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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10 月 8
日，记者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聊
城监管分局了解到，我市着力发挥好
金融助企惠民作用，不断践行金融工
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持续提升金融服
务的普惠性、便利性和满意度。

聚焦重点任务，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质效持续提升。辖区普惠金融重点
领域贷款在连续两年占比提升幅度位
居全省首位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
增速。截至8月末，全市普惠金融重点
领域贷款余额 917.03 亿元，较年初增
加142.28亿元。制定印发行业支持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三年行
动方案，并细化形成2023年重点目标
任务37项，组建七个聚力突破专班，引
导相关机构持续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金融、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支持力度。强化重点项
目投资的融资保障，引导银行机构积
极支持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基础设
施和重大项目建设，用好政策性金融

工具，创新“基金+贷款”支持重大项目
建设方式，为加快全市重大项目建设
和形成实物工作量注入金融活水。积
极支持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引导银
行机构积极开发符合不同消费群体特
点的金融产品服务，持续加大对新型
消费和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聚焦民生关切，保险保障功能持
续有效发挥。促进人身险扩面增质，
督促保险机构融入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建设，不断改进大病保险、“聊惠
保”、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推动大病保
险取消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患者实际
报销比例在基本医保基础上提高近13
个百分点；推动城市定制型保险“聊惠
保”提标扩面，1—8月2023年度“聊惠
保”累计赔付1835万元；推进长期护理
保险稳健运营，今年以来向定点医疗
机构支付理赔金额1238万元，有效缓
解失能群体家庭的照护负担。加快专
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推进，上半年，辖
区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累计销售61单。

加大农险创新力度，持续加强和完善
农业保险保障服务，创新推出农作物
化肥原料价格指数保险、农田土壤碳
汇保险、商业性林业碳汇指数保险、地
方财政补贴性肉羊养殖保险等险种，
主粮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实现各县（市、
区）全覆盖，三大主粮承保覆盖率连续
两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截至8月末，
政策性、商业性种植险分别承保农作
物1171.77万亩、13.46万亩，累计支付
赔款9025.31万元；养殖险承保能繁母
猪、育肥猪等520.43万头，累计支付赔
款6653.65万元。提升保险服务水平，
发挥风险减量作用。深化车险综合改
革，推动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
范围调整平稳落地，持续解决高风险
车辆投保难的问题，运用科技手段持
续强化风险减量管理。推动新一轮灾
害民生综合保险发展，2023年以来，完
成救助案件 340 件，救助金额 2105 万
元。推出普惠性新型家庭财产保险

“聊家保”，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

家庭财产保障需求，增强居民家庭抵
御财产损失风险能力。鼓励开展食药
安全、校园安全、医疗纠纷以及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等领域责任保险，1—8 月
份，累计开展责任险9.32万笔，提供风
险保障4699.67亿元。

聚焦权益保护，推动金融市场环
境持续优化。督促银行保险机构深入
落实金融为民理念，扛牢主体责任、强
化机制约束，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2023 年以来，修订完善消保工作
制度29项，进一步加大了消保工作的
奖惩考核力度，不断提升投诉处理质
量。加强转办和引导投诉事项的跟踪
管理，提高办理实效。强化监管震慑，
规范市场秩序。深入开展了打击“代
理退保黑产”“保险欺诈”等专项行动，
切实规范金融服务行为。截至8月末，
疑似“代理退保”投诉举报件同比下降
10.9%，治理效果取得积极成效。推进

“三无”及劣质机构清理，2023 年以来
17家问题专业中介机构退出市场。

我市以金融力量助企惠民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 10 月 10
日，记者从高唐县大数据中心了解到，
高唐县依托全市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梳
理编制高唐县政务资源目录，数据汇聚
率、开放率、更新率均为100%，这也是
高唐县强化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持续改
善营商环境的一个生动缩影。

