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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 11 月 13
日，记者从聊城市军休所了解到，我市
坚持立足本地实际，综合采取盘活优
势资源、完善制度体系等创新举措，打
造“全链条”军休养老服务模式。

盘活优势资源链，深化养老服务
内涵。借力市退役军人医院，为广大
军休干部提供“四服务”专业化医疗保
障。“四服务”即：设置健康热线，提供
24 小时免费咨询服务；开辟军休干部
就诊“绿色通道”服务；设立“名医工作
室”，提供一线城市名医诊疗服务；实
行“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服
务。与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签约设
立“关爱功臣、奉献爱心”服务基地，与
市双拥志愿者协会不定期开展结对帮
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为军休干部提
供志愿服务，并定期对合作项目开展
情况进行评估，确保真正给军休干部
带来实惠。与盛世千岛山庄合作，建
立军休干部医养结合基地，签署养老
合作协议，设立军休干部特需住房，为

军休干部提供入住“绿色通道”，在其
下属市内养老场所设置9个日间照料
中心，为军休干部提供专用房间、日间
照料和短期托管服务。

完善机制体系链，拓展养老服务
维度。探索建立“四项机制”，让军休
干部不仅老有所依，更老有所医。主
动对接市人民医院和市退役军人医
院，组建医院专家医疗服务队，定期为
军休干部开展巡诊活动，对失能、半失
能和高龄军休干部提供上门巡诊服
务。在市退役军人医院内科病房固定
设立2间军休人员特需病房，为军休干
部提供专业医疗护理服务和个性化医
疗服务。针对军休干部特点和医养需
求，为军休干部提供16个家庭医生服
务项目和3个组合套餐，由军休干部自
行选择，自愿签约，签约率达到 92%。
依托军休老年大学开设健康养生大讲
堂，根据季节变换和军休干部实际需
要，精心选聘康养指导医师，指导军休
干部开展多样化、实用化保健活动。

聊城

打造“全链条”军休养老服务模式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斌 牛欣冉）
11月11日，聊城市统计局执法检查组
对开发区慧安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开展“双随机”统计执法检查。
检查组查阅企业财务报表、会计原始凭
证、出入库单等资料，重点核实统计报
表数据的真实性，并与企业负责人座
谈，了解生产经营状况、营商环境等情
况，并征求对统计工作的意见建议。市
纪委监委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派员对
执法过程进行现场调研监督。

本次执法检查重在“三个强化”，即
强化统计机构与纪检监察机关沟通配
合，了解是否存在代填代报，是否存在

虚报、瞒报统计数据，是否存在干预报
送统计资料行为等统计违纪违法行为；
强化执法与普法有机融合，通过发放统
计法律法规宣传资料，对重要法律法规
条文进行解读，引导企业依法规范填报
统计数据；强化执法和基层基础建设紧
密结合，查看企业基层基础建设情况，
检查企业是否制定并严格执行统计工
作规章制度，是否规范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

通过开展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了
企业统计工作流程，夯实了统计基层基
础，从源头提高数据质量，提升了统计
监督震慑效果。

市统计局

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甄丽君 郎海涛）
“不用跑城里，在镇上就能办农药经营
许可证，这也太方便了！”11月13日，提
起不久前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的经历，
阳谷县七级镇的刘征仍赞不绝口。

11月1日上午，刘征拨打阳谷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电话，咨询农药经营许
可证办理事宜，得知农药经营许可已
下放至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属于县乡
通办事项后，便带齐全套材料到达七
级镇便民服务中心。在镇便民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面对面、手把手的指导下，
当天就拿到了农药经营许可证。

今年以来，阳谷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积极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结合
市委“三提三敢”工作要求，深入推动
涉农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务服
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切实
提升涉农审批服务效能和服务水平，
推动企业群众满意度再上新台阶，擦
亮“聊·诚办”政务服务品牌。

