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7日讯（最泰安全媒体
记者 刘小东）盛夏的傍晚，暑气逐渐
消散，东平县梯门镇各大特色农业片
区一片繁忙的耕种景象，春季种植结
束后，经过闷棚、整地等一系列准备工
作，大棚里新一轮的忙碌开始了。

“株距控制在50公分，不需要铺
平，定植完之后把滴灌管道铺设好即
可。一亩地我们可以定植1600株，亩
产可以达到3500公斤。这个品种的
螺丝椒螺旋度好，最大的优点是商品
性高，在市场上特别受欢迎。”果蔬大
棚内，技术员吕燕新一边示范定植方
法一边介绍。

为了适应规模化发展需求，梯门
镇外聘9名技术员精准包保，为所有
种植户提供全流程的技术服务。工人
们将螺丝椒种苗搬进棚内，根据丰富
的定植经验确定株距，10秒即可完成
一株螺丝椒种苗的定植。

在梯门镇苏庄种植基地内，黄瓜
定植已经完成，工人们正在给大棚铺
设防晒网，帮助棚内的黄瓜苗降温。

“为了抢抓种植时令，在秋季上市时获
得好效益，我们在大棚还没覆完膜的

时候就开始定植了，建设、种植两不
误。大棚果蔬抢的就是一个‘早’，镇
上包保的干部提醒我们可以先定植再
覆膜，秋季早种3天就能早收1周。”苏

庄村的种植户柴政说。
柴政以前在县城做生意，初春跟

着镇上到种植户棚里看现场、算效益
时，他感受到了特色农业全域发展的

好前景，就报名承包了4个大棚，并第
一个完成了秋季黄瓜种苗的定植。包
保干部陈美玲和张灿震从大棚建设初
期就盯靠在现场，确保新手种植户快
速上手。春季特色农业的大丰收，不
仅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特色农业全域
发展中，而且让更多种植户增添了种
植经验和经营信心。

在沟流特色农业片区种植大户井
立斌的大棚内，工人们正在农技站站
长万国的指导下定植种苗。“春天的玉
菇甜瓜从4月底开始收获，收了3茬，
卖了80多万元，秋天我选择种植黄皮
尖椒和太空椒，现在正在移栽种苗。”
井立斌笑着说，秋季他又在双塔片区
承包了 13 个大棚，持续扩大种植
规模。

目前，梯门镇石河王村的紫光圆
茄、西李庄村的美人椒、西柿园村的线
椒都已经陆续完成定植，乘着特色农
业全域发展的东风，群众在辛勤劳动
中增收致富，产业在规模化发展中提
升效益。待到秋来硕果挂枝头，梯门
镇特色农业全域发展将迎来另一个大
丰收。

东平县梯门镇

大棚定植忙 栽种新希望

■村民在大棚内定植螺丝椒种苗。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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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今年全市文化旅游发展
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串珠成链、山城联
动、全域融合、转型升级”16 字方针。
围绕实现“串珠成链”这一方面，市文
化和旅游局采取了哪些举措？下一步
有哪些规划？

李洪洲：在文旅产业转型发展、文
旅市场加快复苏的关键时期，市委、市
政府高规格召开2023全市文化旅游
发展大会，吹响了“二次创业、再创辉
煌”的号角。大会提出了“串珠成链、
山城联动、全域融合、转型升级”16字
方针，“串珠成链”排在第一位。5月
份以来，围绕推进“串珠成链”，市文化
和旅游局深入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
行社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逐步整合
优质文旅要素，全力构建以泰山为龙
头，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全域共享的
发展格局。端午节前，我们推出了“发
现不一样的泰安”泰山+惠游套票，设
计8条线路先行先试。截至6月 29
日，10天时间共售出套票2097张，据
初步测算，通过套票售出，泰山景区带
动18家热点景区、旅游区实现游客引
流7265人次，新增约2400个住宿接
待人天数。下一步，我们将以打造“泰
城”旅游大IP为目标，深化线路设计，
逐步推出“N+N”山下景区的组合串
联线路，在做好“泰山游客”导流的同
时，引导“泰安人游泰安”，时机成熟后
逐步将住宿、餐饮、文创商品等服务设
计到优惠组合产品中。

