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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小希 通讯员 许延明

“非常感谢帮我办理‘跨国通办’业
务的工作人员，让我这个外国人在异国
他乡感受到了浓浓的人情味！”7月13日，
一位来自越南的外籍友人，称赞东昌府

区韩集镇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当天，这名外籍友人随韩集镇高

垣墙村村民王先生，也就是她的丈夫，
来到该镇便民服务中心医保工作站，
咨询医疗参保业务。

实际上，该医保工作站此前从未

办理过此类业务。不过，这并未耽搁
他们办理业务的进度。在东昌府区医
保局的指导下，工作人员迅速受理、审
核材料，完成了系统内的参保登记工
作。在业务办结后，工作人员耐心指
导王先生在“山东税务社保费缴纳”小

程序中进行实名认证、增加姓名等操
作，帮其理顺医保缴费流程。他们夫
妇二人为“跨国通办”这一便民业务连
连点赞。他们也是该镇最先体验“跨
国通办”业务的群众。

通过“跨国通办”业务完成医疗参保

外籍友人感受水城“人情味”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快上
来！这里太危险了，小心溺水！”7月15
日下午，市位山灌区管理服务中心周店
管理所堤防管理员李军进行日常巡查
时，发现 5 名少年正在渠道内游泳玩
闹，立即把他们喊上来，科普防溺水知
识并把他们劝离。

市位山灌区管理服务中心高度重
视防溺水工作，每到暑期，通过宣传教
育、警示提醒、巡查阻泳、联防联控等

“四防”举措在输沙渠、沉沙池区、干渠、
分干渠等周边多管齐下、多点发力，筑
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市位山灌区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走进学校、村镇、社区、企业，大力宣
传防溺水安全知识，发放防溺水宣传彩
页，编发防溺水提醒短信息，并利用公
众号、微信群、村广播、车载喇叭等各种

方式，常态化、高频次、立体式宣传，确保
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该中心沿渠设
置了警示标识1600余处，在桥头、弯道
等危险水域以及沿渠重要堤段悬挂防
溺水宣传条幅 200 余条，配备救生衣、
救生绳、救生圈等救生设施 550 余件，
切实起到防护和安全警示作用。

通过强化落实“一渠一长一所一段
一员”网格化管理体系，200余名网格管
理员加大了渠道日常巡查力度和频次，
及时劝阻劝离下河游泳、捕鱼人员。

市位山灌区管理服务中心还建立
了联防联控长效工作机制，与沿渠乡镇
建立微信工作群，及时传达防溺水宣传
信息；加强与学校、家长沟通交流，提醒
他们落实好对未成年人特别是留守儿
童的安全监管职责，形成联防联控效
应，凝聚起防溺水工作的强大合力。

市位山灌区管理服务中心

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现在，车
筐里放西瓜再也不担心颠裂了。”7 月
15 日，市民李静骑电动车从东关街经
过，感觉比原来平稳了许多。

记者看到，改造后的东关街，路面
平整，沿街的广告牌匾也变得规范、美
观……东昌府区坚持以保护规划为核
心，以基础设施提升为重点，以交通梳
理为支撑，改造提升东关街人居环境和
街区商业活力，提升城市“颜值”。

“基础设施改造已基本完成，目前，
正在做收尾工作。”聊城江泰城市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建森说。

很多市民注意到一个细节，街边商
铺裸露在室外的空调外机都加装了统
一的“外衣”，成为街头靓丽的风景线。
同时，街头也注入了一些文化元素，一
条“有时尚商业气质、有历史文化底蕴、
有水城民俗记忆、有魅力城市风光”的
特色商业街区逐渐形成。

东昌府区

东关街改造提升刷新“颜值”

本报讯（记者 梁丽姣 通讯员 徐
法第 张艳君） 7月15日，记者从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度假区分局了解到，今
年上半年，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共化解
批而未供土地面积462.19亩，涉及道路
用地、军事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及
城镇住宅用地项目，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102.78%。

今年，对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

达的449.7亩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任务，
度假区高度重视，度假区管委会召开专
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出台《度假区关
于加快推进批而未供土地处置工作的
实施方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度假
区分局在全区开展核实摸底，制作批而
未供土地分布图，建立台账，逐宗进行分
析研究，精准化解批而未供土地，圆满完
成市级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

度假区

完成全年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任务

经阳谷县人民政府批准，阳谷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见附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2
年7月20日至2022年8月16日到聊城市公
共资源交易网（www.lcsggzyjy.cn/lcweb）获
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7月20日至2022
年8月16日到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东
昌府区昌润路153号市政务中心三楼CA办
理窗口）办理CA数字证书。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6 日 16 时 30
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2 年 8 月
16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网上交易时间自 2022 年 8 月 9 日 9
时开始，截止时间：2022X-15 号地块，2022
年8月18日9时05分；网上交易期间竞买人
可以在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www.lcs-
ggzyjy.cn/lcweb）进行竞价。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竞买要