阳谷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聚焦需要
跨部门协同办理的事项，实施业务流
程再造，压缩办理时间，“我要开农资
店”“我要开兽药店”等6个高频事项，
均可实现“办事足不出户”“在家坐等
拿证”。强化“数据赋能”，加快线上线
下融合，进一步提升电子证照数据质
量，实现事项要素“颗粒化”，网上可办
率达 100%。强化审批与监管无缝衔
接，建立从审批前策划到审批后推送，
环环相扣、协调统一的闭环管理机
制。最大限度向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下放事权，将农药经营许可和采伐
林木许可2项涉农高频事项委托乡镇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办理。为避免经
营主体忽略证件延续换发，阳谷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创新全链条短信提醒模
式，仅10月份就提醒并帮助106家农资
店完成农药经营许可证延续换发工
作，实现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
人”的转变。

阳谷

“微改革”促涉农审批提速

■ 本报通讯员 李扬

立冬已至，寒意渐浓。站在东阿
黄河堤岸上极目远眺，黄河如带、栾树
摇曳、喜鹊翩跹，东阿黄河风景道风景
如画、美不胜收。

自黄河国家风景道典型段（山东
段）创建工作开展以来，东阿黄河河务
局凝聚多方力量，立足资源优势、完善
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注重品牌打
造，在黄河生态环境保护、文旅融合等
方面实现长足发展。

凝心聚力，绘就长廊底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一个关键
词，就是“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
2023年6月，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
东省交通运输厅、山东黄河河务局联
合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山东省黄河
国家风景道典型段创建评选工作的通

知》，沿黄57公里，拥有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水利风景区、水利部标准化管理
工程等诸多荣誉与称号的东阿县，毅
然决然地接下了创建的第一棒。

“创建国家风景道绝非易事，没有
先例可循，没有经验可学，必须拿出

‘啃硬骨头’的劲头，把工作做好、做扎
实。”年中工作推进会上，东阿黄河河
务局局长侯仰山说。

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该局创建专
班成员按照《山东省黄河国家风景道
典型段评分办法》，对建设要求、管理
要求、加分项等三大要素、10余个小项
进行分析，结合东阿黄河近河型风景
道特点，确定了以鱼山曹植墓风景区
为起点，以东阿黄河国家森林公园东
大门为终点，涵盖东阿黄河生态林场、
艾山卡口地理标志文化园、东阿黄河
法治文化广场等多个景点，全长约10
公里的风景道拟申报段，形成了建设
防洪工程观赏景观主内、农林业及相

关景区景点主外的黄河文化游览展示
长廊的创建方案。

创建专班多次进行实地调研考
察，察看拟申报段道路、绿廊、交通衔
接、服务设施、标识及节点系统情况，
适时发现问题及不足，跟进召开座谈
会研究整改措施，确保创建工作扎实
有效。

完善提升，绘就长廊成色

东阿黄河国家风景道创建，是一
项系统工程。

“打造东阿黄河风景道，要把标牌
搞好，不仅在入口处要把导览图、简介
标清楚、标明白，在风景道中间，也要
添加指示牌，这样才能方便游客了解
风景道。”11月10日，创建专班成员毕
肖波介绍景区标牌时说。东阿黄河河
务局在完善指示牌的同时，还更新了
多处驿站、停车场指示牌，并且在东阿

黄河国家森林公园入口、东阿黄河生
态林场等处设置“河宝”造型，吸引了
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打卡”。

该局积极联合沿黄乡镇政府，结
合东阿县“沿黄九品、品品连乡”的乡
村文化特点，在特色沿黄乡村上堤辅
道与堤顶道路交接处打造“幸福河畔·
和美乡村”沿黄九品标识；联合县林业
部门积极争取国家林长制激励奖励资
金扶持，实施黄河森林公园东大门和
艾山卡口西侧林下广场2处绿化提升
改造工程，对黄河森林公园绿化和道
路进行提升改造，在艾山卡口西侧林
下广场修建葫芦形小道，设计红叶石
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推行林
长制”汉字景观造型，种植花卉福寿、
二月兰，让风景道绿色更浓、成色更
足。

打造名片，绘就长廊亮色

岁月的传奇汇聚了一方文脉，滔
滔黄河水滋养了胶乡大地，文脉、水
脉、景脉交会于此，成为东阿县一张独
特的风景名片。

宣传片是风景道最直观的名片。
创建专班秉持展现文化底蕴深、两线
风景美、服务设施全的风景道形象初
心，为东阿黄河风景道拍摄了宣传片。

宣传片里，泰岱余脉的鱼山、才高
八斗的曹植、黄河下游最窄处的地标、
沉浸式体验的法治文化……悠久灿烂
的黄河文明已经深深烙刻在东阿黄河
风景道上，勾勒出文韵厚重、人杰地灵
的大写意。

