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题5 2022 年 9 月 29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张洁 版式：侯明明 校对：王博

本报讯（夏旭光）“我们小区正
准备加装电梯，我想了解一下能否提
取我对象的公积金。”9月26日，市民
赵艺歆熟练地打开聊城公积金公众
号，依次点开“最小颗粒化”“提取
类”，找到“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提
取公积金”，仔细阅读内容后，她笑着
说：“不错，真的可以提取出来。到时
候拿着发票、不动产证、身份证和结
婚证、银行卡就可以了。”

为提高群众住房公积金业务办
理便捷度，聊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创新思路，精心谋划，对公积金提
取、贷款等业务办理要件实行“最小
颗粒化拆解”，将群众和企业所需办
理的住房公积金具体事项最小化，实
现办事事项颗粒度最细化。

市中心组织技术骨干采取分组
包干形式对归集提取业务办理项和
贷款业务办理项进行梳理、调整和拆

分，对业务流程、业务事项、办理要
件、所需资料进行再梳理、再调整、再
精细，针对不同情况进行精准分析，
将每项住房公积金服务事项彻底拆
分成具有充分可操作性的办理项。

截至目前，该中心将现有的47项
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要件，拆分为包
括缴存、提取、贷款、还贷四大业务类
型的一级目录；包含退休、租房、购房
等细化类型的二级目录；包含婚姻状
况、贷款次数等个人情况的三级目
录。最后形成了600余项“颗粒化”办
理要件清单。最小颗粒化拆分成果将
相继嵌入网厅、微信公众号、12329住
房公积金服务热线、服务大厅智能设
备、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颗粒化应用
大屏及AI客服等系统中，为办事群众
提供不同的服务体验，实现流程精细
化、要素模板化、指南数字化、办事场
景化。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业务颗粒化 服务精准化

本报讯（夏旭光）“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在提高风险意识、规范合
规操作、把控关键环节、落实监督整改
等方面多措并举，将风险控制融入到
日常工作中，加大自身风险排查，完善
各项制度，改进工作措施，加强职工管
理，着力构建住房公积金风险控制文
化，推动住房公积金事业高效健康发
展。”9月26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李沛森介绍。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向各受托
银行发送《做好住房公积金风险防控
工作倡议书》，同时与受委托银行组织
工作人员签订《“风险防控从我做起”
承诺书》，进一步加强风险控制，提高

工作人员合规意识，保障住房公积金
资金安全，营造全员参与风险防控工
作的浓厚氛围。活动共签订承诺书
394份，达到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工作
人员的全覆盖。

组织开展了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监控服务平台风险指标整改、保密制
度学习等专项培训，保持对党规党纪、
法规法纪的敬畏之心，树立“红线”意
识，“底线”思维，始终做到警钟长鸣、
引以为戒，进一步提高了职工的业务
能力和综合素质，推进管理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标准化。

市中心通过梳理制定业务流程、
业务风险点、岗位名称、岗位职责，形

成《住房公积金业务操作流程》《住房
公积金业务岗位职责与岗位风险点》，
汇总建立《住房公积金业务岗位和控
制手册》，进一步规范员工的操作行
为，防范业务风险，做到业务流程全覆
盖，形成事事有人管、人人有职责、办
事有标准、相互能监督，各负其职、协
调运作的内控机制和管理体系。

为全面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
水平，通过信息化建设对业务风险进
行识别与控制，全面梳理住房公积金
归集、提取、贷款等100余个业务风险
点嵌入公积金系统，变“人控”为“机
控”，有效降低资金风险，减少人为干
预，实现风险防控的信息化、自动化，

打造安全、高效、标准的服务环境。
为防患于未然，市中心开展“预抵

押转正式抵押”专项行动，积极推进期
房转现房抵押权登记办理。行动开展
以来，共有1947 笔预告抵押贷款转为
正式抵押，涉及贷款金额 6.404 亿元，
有效防范和遏制了风险的发生，有力
保障了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

