同时增长知

识、寓教于乐。

乡村旅游人气火爆。昆仑山

景区特色小吃菱角窝头、糟鱼、

州城北门烧饼、麻鸭蛋、松花

蛋、香鸭等特色美食琳琅满目，

款待八方来客，尽呈东平鲜活美

味，让游客流连忘返。浮粮店崖

居部落20余套石材民居，一步一

景，山与水相互映照，吸引大量

摄影爱好者。108水上农庄滑步车

比赛、蹦蹦云、马术表演、儿童

版ATV、成人UTV(全地形车)、

透明独木舟等特色新颖的互动娱

乐项目，在暮春时节带来一场与

大自然的深度拥抱，体现新业态

的蓬勃生机。以史楼村、司里山

村、西沟流村等为代表的乡村旅

游点人气爆棚，“吃农家饭、住

农家院、观农家景、享农家乐”

渐成旅游新时尚。

旅游环境不断优化。假日期

间，旅游假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均根据各自职责和分工，坚守岗

位、履职尽责，密切配合、通力

合作，坚持二十四小时值班和领

导带班制度，加强假日旅游安全

监管，持续净化旅游市场环境，

确保旅游市场合规有序。景区及

周边旅游市场秩序井然，流泽大

桥、王台浮桥、水浒影视城周边

和220国道等关键路段交通疏导到

位，各景区周边停车拦客和乱收

费现象治理效果明显。东平湖综

合治理指挥部牵头抓总、统筹调

度效果显著，东、西两个战区、

沿湖各乡镇(街道)和县直有关部

门通力配合，持续加大对东平湖

水上、沿岸的巡视、检查力度，

有效遏制了私自拉客、载客现

象。东平县委宣传部、东平县文

化和旅游局等部门抽调人员，组

成督导组，景区及环卫部门加班

加点，增加保洁频次，打造了优

美旅游环境。

(李虎)

新泰连片打造乡村振兴综合示范区
脱贫两年的刘家庄近日又捷报

频传：新建村委要竣工，百亩林果

要丰收。看着山村面貌一天一个

样，村党支书刘西方喜不自胜。

刘家庄曾是新泰市羊流镇有名

的贫困村，村民靠山种地，一年挣

不了几个钱，集体更是没有来钱

项。“那时候到镇里开会，村里连

个车票钱都出不起。”刘西方回忆

道，不过现在，他有了底气。

去年以来，当地大力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连片打造乡村振兴综合

示范区，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增美的良好效果，真正让

农民挺直了腰杆。

产业旺

龙头集聚园区建起大农业

3月26日，记者沿着羊流镇西

北方向的丘陵地一路走来，藜麦、

茶园、百合种植园映入眼帘，这里

是新泰惠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泰山

百合园的所在地。

6年，16个村，流转26000亩土

地，上千人家门口就业。新泰惠美

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将曾经没水、没

电、没路的荒芜之地开发成一个集

百合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田园

综合体，实现年销售收入近亿元。

近年来，羊流镇先后发展百合

园、猕猴桃园、榛子园、鸵鸟园等

千亩农业示范园，打造集循环农

业、创意农业、旅游农事体验为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自西向东形成一

条农业产业观光带。

“‘一产’变‘六产’，这要

搁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泰安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秀新告诉记者，

“正是社会工商资本的介入，带来

了新泰农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吸引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当

地一方面设立了1亿元的乡村振兴

产业引导基金，组建新泰市富美乡

村振兴发展集团，采取财政出资、

银行融资、企业投资联合的方式，

集中资金打造乡村振兴重点项目。

另一方面制定出台含金量高的

“人才十条”，设立1亿元招才引

智基金、2000万元人才工作专项资

金，落实资金、服务、社保等综合

性支持措施，为乡村振兴吸纳高端

人才。

截至目前，新泰市已累计引进

工商资本87亿元，发展规模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212家，2018年长兴、惠

美2家企业被评为省级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21家企业被评为泰

安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农业龙头的落地推动了农业产

业园区的发展。短短几年，在石

莱，拥有了全国最大的有机茶

园——— 泰茶“良心谷”；在翟镇，

建起了全国首个采煤沉陷区农光互

补光伏示范基地；在谷里，一座栽

植10万余株樱桃的高效农业科技示

范园拔地而起……

如今，新泰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已达124家，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2019家、家庭农场2010家，累计

共流转耕地56 . 34万亩、占全市耕

地面积的58 . 57%，带动23 . 5万农户

增收致富。

生态美

臭水河上建起生态鱼塘

“畜禽粪便直接通过皮带运

输，经过管道进入阳光房，阳光房

发酵以后作有机肥，接着进入园区

的庄稼地，实现畜禽粪便的循环利

用。”说起生态智能笼养模式，新

泰天信农牧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光洲

如数家珍。

与传统养殖不同，生态智能笼

养模式采取四层笼养模式，同等养

殖面积下，养殖量是前者的5倍，

且棚内加料、饮水、控温都是全自

动，不仅节省劳力，还能增加养殖

出栏量，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畜禽

粪便的循环利用。

当时，恰逢2017年环保风暴刚

刚结束，新泰有4000多户不合规、

污染重的散养户被拆，未来养殖业

亟需寻找出路。正是看到了生态智

能笼养模式的优势，新泰市委书记

刘钦海决心要在全市推广。

“书记上午听汇报，下午看现

场。8月18日开始规划适养区，8月

20日拿出规划方案，8月22日就在

我们生态养殖园召开了现场会。”

