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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企业环保守法意识，对环境违法行为形成震慑，市生态环
境局对查办的环境违法典型案件进行通报曝光。

案例一、山东智盛电子器件有限公司：2024年9月18日，现场检查发
现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产生的危险废物（废灯管及废过滤棉）进行申
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已责令整改，并处罚款14.2187万元。

案例二、聊城市华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2024年9月18日，该单
位镀锌薄板生产线正在生产，配套建设的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现
场检查发现该公司镀锌薄板生产线已开工生产，但镀锌薄板生产项
目尚未申领排污许可证，属于无证排污。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
局已责令整改，并处罚款21.875万元。

案例三、东阿县行仁建材有限公司：聊城市于2024年12月16日0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响应，通过企业用电量监控平台发现，该
单位在2024年12月16日12时29分至15时22分商混线正在生产，未
按规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阿县分局已
依法予以查封。

案例四、山东邦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聊城市于2024年12月16
日0时启动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响应，通过企业用电量监控平台发
现，该单位2024年12月16日0时至12月17日1时48分喷塑、固化工
序正在生产，未按规定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聊城市生态环境局
东昌府区分局已依法予以查封。

下一步，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将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始终
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各单位要强
化守法意识，履行主体责任及法律义务，提升环保管理水平，依法落
实各项管控措施。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 赵琦 通讯员 杨鹏）1月21日，记者从莘县司法局
了解到，该局通过采用“两审两评一备案”镇街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
查新模式，推动镇街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促进
镇街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建立司法所和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两审工作机制。莘县司法局制
定实施方案，从制度上明确了各镇街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决策事项合法
性审查、档案卷宗管理规范的各项要求。纳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
项由承办站所、中心负责决策草案拟定、征求意见、执行和后评估等工
作，依法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法定程序。履行完法定
程序后，承办部门将决策草案及相关材料交司法所进行合法性审查。
司法所组织法律顾问、公职律师提出法律意见。

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知识考试评比、规范档案卷宗评比两评工作机
制。组织召开全县镇街合法性审查卷宗评查会议，通过现场查看、集中
评查、互查互评等方式进行全面评查，形成评查明细表，提出整改意见
和建议，并形成书面报告，在全县范围内通报；组织镇街合法性审查机
构工作人员进行了技能比武，采取闭卷测试的方式，全面考察合法性审
查人员的知识储备。

建立镇街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备案工作机制。各司法所负责相关镇
街重大行政决策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以及重大行政决策合法
性审查工作。根据镇街年度重点工作，结合本站所、中心承担的职责和
任务分工，确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建议项目。

莘县

“两审两评一备案”推进依法决策

■ 本 报 记 者 刘亚杰
本报通讯员 刘胜男

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是现代经济
的核心，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1月17日，记者从冠县人大常委会了
解到，2024年以来，冠县人大常委会通过
加强金融工作监督，推动政银企对接，督
导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政策落实落
地，为冠县经济发展赋能。

为中小企业蓄力

“我提交的《关于银企互助的建议》，
县人大常委会非常重视，将此建议重点
督办，全程跟踪监督政府金融部门与银
行机构对接，引导支持多家银行推出了
中小企业贷款新产品和系列化、便捷化
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方式，帮助中小企
业解决贷款难的问题。能为中小企业发
声、为群众解决难题，我很自豪。”1 月 17
日，冠县人大代表轩学中说。

在重点建议督办过程中，冠县人大

常委会与县金融运行监测中心的工作人
员共同前往浦发银行冠县支行和冠县齐
丰村镇银行，了解两家银行针对中小企
业制定的最新贷款措施和具体授信情
况；同山东润昌农村商业银行实地走访
多家企业，共同探讨多渠道融资方式，帮
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组织引导银行
机构创新推出灵芝贷、樱桃贷、酥梨贷、
蓝天环保贷等特色信贷产品，为外出经
商冠县籍人员推出“农商乡情贷”。

通过“冠县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平
台”，金融支持“三农”主体、中小微企业
5.73万户，投放贷款348.2亿元，银行机构
平均贷款利率降低 2.03 个百分点，节省
融资成本3.2亿元。

为钢板产业引资

作为钢板产业特色县，冠县现有钢
板加工企业 1200 余家，年产能 1600 万
吨。据统计，目前冠县钢板加工企业约
100 亿元融资需求通过“托盘模式”解
决，综合成本 11%以上，市场主体融资

难、融资贵等矛盾日益凸显。为帮助钢
板企业降成本、增效益，提升金融精准
支持钢板产业链供应链能力，冠县人大
积极探索政银企对接新模式，助力金融
部门按照“政府主导、国企运营”模式，
创新研发了“冠之链”供应链金融服务
平台。该平台通过整合辖内外金融资
源，提高钢板供应链融资规模和扩大信
贷覆盖面。

目前，该平台已注册意向融资企业140
家，4家银行完成合作准入，3家银行上报
总行准入中，工商银行、莱商银行、齐鲁银
行、润昌农商行通过平台为冠县18家企业
放款3.29亿元，企业融资成本低于5%，与

“托盘模式”相比降低了6个百分点。

为金融授信护航

“诚信是企业的立身之本、生存之
基。企业坚持诚信经营，才能引得来资、
获得了利、立得住根。”冠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钢板加工产业链链长朱明宪说。

为提高冠县“信用促发展”水平，冠

县人大常委会带领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领导小组、冠州国际陆港供应链有限公
司赴新泰市开展信用体系建设考察工
作，学习“信易贷”等经验做法。