求请登录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lcs-
ggzyjy.cn/lcweb）查看。

2.本次挂牌出让土地不接受电话、邮寄

及口头竞买。
3.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和竞买须知（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
lcsggzyjy.cn/lcweb）。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阳谷县城区黄山南路

谷山北路181号
联 系 人：罗先生 费女士 杨先生
联系电话：0635-7131301 0635-6016889

阳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阳谷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阳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阳自然资规告字〔2022〕14号 2022-07-20

宗地编号：2022X-15

出让年限：70年、40年

土地用途明细：城镇住宅用地

基础设施：通路、通讯、供电、供水、排水、供气、供暖

起始价：19339.2万元

备注：1.本宗地为侨润办事处景阳社区司营三期水厂西片区棚改项目安置地块，竞得人需建设回迁住房面积约为22000平方米，以上面积由县政府负责回迁

（最终以实际回迁面积为准）。同时提供6000平方米商业，由司营小区工作委员会负责按回迁政策购买，待设计图纸通过审查后，由县财政部门委托第三方出具成

本评估报告，依据报告确定政府建设价格，签订回迁安置房建设协议。2.宗地四周围挡由侨润办事处按照标准建设，所需费用由竞得人向侨润办事处缴纳。3.竞

得人开发建设按阳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2022X-15号宗地建设条件意见书》文件执行。

宗地总面积：50560平方米

容积率：≤2.4

保证金：9669.6万元

加价幅度：10万元

宗地坐落：运河路南侧、大众路北侧

不动产单元号：371521003003GB01156

建筑密度(%)：≤20％

场地平整：达到建设要求，具备开工条件

绿地率(%)：≥35％

■ 本 报 记 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岳彩青 费巧振

“改造后的自来水清澈干净，不
再浑浊发黄。水好喝了，熬出的粥更
香了，沏茶也有香味了！现在不但不
用担心停水，而且还用上了太阳能，
感谢党和政府把我们老百姓的事放
在心上！”7月18日晚上，刚喝完小米
粥的阳谷县郭屯镇九都杨村村民杨
春成惬意地拍了拍肚子，从茶几上拿
出茶叶，乐滋滋地沏上一杯铁观音，
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

农村饮水安全是农村居民生活
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
志，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

“2006 年，郭屯镇实施了独立水
源的村村通自来水建设工程；2019

年，阳谷县实施农村饮水安全攻坚工
程，全县 18 个镇街实现了‘同源、同
网、同质’的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郭
屯镇的集中式供水工程管网也并入
城乡供水管网。十几年过去，九都杨
村的供水管道老化失修，出现了跑冒
滴漏严重、水损增大等问题，公摊后
水费增加、水压不稳，群众意见较
多。”阳谷县水利局局长曹凤昌介绍，
2020 年，全县实行 3.83 元/立方米限
价水费后，部分管理不善的村水费收
取有较大缺口，需要补贴才能完成上
缴任务；另外，原来的水表需要人工
读码，水费也需要挨家挨户收取或在
喇叭上通知收取，工作效率低下。

农村饮水安全关系群众身体健
康，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自2021
年下半年以来，阳谷县把郭屯镇作为

试点，对该镇各村的供水管道进行了
提升改造，探索引入第三方社会资本
参与农村供水建设管理运营。

项目建设选用多用户超声波水
表，将集中式水表井统一放在胡同
口，一户一管，有效避免了管道私接
等问题；依据远程监测数据，可及时
发现和解决用水异常等情况，借助智
慧云平台智能分析预警系统，确保村
内五保户和孤寡老人正常用水；将设
备的运行数据分门别类进行统计分
析，提前发现问题并到现场解决，进
行及时有效的运营维护；新建1处镇
级农村供水服务大厅，将水费收取、
人员工资、维修养护纳入统一管理；
通过微信小程序、App进行远程付费
或者到镇服务中心进行用户卡充值，
统一进行标准化管理和收费。

通过高标准农村供水提升改造
建设，郭屯镇实现了农村供水智能
化、信息化、数字化、规范化管理，真
正管控并解决好村级供水运营中“降
损、收费、服务、维护”四大问题。如
今，全镇52个自然村全部完成村内供
水工程提升改造建设，共铺设管网
523 千米，安装智能远传水表 10040
块。改造后，该镇水量充足、水压稳
定，新更换的智能远传水表计量准
确，水价统一，缴费方便，群众十分满
意。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让农村居民
及时、方便地用上“明白水、舒心水”，
真正实现了农村供水“同源、同网、同
质、同价、同服务、同监管”。新鲜甘
甜的自来水润泽了村民们的心田，给
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甘甜自来水 润泽村民心

7月18日，在开发区政务服务大厅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专区，工作人员在帮市民办理业务。
开发区提高企业开办便利度，对企业开办、企业准营、投资建设和企业退出等涉企审批10类服务事项合并集成为17件“一件事”办理事项，形成36项涉企