市中心在全市住房公积金系统开
展了内部巡查，对贯彻落实政策、党的
建设、权力运行、开展标准化服务方面
对管理部进行写实性评价，推动问题
落实整改，举一反三，强化内部巡查结
果运用，完善工作制度，形成长效机
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构建风控文化 强化免疫功能

本报讯（庞晖） 为助力开学季，加强银校合作，让
学生享受到最便捷的金融服务，建行聊城东昌府支行抓
住与聊城大学、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合作的契机，分批对
两所高校开展金融服务进校园活动。

为让学生少跑腿，建行聊城东昌府支行专门成立行
动小组，安排工作人员上门为学生服务，快速高效帮助
学生完成新卡申领、银行卡激活和信息修改等业务。截
至9月中旬，累计为学生开通并激活借记卡500余张，开
通电子银行500余户，电子医保凭证300余户。

建行聊城东昌府支行提前印制了宣传折页、横幅、
海报等宣传资料，每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都会向学生
发放宣传折页，普及金融知识，并现场解答办理业务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针对大学生群体特点，工作人员通过
真实鲜活的案例，重点讲解了常见电信诈骗的类型、诈
骗惯用伎俩以及防范小妙招等，教学生如何从源头上避
免电信诈骗，教学生学会理性消费，从根本上提高防范
意识。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细心讲解赢得广大师生的
一致认可。

建行聊城东昌府支行的系列活动，是建行聊城分行
服务进校园的缩影。建行聊城分行用优质的服务助力
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培养风险责任意识和
诚信契约精神，用实际行动彰显建设银行的大行担当。
建行聊城分行将继续深化银校合作，将金融服务推向更
多学校，继续多渠道更深入宣传普及金融知识，为维护
良好的社会金融秩序、营造清朗的网络金融环境贡献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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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晖 于延飞

9月21日，秋高气爽、瓜果飘香，高
唐农商银行客户经理郭宪勇和同事走
进了张洪铁的酸枣园。一串串红红的
酸枣挂满枝头，掩映在绿叶间。微凉的
秋风吹过，酸枣像风铃般来回摇晃，令
人心生惬意。

酸枣园位于高唐县汇鑫街道办事
处，见到郭宪勇的到来，张洪铁热情迎
接，带领大家参观他的酸枣园。“我现在
种了近70亩酸枣树。和其他作物不一
样，酸枣生长周期长，基本 5 年开始有
收成，7年才能到盛果期。”指着园里硕
果累累的酸枣树，张洪铁如数家珍，“酸
枣树从上到下全是宝，嫩叶可以做酸枣
芽茶，枣肉可以加工成枣片、枣糕、枣
面，也可以做成饮料，树根和枣仁都可

以入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可是，在种植之初，租地、采购种苗

与化肥等资金不足问题，成了张洪铁面
前的一只“拦路虎”。通过朋友介绍，他
认识了高唐农商银行客户经理郭宪
勇。经过仔细了解酸枣的种植前景，并
实地调查后，郭宪勇及时帮张洪铁申请
了30万元信贷资金。张洪铁顺利购进
了种苗，承包了土地，一棵棵酸枣树苗
在“金融活水”的滋养下迅速成长起来。

酸枣种植的最核心产品是酸枣
仁。酸枣去除果肉后，将酸枣核进行
清洗、干燥，然后用机器将酸枣核破
壳，分别筛出枣核壳和枣仁，最后进行
除杂、干燥，一整套工序基本就完成
了。将加工好的酸枣仁用袋子封装，随
时可销售。

在张洪铁经营的商铺内，他随手抓

起一把加工好的酸枣仁，“它的用处可
大着呢。”张洪铁介绍，酸枣仁是名贵的
中药材，可以治疗神经衰弱、失眠多梦，
这些在中医书上都有记载。这样的酸
枣仁在药店每公斤零售价在1200元以
上，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张洪铁非常
看好酸枣仁的发展前景。据了解，目
前，全国最大的酸枣仁加工集散地在河
北，张洪铁以前也多次去考察过。由于
高唐本地的土壤、温度等生态环境适合
种植酸枣，所以才有了如今近百亩的种
植规模。现在，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
张洪铁准备开展规模化生产。“要想让
酸枣种植真正形成规模，靠我自己的力
量远远不够。我打算发动村民一起种
植，我免费提供树苗，教给大家种，最后
再回收。”张洪铁信心满满地说。