宣传片外，春天，国色绽放、芳草
满坡；夏天，蓝天白云、绿树成荫；秋
天，栾花溢彩、层林尽染；冬天，河堤覆
雪、红装素裹……春夏秋冬、四季轮
转，就像打翻了的调色盘，绘就出缤纷
绚烂的唯美画卷。

时下的东阿黄河风景道，不似春
光，胜似春光，正以生态为底色、文化
为灵魂，呈现出崭新的风貌。

妙手绘就二十里黄河画卷
——东阿黄河国家风景道创建纪实

东阿黄河国家风景道申报段。■ 卢化锐

（上接1版）是建设银行聊城分行践行
新金融行动、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抓
手。近年来，该行坚守金融为民初心，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
动力，持续加大对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投入，强
化金融产品创新、加快服务升级、推进
应用场景建设，全力打造更便捷、更普
惠的金融服务生态圈，高质量满足人
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科技的
赋能，也大大拓展了普惠金融服务的
边界。今年以来，该行为全市7309户
小微企业客户投放贷款67.48亿元。

创新引领
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拿出手机，登录“三资”监管平台
手机客户端，输入身份证号，随着界面

的切换，一组组数字便跃然屏上……
“你瞧，现在村里的‘三资’账目一目了
然，村民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我们终
于可以放开手脚带领群众谋发展了。”
东阿县高集镇大侯村党支部书记侯庆
辉说。

“三资”不清，民心难安。为助力
农村“三资”管理，建设银行聊城分行
搭建了集银农直联、资金审批、啄木鸟
监督之窗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智能
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实行“一
网式”管理、“一键式”监管，助推乡村
治理迈向规范化、制度化，该项目平台
获建设银行总行“三大战略”创新一等
奖。

顺应时代需求，建设银行聊城分行
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优势，打造涵盖线下
普惠金融服务点、线上手机App和微信
公众号在内的“裕农通”乡村振兴服务
平台，将服务重心下沉至乡村。目前，
全市已建成“裕农通”服务点2424个，覆
盖全市2166个行政村；“裕农通”App为
农民提供存取款、结算、支付等基础金

融服务的同时，还可以提供智慧村务、
电子商务、便民就医等服务。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重中之重。
该行积极建立金融专员机制，选派了2
人担任县党政副职，择优遴选了16人
到乡镇（街道）担任党委挂职副书记，
助力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目前18名
金融专员均已到岗任职。2023 年以
来，为冠县柳林镇和崇文街道授信
2900 万元，为冠县清泉街道耿儿庄经
济合作社发放“集体信用贷”300万元，
为农户发放兴农快贷705笔，累计1.36
亿元。

汇聚暖流
构筑百姓身边“新港湾”

“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没电
能充电，饭凉能加热，这个‘劳动者港
湾’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62岁的环
卫工人田大姐刚忙完片区的清扫工
作，便走进建设银行聊城铁路支行营
业厅暖暖身。

为了让新金融行动最大限度地惠

及民生，建设银行聊城分行各营业网
点一改传统银行仅接待业务客户的
模式，坚守金融为民的初心，设立了专
门服务城市劳动者的功能区，解决户
外劳动者休息、热饭、饮水等实际困
难，成为水城百姓的“歇脚地”“加油
站”和“充电桩”“暖心窝”。

近年来，建设银行聊城分行秉持
“利公达人”的初心，积极践行“劳动者
港湾”新金融暖心行动，倾心打造“融
心‘聊’亮”服务品牌，围绕“魅力厅堂”

“活力晨会”“得力大堂”“给力柜员”
“助力夕会”等五项服务品牌的打造，
为客户提供“贴心环境、细心流程、放
心技能、用心交流、知心员工”的高品
质服务。

不负青山，不负韶华。“下一步，我
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服务实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持续增
强防范金融风险能力，以新金融实践
助推聊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赵
海红说。

打造新金融行动的

“聊城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