主持人：文旅产业是我市现代服
务业“1141”产业体系的特色名片产
业，今年以来，我们围绕促进文旅产业

发展采取了哪些举措？
李洪洲：今年，我市精品旅游规上

企业增加89家、达到472家，文化创
意规上企业增加14家、达到86家。
一季度，我市文旅产业增速8.5%，较
去年一季度提高4.1个百分点，高于全
省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6位。工作
中，一是抓好企业培育。成立工作专
班，在做好现有规上企业服务的基础
上，对全市2263家规下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企业进行梳理，筛选28家准规
上企业进行重点培育。二是强化政策
扶持。刚刚闭幕的2023全市文化旅
游发展大会，泰安市人民政府出台了

《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政
策》，对景区提质、骨干企业培育、文化
园区发展、特色街区打造等10个方面
进行奖补，市文化和旅游局将充分发
挥奖补资金的引导激励作用，全力推
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项
目建设。为强力推进文旅项目建设，
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重大文旅项目
市领导包保制度，强化组织领导、整合
优质资源、高效统筹推进重点文旅项
目落地。

主持人：优质服务是最好的文旅
产品。今年以来，我们围绕全面提升
旅游服务水平，做了哪些工作？

李洪洲：游客的口碑是文旅发展
的“金字招牌”。为进一步优化旅游环
境，改进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市委、市
政府成立高规格旅游环境优化提升工
作领导小组，围绕泰山景区、交通出
行、公共秩序等7个方面进行优化提
升，每个方面都由分工市领导牵头挂
帅，全面开展旅游环境优化提升集中
行动。市文化和旅游局根据领导小组
的安排部署，梳理涉旅问题4347条，
拉出了问题清单，起草了《全市旅游环
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针对牵头整
改的10个问题，分解任务、压实责任，
整体谋划、分步推进。在联合有关部
门全力开展好文旅市场秩序集中督导
检查行动的同时，在建章立制上下功
夫，全力推进旅游环境优化提升。

主持人：今年以来，围绕打响做靓
“中华泰山 国泰民安”文旅品牌，我们
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李洪洲：旅游业最需要人气，活动
是最好的抓手。今年以来，全市先后
举办各类文旅活动5500余场次。比
如，作为主场举办了2023年“5·19中
国旅游日”山东省分会场活动，承办了
文旅部主办的山东省乡村文化活动年
启动仪式等活动。同时，构建全媒体
宣传矩阵，曝光总量突破2亿次，通过
策划举办节事活动、开拓境内外市场、
做强宣传矩阵，全方位、多维度提升我
市文化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

做优文旅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
我们将认真贯彻2023全市文化旅游
发展大会精神，全力以赴推进泰安文
旅“二次创业、再创辉煌”。

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李洪洲

做优文旅产业
推进泰安文旅“二次创业、再创辉煌”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芮

■李洪洲接受专访。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陈阳 摄

本报7月17日讯（最泰安全媒体
记者 杨文洁）近日，我市制定《2023
年度泰安市重点困境儿童“意达圆梦
助学成长”项目实施方案》，对符合条
件的资助对象暂定资助标准为每人每
学年5000元。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本项目
资助对象范围是已被认定为泰安市
重点困境儿童身份、年满18周岁后
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普通全日制
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
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中专、大专、
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重点困境

儿童是指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
方经济困难无法履行抚养义务的儿
童；或是经诊断身体重残、患重病或
者罕见病需要长期治疗的贫困家庭
的儿童。

此项目所需资金由泰安市意达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设立的“泰安市慈善
总会意达建设慈善基金”全额资助，冠
名为“意达圆梦 助学成长”重点困境
儿童助学项目，资助标准暂定每人每
学年5000元。

助学金通过社会化发放方式，按
季度发放到受助对象本人的银行账

户；集中养育，通过将资金统一划转到
儿童福利机构或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账户后，再按季度发放到受助对象
本人的银行账户。助学金的发放从受
助对象入学当月起至其毕业当月底
止。入学时已经年满18周岁的受助
对象，补助资金从其入学当月开始发
放；入学时未满18周岁的，补助资金
从其入学后年满18周岁的次月开始
发放。

按照规定，申请人携身份证、录取
通知书原件或在校证明向户籍所在地
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

请，填写《泰安市重点困境儿童“意达
圆梦 助学成长”项目申请书》。重点
困境儿童补助资金申请由户籍所在地
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
重点困境儿童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提出申请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报县级民政部
门。收到申请后，县级民政部门登陆