在高唐农商银行的资金支持下，张
洪铁的酸枣种植成效初显。自己生活
越来越好，也没有忘记乡亲们，他希望
继续在高唐农商银行的大力扶持下，为
乡亲们开辟一条致富新路，共同助力高
唐乡村产业振兴。

近年来，高唐农商银行始终坚守
“支农支小”初心，持续加大资源倾斜力
度，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农业、小微
企业等客户群体，以党建共建、驻村服
务、整村授信、无感授信等形式为切入
点，广泛支持肉鸭养殖、大棚蔬菜种植、
特色农作物种植等产业发展。截至 8
月末，高唐农商银行已完成辖区内全部
村庄整村授信工作，累计授信户数达
5.46 万户，金额 25.5 亿元，累计办理信
用贷款 3521 户 3.75 亿元，服务客户的
广度、深度、精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酸枣树长出致富“金叶子”
——高唐农商银行助力特色种植产业发展

■ 文/图 梁丽姣

又是一年丰收时，硕果盈枝采摘
忙。

9月23日上午，走进高新区许营镇
晋庄村的“80后葡萄园”，一串串晶莹
剔透、颗粒饱满的葡萄挂满藤枝，绿如
玛瑙，清香扑鼻，整个葡萄园一片郁郁
葱葱、生机勃勃的景象。

葡萄园里，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钻
进葡萄架下，亲手采摘，体验丰收的喜
悦。而在地头，葡萄园的负责人王瑞
雪正熟练地挑拣早晨刚采的葡萄，称
重、打包、装箱，准备运往水果店销售，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王瑞雪是一名80后，十几年前，她
与丈夫在村里承包了10亩地，建起10
座温室大棚种植葡萄，经济效益不

错。去年，两人商量后，又在村里承包
了 20 亩地，投入 40 余万元，种植阳光
玫瑰葡萄。“阳光玫瑰以前没种过，相
比普通的葡萄更难管理。”王瑞雪告诉
记者，为了种好阳光玫瑰，她多次前往
浙江等地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

从葡萄栽植、施肥、上架，到修剪
的每个环节，王瑞雪都认真对待。葡
萄苗情弱，她就控制葡萄的产量，让
葡萄树积蓄养分。葡萄园里施的都
是农家肥，让葡萄绿色、健康地生长，
保持葡萄的品质、口感。“葡萄就像是
刚出生的小娃娃，需要精心呵护、细心
打理，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一
天一个样，心里很高兴。”王瑞雪笑着
说。

每年9月份，附近的游客都会慕名
到王瑞雪的葡萄园采摘游玩。“这里的

葡萄长势喜人，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葡
萄，口感真好。”前来采摘的市民李凤
喜挎着采摘篮，用剪刀从藤蔓上剪下
一串葡萄，笑盈盈地说道。

“我们销售方式一是通过游客进
园采摘，二是送往水果店，三是老顾客
直接通过微信、电话等订购。”看着一
颗颗“绿玛瑙”变成了真金白银，王瑞
雪的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在高新区，与王瑞雪有着同样心
情的，还有种植苹果、桃等经济林的林
农们。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高新区分局不断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发展葡萄、苹果、桃产业，把经济林
产业作为优化生态环境、助农稳定增
收的有力抓手，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相结合，助推乡村振兴。

高新区分局不断组织专业人员深

入基层，为林农现场解答经济林种植
技术与林业病虫害防治方法，帮助林
农改良种植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改善
基础设施，扩大产量规模，增加林农们
的经济收入。“我们大力发展经济林产
业，推进特色林果产业快速发展，让

