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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杨文洁） 近日，泰安市医疗保障局
和国家税务总局泰安市税务局发
布 《关于延长 2022 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期的通知》。根
据要求，2022 年度我市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期延长至 2022 年 2 月

28日。
据了解，由于疫情防控和国家

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上线停机等，为
做好政策衔接，切实保障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需求，我市对全市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将
2022 年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期

延长至2022年2月28日。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延

长期内正常续缴2022年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费用的，自缴费之日起享受
待遇。

此外，延长缴费期间，原有缴
费档次、方式和渠道不变。

2022年度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期延长至2月28日

原缴费档次、方式和渠道不变

14 日天气寒冷，大拱棚内外温
差不大。在棚里不一会儿，人就想
缩起来。

“ 对 于 农 业 技 术 研 究 人 员 来
说，这样的状态并不罕见。”焦娟
说，“农业技术只有在田地里才能生
根发芽，这么多年来，我们一代代
农科院工作者都是把更多时间花在
了田间地头，花在了和种植户一起
下地的实践中。”

以蘑菇种植废弃的菌棒循环利
用为例，早前很多人都曾在公路
上、道路两侧见过被随意丢弃的菌
棒 ， 它 们 或 被 来 往 车 辆 碾 压 散
碎，或层层垒在田边，不仅带来了
环境污染，更是造成了极大的浪
费。“菌渣经处理后应用于无土栽
培，不仅能够防治土传病害，而且
可实现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焦
娟说。

“我们的研究始终面向生产一
线，面向人民群众。”王庆武说，他
们要把这些新品种、新技术应用到
生产中去，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
益，有效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今
后，他和同事还将继续抓好产学研
的衔接，推进科技创新，突出品牌
打造，选育一批突破性食用菌新品
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

王庆武 （左） 查看已经采摘的
平菇情况。

本报讯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李皓若）“没想到意外来得猝不及
防，多亏之前投保了 5 份 50 元的
银龄安康保险，如今这些保险金帮
了我的大忙。”58岁的房村镇村民
侯先生激动地说。

侯先生因意外导致身体高度残
疾，并长期在院治疗，这给本就经
济不宽裕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压
力 。 侯 先 生 曾 投 保 银 龄 安 康 保
险，于是他与中国人寿泰安分公司
当地分支机构联系，经调查出险情
况属实后，侯先生收到了伤残保险
金 和 医 疗 保 险 金 共 计 17 万 余
元，大大减少了因意外造成的经济
负担。

小资金，大保障。让老人受益
的“银龄安康工程”，是我市卫健
委与中国人寿泰安分公司自 2009
年起联合推出的以老年人意外伤害
组合保险为内容的老年人意外伤害
保障惠民工程。

我 市 老 龄 化 形 势 日 趋 严
峻。庞大的老年群体遇到意外伤
害的风险大大高于其他群体。“银
龄安康工程”把老年人意外伤害
保险与现有的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合理衔接，弥补了原来老年人
保 障 政 策 上 意 外 伤 害 方 面 的 不
足。以一年为期限，该险种面向
全市 50 岁以上的老年人，具有缴
费 低 、 保 障 高 、 投 保 手 续 简
便、理赔服务迅速等特点，最大
限度惠及广大老年群众。

记者从 1 月 14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银龄安康工程”实施工作部
署 会 上 了 解 到 ， 2021 年 ， 全
市“银龄安康工程”保障 39.46 万
人次，有效减轻了因意外伤害给老
年人及其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切
实发挥出养老保障“安全网”的
作用。

市卫健委三级调研员薛华表
示，实施“银龄安康工程”，是深
入贯彻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的具体体现，也从战略高度上为
打造“养老泰安·养生泰山”服务
品 牌 提 供 了 丰 富 内 涵 和 坚 实 根
底，有利于增强老年人家庭抵抗意
外 伤 害 的 能 力 ， 实 现 积 极 老 龄
化、健康老龄化。

“‘银龄安康工程’发挥金融
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是
商业保险对老年人基本医疗保险的
有益补充。”薛华说，“银龄安康工
程”实施 13 年来，为全市广大老
年人带来了实惠。