“山东省儿童福利信息系统”进行身份
核实确认，并通过材料核实、家庭巡
访、数据比对等方式完成重点困境儿
童户籍、学籍、家庭经济状况等信息的
核实确认。

2023年度泰安市重点困境儿童“意达圆梦 助学成长”项目启动

受助对象每人每学年将获5000元资助

本报7月17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孙文志）近日，国家能
源泰安热电有限公司启动“倡导
文明用餐 践行光盘行动”活动，
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主旋
律入脑入心。

就餐时间，该公司组织人员
在职工集中就餐食堂担任光盘
行动监督员，监督就餐者光盘行
动执行情况，在取餐窗口提示就

餐者加强节约意识，根据自身食
量适量取餐。在餐桌前，监督员
提醒就餐者杜绝浪费，积极践行
光盘行动，把剩菜剩饭打包带
走。在碗筷收纳处，监督员对践
行光盘行动的就餐者表示感谢，
对未做到光盘的就餐者，提醒其
注意珍惜粮食，积极践行光盘
行动。

公司节约新风受到职工认
可。一名职工表示，“践行光盘行
动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勤俭节
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积极
响应光盘行动号召，身体力行地
做光盘行动践行者很光荣。”

国家能源泰安热电有限公司

倡导文明用餐 践行光盘行动

■公司职工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通讯员供图

本报7月17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杨文洁）近日，记者从
市医保局了解到，我市医疗机构
现已实现异地住院期间外院检
查、药品费用直接结算。在进一
步方便参保群众就医购药的同
时，减轻了医疗机构工作负担。

近日，济南市的吴先生在泰
安市肿瘤防治院住院期间，因病
情需要使用利珠单抗注射液，医
院未配备该药品，需要病人到院
外定点零售药店自行购买。吴先
生一开始以为自己需要全额垫付
药费后再回济南申请报销。正为
此事发愁时，医院医保办工作人
员给他带来了好消息：现在泰安
已经实现异地住院期间外院检查
治疗、外购药品费用纳入本次住
院费用直接结算，简而言之就是，
吴先生院外购买的药品可以在本
次就医医院直接报销。7月4日，
吴先生出院结算时购买利珠单抗
注射液花费的4806元合并其他
住院费用直接实现了联网报销。

记者从市医保局了解到，按

照国家和省医保局异地就医工作
部署，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异地就
医，满足其用药需求，根据省局下
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
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
的通知》（鲁医保发〔2022〕26号）
的文件要求，我市医疗机构已经
实现了异地住院期间外院检查治
疗或定点药店购药相关费用纳入
本次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功能。

在满足参保群众用药需求的
基础上，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积
极对接医疗机构，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方法，力
求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不断提升患者的经办体验感。泰
安市肿瘤防治院于7月4日使用
新的结算方式成功结算了第一笔
异地住院期间外购药品费用纳入
本次住院直接结算，使参保群众
就医购药更便捷，同时减轻了医
疗机构工作负担。

接下来，我市医保部门会将
更多便民、利民、惠民的异地就医
政策落地落实落细。

我市实现异地住院期间外院检查、药品费用直接结算

参保群众就医购药更便捷

本报7月17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张汶宁）“民以食为
天”“百善孝为先”，两者结合落到
实处，就是解决老年人“一餐热
饭”难题。13日上午，记者来到
泰山区财源街道后七里社区老年
幸福食堂，大厨张峰正忙着为老
年人烹制午餐。

灶台前，张峰把满满一盆冬
瓜倒进烧热的大锅，“滋滋啦啦”
的声音里仿佛透着香味。稍一加
热，张峰又把提前切好的肉块以
及豆腐倒进锅中，一边翻转一边
说：“为老年人制作餐食，强调营

养均衡、少油少盐，菜也得做得烂
糊一点，这样更好消化。我们准
备了两菜一汤，还有主食，都是用
新鲜食材做的，荤素搭配，让老人
们吃得香、吃得健康。”

随着张峰的一声“饭好了”，
工作人员、志愿者热情忙碌着将
饭菜分装成盒，送到老人们面
前。“近年来，大家的生活芝麻开
花节节高，日子过得比蜜还甜。”
后七里社区居民李女士端着热气
腾腾的饭菜，脸上挂满了笑容。

“未来，社区会联合更多社会
爱心企业、团体、个人参与进来，
让老年幸福食堂的服务形式更加
多样，让社区的老人们享受到更
多实惠。”后七里社区工作人员刘
健说。

一餐热饭暖人心
幸福生活比蜜甜

■志愿者为老年人分装饭菜。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汶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