‘绿水青山’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
山银山’。”高新区分局林管科科长武
海涛说。

高新区着力适应林业发展新形
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建设经济林，发展林
下经济。目前，该区有经济林共计
1422.35 亩，总产值达到 2200 余万元，
经济林正逐步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支
柱产业，一幅生态融合与产业振兴的
图景正在高新区徐徐展开。

经济林产业点“绿”成金

9月23日，游客在王瑞雪的葡萄园里采摘

■ 文/图 梁丽姣

从城区沿运河古道一路向南，蜿
蜒平坦的临河道路深处，有一个绿林
环绕的美丽村庄——度假区于集镇太
平新村。9月23日，在太平新村，百余
座标准化羊肚菌大棚正在紧张筹建中。

“我们以前在树林里盖了一座大
棚，试种了羊肚菌，经济效益不错，今
年就扩大了种植规模，标准化大棚建
好之后，11月份就可以种植羊肚菌，明
年4月份能收获第一茬，一年就可以回
本，老百姓也不需要付出大量人力，种
植起来省心又省力。”太平新村党总支
部书记周润秋告诉记者。

羊肚菌是低温型菌类，出菌率受
到菌种、土壤、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
影响，太平新村利用羊肚菌的这一特
点，将羊肚菌大棚选建在杨树林下，又
组织村民学习种植技术，增加村集体

经济收入，带领群众走上致富路，为乡
村振兴注入活力源泉。

除了在林下种植羊肚菌、灵芝，太
平新村还引进金蝉种苗，发展特色养
殖，充分发掘林下经济“富矿”。“大棚
种上羊肚菌之后，每到夏天，大棚里的
菌菇在生长，树上全是金蝉，树上树下
都能产生效益。”周润秋笑着说，这个
场景在她的脑海里想象了无数遍。说
着，周润秋掰着手指头算了一遍：“60
亩林地，按照正常年份的市场价格，除
去村民务工工资和一些必要开支外，
金蝉的亩纯利润保守估计可以达1万
元。”

太平新村位于沉沙池中心，是聊
城市重点革命老区村，有着深厚的红
色文化底蕴，曾因为泥沙长期沉积在
村两侧，导致群众生产生活困难，成了
沙窝窝里的苦村子。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度假区分局将防沙治沙环境整治

工程作为推进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保持植
绿增绿耐力，提升造林护林能力，激发
国土绿化活力，挖掘林草富民潜力，在

“沙窝窝”里淘出“金疙瘩”。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太平新村种

上杨树防风固沙，村子变成了一片树
的海洋。据统计，太平新村有2700亩
土地，植树面积达到1500亩。

如今风沙初治，海晏河清。如何
促进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成了摆
在建设者面前的新问题。树木的收益
慢，农作物种植面积少，如何将原来的
防沙林变成村民赚钱的致富林？

“不能守着‘金饭碗’没饭吃。”看
着成方连片的杨树林，周润秋和村党
支部一班人商量，利用杨树林这个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在林下空间
试种菌菇，以及芹菜等喜阴绿叶蔬
菜。现如今，昔日的“沙窝窝”变成了

村民发展产业的“香饽饽”。
“有水有树林的地方本来就少，我

们在太平新村这块树林里搭建一片露
营地，再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发
展乡村旅游，这个项目前景广阔。”山
东易简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博
说。

9 月 23 日下午，王博一手拉着绳
子，一手拿着锤子，将帐篷的一角固定
好，不一会儿，就在杨树林的间隙处搭
建好三个帐篷，帐篷边上，一条人工小
溪自东向西蜿蜒着。每逢节假日，太
平新村的露营地就会迎来大批游客，
来到这里露营、野炊、。

“我们充分利用沉沙池区的生态
特点，大力推动林下经济发展，再通过
文旅赋能，促进乡村振兴落地生根，实
现村集体的经济增收，让群众的生活
越来越富裕。”度假区于集镇党委书记
冯潇说。

沉沙池畔新“丰”景

9月23日，王博（左）在太平新村露营地扎帐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