据介绍，下一步，全市各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中国人寿各分公
司要把“银龄安康工程”全覆盖作
为 2022 年工作愿景，推动“银龄
安 康 工 程 ” 的 惠 民 效 应 不 断 增
强 ； 通 过 不 断 完 善 工 作 体 制 机
制、强化宣传，大力提升老年人
对“银龄安康工程”的认知、认
同、认可程度，引导、动员、鼓励
社会各界、集体组织和爱心企业向
老年人赠送银龄安康保险，形成政
府 扶 持 引 导 、 社 会 力 量 关 爱 辅
助、个人积极投保的合力推进机
制，为老年人幸福安康提供保障。

“银龄安康工程”
保障老年人幸福

泰安市农科院3位专家节前到生产一线送技术

平菇与“黄玫瑰”奏响乡村致富曲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高杨 文/图

距离春节越来越近，市民的餐
桌上有什么新蔬菜品种可以尝尝鲜
吗？种植业农户在节前的生产情况
怎么样？通过新技术指导生产的效
果如何？……1月14日，为了更好
地指导农业生产，泰安市农业科学
院派出食用菌研究所副所长王庆
武，蔬菜学博士谷端银、焦娟等3
位专家，深入生产一线，把增
收“秘籍”送到了群众手中。

平菇个头小，大棚收益大

9 时 15 分，在徂汶新区徂徕镇
小埠前村，和时利食用菌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刘刚正指导着工人，制作
用于网格化生产的金属丝网。

王庆武所在的食用菌研究所已
经与刘刚合作了超过20年，现在双
方依然保持着联系。

“从育种到技术服务，从栽培技
术建议到精细化管理，再到菌棒循

环利用，我们一直为食用菌种植户
提供全套的‘一条龙’式服务。”王
庆武说。

刘刚说，他现在共有 16 个大拱
棚，其中6个用于正常出菇，6个发
菌，另外 4 个轮作。在泰安市农科
院食用菌研究所诸多专家的帮助
下，刘刚的蘑菇质量和产量越来越
高。“一年生产蘑菇60000斤，按照

均价 2.5 元计算，年产值大概在 15
万元，其中利润在 5 万元左右，较
2020年的利润翻了一番还多。”

从2009年合作社成立，到现在
15 家 会 员 80 多 个 大 拱 棚 生 产 蘑
菇，刘刚一直及时与食用菌研究所
专家共同研究。下一步，他将推进
栽 培 模 式 向 网 格 化 、 立 体 化 改
进，实现管理精细化。

房村镇鑫腾家庭农场，是泰安
市农科院甘薯新品种试验示范基
地。专家们赶到的时候，一座崭新
的冷库正在建设之中。

“去年地瓜丰收，有 5 万多斤没
处放。今年有了新的冷库，又能扩
大种植面积了。”鑫腾家庭农场“场
长”董金平说，“这个冷库建成之
后，农场的储存能力可从以前的
400吨长到800吨。”2021年，他种
了约6.7公顷左右的甘薯，今年要扩
种到 10.7 公顷左右，力争达到 13.3

公顷。
董金平从2019年开始与泰安市

农科院合作，从茄子新组合的试种
到甘薯育种，从小麦品种改良到白
菜新品种试验，双方的合作内容越
来越多，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当天蔬菜学专家谷端银和焦娟
要看的，就是之前农科院为董金平
的农场引进来的白菜新品种“黄玫
瑰”。

谷端银介绍，“黄玫瑰”与一般
的小白菜不同，整株形似玫瑰，具

有耐低温、维 C 含量高、颜色呈金
黄色等特点，其中维 C 含量是一般
小白菜的3倍多，而且气温越低维C
含量越高、颜色越黄。

从甘薯到白菜，董金平并不是
要转行，而是要充分利用蔬菜研究
的新技术，更好地生产，创造出更
大的效益。2 月 15 日前后，董金平
大拱棚里的“黄玫瑰”就要批量上
市了，他不仅等着看销售情况，还
等着有什么更好更合适的品种，农
科院的蔬菜专家能够再推荐给他。

甘薯地里长出“黄玫瑰”

农业技术在田地里才能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