考察组通过参观新泰市公共信用信
息服务中心信用大数据创新实验室，详
细了解信用平台在数据收集、银企合作
推进及服务县域重点产业客户等方面的
情况；学习如何通过信用实验室实现“数
据—信用—信贷”，推进信用数据价值变
现和金融业务场景应用等方面的经验做
法；就信用平台构建、数据收集分析、信
用促成信贷、社会信用完善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探讨。

冠县人大常委会推动多部门联合构
建以信用换信贷数字化体系建设，拟通
过打造集中开放便捷的数字信用模式，
筛选信用优质客户，让银行能够更加高
效、放心地为冠县企业授信。同时，引导
企业诚信经营，树立冠县企业诚信品牌，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为企业发展赢得更
多机会和助力。

以监督实效激发经济活力
——冠县人大常委会督导金融政策落地见效

本报讯（记者 朱海波 通讯员 章国华 刘长伟）“工业废水排
放量不等于处理量。工业废水处理量是处理之前废水的总量，而排
放量是处理完成后排出的干净水的量。”1月17日，阳谷县生态环境分
局总量办主任张振锋一行在阳谷六和鲁信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排污许
可与排放统计年报现场指导，对企业负责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排污许可与排放源统计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开展污染物减排核算、做好环境监察等工作的
重要基础。然而，排污许可与排放源统计涉及知识面广、数据多，对于
企业而言，高效、准确地完成这份年报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为帮助企业高质量完成填报任务，自 1 月 2 日该项工作启动以
来，阳谷县生态环境分局精心组织了多场专题培训，内容涵盖排污许
可证执行报告季报、年报以及排放源统计年报等多个方面。同时，充
分利用信息化资源，搭建起全天候服务平台，线上线下双管齐下，为
企业答疑解惑。进入填报阶段后，严格依据工作时间节点，科学统筹
工作进度，合理规划工作流程，确保填报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

阳谷县生态环境分局成立专项工作组，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考察
企业的废水处理设施、废气排放监测点及固体废物储存与处置场所，
现场指导企业如何准确记录并计算各项环保指标，针对企业在实际
操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给予耐心细致的解答和示范操作。

目前，全县已有228家企业完成了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提交工
作，占比81%；完成审核228家，审核发现问题180余个，及时指导企业
进行了纠正。165家排放源统计企业已全部完成填报，已审核完成60
余家，审核发现问题30余个，已全部督促整改。

阳谷县

高效推进排污许可与排放源统计

1 月 21 日，在茌平区
贾寨镇肖庄村，村民正忙
着蒸花糕、做花馍，迎接

“小年”的到来。
我 市 有 春 节 制 作 花

糕、花馍的习俗。人们制
作花糕等面食，寓意步步
登高、日子一天比一天更
美好，也为即将到来的新
春佳节增添浓浓年味。

■ 赵玉国

■ 本 报 记 者 邹辉
本报通讯员 祝文彬

“退休那天，单位专门为我举办这样
有纪念意义的活动，让我心里暖暖的。”1
月22日，回忆起高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前
不久组织的荣退仪式，一等功臣徐希芳眼
中浸满激动的泪水。工作40余年的徐希
芳曾在军队荣获一等功，转业后退役不褪
色，毛遂自荐承担起高唐县传承红色基因
双拥馆讲解工作，通过互动式宣讲，增强
群众的国防意识和忧患意识，激发他们的
爱国热情。

筑梦新时代，厚植双拥花。在高唐县
这片红色热土上，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
传统早已深植其中。2024年以来，高唐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紧紧围绕“让退役军人获
得感成色更足”主线，牢固树立精准、精
诚、精心的“三精”服务理念，倾力打造“尊
重尊崇、共襄双拥”品牌，不断丰富工作载
体，创新工作路径，用心用情关爱退役军
人，让他们的荣光看得见、摸得着，扎实推
进退役军人服务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拓展退役军人服务站服务外延，是高
唐县创新开展退役军人服务工作的一大
亮点。在健全完善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
的基础上，高唐县设立了全市首家税务机
构退役军人服务驿站，为退役军人提供办
税缴费事项受理、涉税费权益保障等方面
的服务，并推出一网通办、延时受理、绿色
通道等专项举措，为广大退役军人、现役
军人军属提供更加专业、精细、优质的办

税缴费服务。目前，高唐县已在军创企
业、金融机构、办税大厅等创新建立多家
拓展型退役军人服务驿站，覆盖服务对象
6956人，累计吸纳带动退役军人及家属就
业 800 余人，发放创业扶持贷款 5654 万
元，帮助军创企业享受税收优惠1570余万
元。与此同时，高唐县还探索创新“1+3+
N”退役军人法律服务新模式，联合检察
院、法院、公安等部门在全省率先打造覆
盖城乡、便捷高效、普惠均等的法律服务
矩阵，开辟了退役军人诉讼绿色通道。

汇聚社会力量，致力拥军优属。为进
一步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
统，构建社会化拥军新格局，高唐县开展
了拥军“惠”兵系列活动，面向广大现役军
人和退役军人推出“拥军见面礼”“拥军价

格补贴”“拥军捐赠”三个优惠大礼包，在
全社会营造了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
人的浓厚氛围。去年以来，高唐县退役军
人事务系统坚持聚合社会力量做好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服务需求，
积极扩展优待证搭载功能，不断拓宽基层
服务领域和渠道，极大提升了广大退役军
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尊
崇感。

高唐县充分挖掘书画资源禀赋，探索
建立“书画+双拥”模式，成立了36人的拥
军书画志愿人才库，建设退役军人书画
苑，精心设计书法喜报牌匾，将立功喜报
与书法作品融合，既有军人特色，又有艺
术韵味，营造了“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的
浓厚氛围。

尊崇之光闪耀书画之乡
——高唐县开展退役军人服务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