服务场景，依托“一门办理、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并审核、一帮到底”，实现专区“一件事”“一站式”办结，办理时限整体压缩50%以上。 ■ 本报记者 王军豪

（上接1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
文博考古分院院长贺云翱说。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下，各项
保护工作整体规划、有序推进：建立遗
产档案和监测系统，制定一系列保护世
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地方性法规，出台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
要》。大运河文化的统筹保护、传承利
用握指成拳。

2020 年 11 月，扬州运河三湾生态
文化公园，习近平总书记沿着亲水步道
一路察看，了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取得的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运
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
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
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要
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
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
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当时，我带着儿子就在现场。听
到总书记那么关心大运河，我们感到温
暖而充满信心。”扬州市民张庆深有感
慨，“我家几代人都在运河边长大，大运
河是我们生存的家园，更是不可割舍的
根脉。”

进入7月，迎来暑期旅游旺季。作
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标志性
项目，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每天1.5
万张预约门票，经常在周末实现“秒

空”，成为古城扬州新的文化地标。
“博物馆因‘运’而生，在沉浸式参

观体验中，成年人可以探寻大运河的历
史，了解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儿童可以
在互动体验中走近大运河、爱上大运
河，感知流动的文化遗产就在我们身
边。”博物馆馆长郑晶说。

以生态起笔、以文化落笔，串珠成
链，一条“文化玉带”串联起沿岸无数物
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掀开大运河历史
的崭新篇章——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正日渐复苏，大
运河博物馆正在以“运河之舟”形象拔
地而起；扬州打造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
的“非遗”文化园，成为年轻人网红打卡
地、学生研学首选地；苏州以“运河十
景”项目建设提升运河景观风貌，恢复
古驿站、水码头等文化遗存，在大运河
畔续写着姑苏繁华……

沿线35座城市发力打造大运河璀
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运
河百景熠熠生辉，悠悠运河水带动一座
座城市焕发文明活力。曾担任大运河
联合申遗办主任的扬州市文物局原局
长顾风感慨说：“大运河迎来了2500多
年岁月里新的生命周期！”

从历史时光里的舳舻千里、渔火延
绵，到现实图景里的物阜民丰、水清岸
绿，大运河传承文脉，生机澎湃。

（新华社记者 蒋芳 包昱涵）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上接1版）针对影响营商环境的诸多
因素，我市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改
革、优化服务，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
如在行政审批方面，围绕企业开办、项
目审批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积极
优化再造审批服务流程，持续推进“一
门办理”“一窗受理”，打造办事“最简路
径”；推进企业开办、建筑许可等领域流
程再造，打造企业开办“零材料提交、零
成本开办、零距离服务、零见面审批”、
一个环节办理、20分钟内办结的企业开
办“4012”模式，跑出办事“加速度”。

围绕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聊城还
建立了“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专员”
等工作机制，由市级领导干部联系跟
进，专业团队提供政策咨询、项目论证、
审批帮办代办等保姆式服务，为项目落
地建设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支持。

聊城上下众志成城，致力于打造
近悦远来的崭新营商环境，就像开凿
一条无形的运河，为聊城再创辉煌带
来无限希望。

培植创新创业的“生态雨林”

7月11日，在山东鲁晟精工机械有
限公司车间内，一台台调试完毕的精
密机床正等待装车。“这些是埃及、俄
罗斯、土耳其、印度的订单，机床通上
电后，就能加工出客户想要的工件。”
公司总经理樊丙建介绍。

鲁晟精工是一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同时也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在政府部门牵头下，公司先后与中国
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工
业大学、聊城大学签订产学研合作协

议，为客户生产个性化定制机床。
2021年，企业依靠16名工人和租借的
2600 平方米厂区，实现销售收入 1600
多万元。

让更多创新的“种子”扎根在聊城
这片沃土，必须把政策的“水”浇透、把
资金的“肥”施足。我市持续营造崇尚
创新、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社会氛
围，启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三年计划，
开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
盖行动，加快推广科技“创新券”，激发
企业科研“创新潮”。截至目前，全市
共有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77家，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居
全省前列；实现有需求的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研发投入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进入全省前列。

创新，不仅仅体现在科技领域。

“和开发区的相关领导、项目管家边吃
边聊，企业的问题解决了，大家的感情
也拉近了。”6月17日早上7时30分，在
开发区管委会食堂里，一场特殊的“营
商环境畅聊早餐会”正在进行。现场，
开发区高端钛合金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负责人李建军“吐槽”完自己的烦心事
后，心里顿时舒畅了许多。开发区建
立“营商环境畅聊早餐会”工作机制，
邀请企业家与区领导边吃边聊，持续
畅通政企交流对话平台，千方百计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受到广大企业
家的欢迎。

在服务企业和群众的过程中，全
市市、县两级积极探索，推出了帮办代
办、政务服务“好差评”、政企“早餐会”

“午餐会”等创新举措，促进了服务提
质升级。

做好改革创新高地的聊城“新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