今年，高唐县着力完成一体化大数
据平台县级节点建设，全面推进电子证
照制发和应用，除自建系统可自行制发
电子证照外，其他事项全部实现在政务
服务平台同步制证。完成全县 668 项

“免提交”证照证明清单发布，高频电子
证照在政务服务和社会各类生活场景
中全面应用，减少了人民群众反复开
具、提交证明的繁琐步骤，实现了部门
核验、告知承诺、证明免提交。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带来的便利
就是群众办事“一码通行”。高唐县深
入推进“爱山东”高唐分厅建设运营，依
托山东政务服务平台，积极开展本地高
频应用调研工作，完成了高频政务服务
事项与“爱山东”高唐分厅的对接和迭
代更新。目前已接入应用 90 个，升级

更 新 30 个 ，群 众 反 馈 办 件 完 结 率
100%。开展“爱山东”4.0版本及“鲁通
码”宣传和推广工作，围绕人民群众日
常需求，依托“鲁通码”平台，持续拓展
应用场景接入。

在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
市治理水平工作中，高唐县围绕“优政、
惠民、兴业、强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目
标，扎实推进高唐县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步伐。按照 4 星级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标准，高唐县自 7 月份起，陆续调度相
关部门，逐项逐句分解剖析，探索建设
路径。已经达到4星级指标的，在整理
完善证明材料的基础上，深入挖潜争取
5 星；未达 4 星级指标的，精准分析原
因，实行一标一策，梳理一批接近完成
目标的——明确任务、责任到人、倒排
工期、力争达标；剩余少数受客观条件
制约完成困难的——转变思路、另辟蹊
径、争取支持、寻求突破。在智慧社区
建设方面，高唐县大力推动智慧社区平
台在17个城市社区全面应用，进一步完
善社区平台各项服务功能，整合汇聚各
类数据信息，为群众提供多样服务。

高唐县

以数字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当一个
新品种被更多人种植和认可之后，我
感觉非常高兴，不仅是因为它所产生
的经济效益，更是打心底为我们聊城
的特色富民产业而高兴。”10月7日，有
着东昌府区“蘑菇大王”称号的许万昌
说。

许万昌 40 余载专注食用菌培育，
在他的带动影响下，东昌府区及周边
县（市、区）约有10万个食用菌种植户
靠蘑菇增收致富。

除了东昌府区，莘县在打造食用菌
产业优势方面也很注重种植技术和经
营管理模式的创新。莘县朝城镇依托
食用菌基地，在技术上利用“周年化高
效节能出菇棚”这一国家专利技术，通
过先进的控温、控湿技术，实现食用菌
的周年化生产，也就是一年四季都可生
产，大大提高了食用菌产量。在管理上
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

产、供、销、技术服务一体化，有力推动
本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利用“隧道式
培养料发酵设施”统一提供发酵料，利
用“周年化高效节能出菇棚技术”，规
范出菇棚建造标准，各地种植户分散
出菇管理。通过统一提供菌种和技术
服务，解决了广大种菇户发酵饲料制
作难度大、质量不稳、不能四季出菇等
问题，让种菇变得轻而易举，让出菇管
理不再辛苦，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今年，我市持续推进食用菌良种攻
关助力标准化生产，依托食用菌种质资
源库，增加新种质16个，现有种质资源
33类、品种247个；通过ITS和 ISSR分
子标记，构建48份灵芝、15份桑黄种质
资源DNA指纹图谱；开展野生桑黄资
源驯化，筛选出符合需求的品种2个，为
品种更新换代提供良种储备。

我市加快推进食用菌产业发展

10月9日，在东阿阿
胶生物科技园，工作人员
正在直播带货。

近年来，东阿阿胶在
坚守“金牌品质”的基础
上，深入布局“阿胶+”领
域，致力于产品多元化和
年轻化，拓宽销售渠道，
不断为消费者提供更便
捷、更时尚、更温暖的滋
补选择。

■ 葛思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