至今，刘光洲回忆起新泰市委、市

政府的办事效率仍称赞有加：“我

们计划建200个棚，分批承包给农

户，结果8月31日一天就有246个散

户来报名，后来报名人数越来越

多，工作人员都统计不过来。”

目前，新泰市共划定173块适

养地块，约2 . 3万亩，专门用于畜

牧业养殖用地。建成5个粪污集中

处理中心，实现畜禽粪便处理利用

率94%。

近年来，当地以生态振兴为抓

手，聚焦农村“七改”和村庄清

洁，注重点线面结合，沿线布点、

连线成带、成片发展，突出抓好覆

盖羊流镇、泉沟镇等12个乡镇、

212个村的区域示范片建设，提升

区域景观整体效应。

2018年，新泰市级财政拿出财

政收入的12 . 38%，约76722 . 23万

元，投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成效明显。

“去年，光花白鲢就逮了8万

斤。”提起村头新建的鱼塘，西张

庄镇西白沙村党支部书记范焕银笑

开了花。他说，这儿南邻柴汶河，

原本是一条臭水河，河两岸垃圾遍

地，臭气熏天，“别说养鱼，就是

浇地都不敢用。”

2015年，西白沙村抢抓新泰市

打造“柴汶河乡村振兴示范带”的

重大机遇，联合当地一家水产养殖

公司，投资120万元，将其改造成

了一片生态鱼塘。

“现在鱼塘的水全部取自柴汶

河，水质达到二类，每天钓鱼的人

络绎不绝。”范焕银说。

今年，他们计划再投资200万

元，将鱼塘改扩建为集休闲、观

光、垂钓、采摘为一体的湿地公

园，届时每年预计为村集体增收48

万元以上。

村里有了钱，老百姓得实惠。

西白沙村现有文体广场3处、老年

活动中心1个、省级规范化幼儿园1

所。村里60岁以上老人可免费在活

动中心娱乐，7岁以下幼童足不出

户就能接受最好的教育，西白沙村

成了泰安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目前，新泰市美丽乡村总数达

到586个，覆盖率为78 . 1%。

农民富

融入产业链增收脱贫

翟镇前羊村的穆克慧自从住上

楼房，连精气神儿都变了。她“拜

师学艺”练成太极拳，每天带领二

三十个姐妹，聚在村头的广场上锻

炼。这要是搁在5年前，她甭说没

时间，就连找个平整的空地都难。

前羊村原本是个压煤村，受地

下采煤影响，屋漏墙裂是常有的

事。“有时斑裂严重了，就在房屋

中间，用根柱子顶着梁。”穆克慧

说，她最怕下雨天，有一次半夜三

更下起大雨，她生怕屋顶坍塌，硬

生生抱着孩子躲到南边的平房睡了

一宿。

穆克慧就这样担惊受怕地一天

天熬着，终于在2015年迎来转机。

那一年，新泰农光互补示范基地落

户翟镇，5000多个光伏大棚建成，

三大农光互补示范片区逐渐成型，

翟镇正式从采煤加工产业转向光伏

农业的绿色发展轨道。

产业支撑促进了当地压煤村搬

迁工作的开展。翟镇党委、政府科

学规划、另选新址，帮村民盖起了

金岭湖和龙泉两大社区。目前，44

个压煤村中，已有6个完成整体搬

迁，前羊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

家是全村第一户搬进金岭湖社区

的。”穆克慧高兴地说，“我一住

进这新房，那颗悬着的心‘咯噔’

一下就落了地。”

住上楼房以后如何生活？种大

棚，没技术；去打工，年龄太大。

穆克慧思来想去，为今后的生计犯

了愁。2018年，新泰实施农村“百

村千名带头人”培育工程，列支

500万元创业指导基金，在农民培

训中心开设专班，大力培养农村实

战人才，穆克慧报了名。正是这次

培训，让穆克慧对农业有了新认

识，她承包了两个西红柿大棚，搞

起了无土栽培。今年头一茬，1个

大棚的西红柿就卖了3万多元。穆

克慧也因为自己的敢想敢干，被评

为新泰“最美农民”。

刘钦海评价道：“农民是产业

的受益人，只有让农民融入产业链

条中才能实现增收脱贫。”

去年，新泰集中使用2000万元

各级产业扶贫资金，依托天信农牧

建设40个生态立体笼养棚舍，按照

所有权到村、经营权到企、收益权

到户、监督权到镇的“四到位”要

求，已累计为20个乡镇24个村的贫

困户4452户、7240人分红160万元。

截至目前，新泰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已全部稳定脱贫，87个省

市级贫困村全部退出。2018年，全

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57

元。 (赵文存 崔仲恺 安金勇)

岱岳区人社局抓重点求实效

助推乡村振兴 泰安全面实行企业登记身份管理实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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