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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三批信访举报件4
件（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2件。本批信访件涉及东昌府区1件、
阳谷县2件、高唐县1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水污染问题1个、大气污
染问题2个、土壤污染问题1个、噪声污染问题2个。当日，上述信访举报件全部
交办相关县（市、区）政府及市直部门。

截至6月9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市转办信访件44件，
其中重点关注件3件。交办的信访件中，涉及市直3件、东昌府区10件、茌平区6
件、临清市3件、冠县1件、莘县3件、阳谷县6件、东阿县2件、高唐县5件、经开区3
件、高新区2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47个，其中水污染问题5个、大气污染问题19
个、土壤污染问题8个、生态破坏问题3个、噪声污染问题11个、其他问题1个。

注：具体情况见附表（见第7版）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转办第十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精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山东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
驻期间（2025年5月27日—6月27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531-51770733，
专门邮政信箱：济南市A240号邮政专用邮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
天8:00—20:00。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山东

本报讯（记者 姬翔 通讯员 李盼盼）6月6日，记者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获悉，我市207家企业入选山东省2025年度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

创新型中小企业是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较强
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今年以来，我市积极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实
施梯度培育，坚持“全面摸底建台账、精准画像贴标签、一企一策抓提升”的工作
思路，健全“选种、育苗、培优”的全周期培育机制，完善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库，针对入选企业，分层分类施
策，提供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市场开拓等定制化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强化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服务培育工作，开展政策解读、入企指导、一对一帮扶等
活动，截至目前，重点种子企业新增发明专利60项，参与制修订标准42项，建立
研发机构72个。设立“检察+工信”助企服务站，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服
务，打造更加公平的法治环境，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

我市新增207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曹心怡

风吹麦浪，遍地铺金。6月6日，
茌平区冯官屯镇大高新村，4 台收割
机驰骋在连片麦田里。“合作社整合
零散农机，统一调度，每亩能节省 30
元！”农户孙学研擦着汗笑道。

孙学研提到的合作社正是该村
党支部领办的万福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今年，该合作社将辖区农机统
一调配，为 900 亩地提供收割、运输、

播种“一条龙”服务。
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一棵棵麦秆

被卷入机器，脱粒后的麦粒如金色瀑
布般流入运输车辆，田间地头处处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

丰 收 的 喜 悦 从 田 间 蔓 延 至 街
巷。杜郎口镇唐槐公园已铺开耀眼
的金黄。镇政府启动“公共晒场共
享计划”，腾出文化站广场、村党支
部大院、鲍庄村四纵四横道路等5 万
平方米公共空间，破解晒粮难题。

“干部帮着翻晒，比在自家院子里晒

粮还踏实！”村民王秀兰挥动木锨说
道。

助农服务全力“守护”着农民的
丰收梦，科技的加入则为丰收注入更
强劲动力。

在冯官屯镇的万亩示范田中，
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大显身手。该
系统通过北斗导航精准规划路径，
实现水肥精准输送至麦根，较传统
灌溉方式节水30%以上，肥料利用率
提高至 60%以上。“精准调控让每亩
地多收了一百多斤粮！”种粮大户所

伟伟笑容满面地说。
与此同时，胡屯镇 3 台搭载北斗

导航的联合收割机列队前行。“系统
自动规划最优路径，跑直线、控间距
全 交 给 卫 星 ，作 业 效 率 提 升 了 近
40%！”农机手李振山告诉记者。

科技与服务双轮驱动，茌平区麦
收工作高效推进。该区多措并举，加
大农机调配力度，保障作业需求；及
时发布气象预警，助力农户避雨抢
收；提供精准农技指导，强化技术支
撑，全方位为麦收保驾护航。

麦收新景

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6月6日，记者从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了解
到，今年以来，该县深入开展全域全时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整治行动，对道路、企
业、工地等重点领域实施精准管控，取得显著成效。1至4月份监测数据显示，
该县PM10浓度同比下降21.9%。

在道路扬尘治理方面，冠县创新实施道路编号管理制度，对城区265条道路
和乡镇46条主干道建立台账，实行“一路一策”精细化管理。在工业企业扬尘治
理方面，冠县坚持对企业厂区道路湿扫保洁，严格落实洒水次数和洒水质量，裸
露土地硬化或绿化，开展洗厂行动，全力抑制扬尘。在施工工地管理方面，冠县
住建部门重点抓好对拆迁工地、建筑工地、线性工程等区域的治理，严格执行围
挡、覆盖、喷淋等“6个100%”标准，推动扬尘防治向科学化、精细化迈进。

冠县构建全域全时精准控尘体系

护航三夏保丰收

6月8日，茌平区丰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手驾驶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近日，茌平区86万亩小麦开始大面积收获，当地利用农机推广站、农
机专业合作社等专业力量，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机收减损培训活动，积极做好“三夏”期间应急保障和技术服务等工作，用科技手段助力夏粮稳产丰收、
颗粒归仓。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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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
可及，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增强社会保障公平性

（一）有效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强化社会
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健全灵活
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
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
制，健全参保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转移接续机
制，稳妥有序提高城镇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比例。优化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档次设置，合理确定缴费补贴水
平，适当增加缴费灵活性，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
制。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
等予以社会保险补贴。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筹资机制，推动缴费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相挂钩，对连续参保和当年零报销人员
按规定提高次年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有序
推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继
续将技能提升补贴申领对象放宽至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员。支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将生育保险
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加强社会
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衔接，精准落实
为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政策，增

强低收入人口抗风险能力。
（二）加强低收入群体兜底帮扶。充分运用

大数据比对与实地摸排相结合等方式，加强动
态监测预警，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群众纳入社会
救助范围。制定低收入人口认定办法、低收入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全面开展低保边缘家
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合理确定调整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
挂钩，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加强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与其他社会救助标准的统筹衔
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合理提高最
低工资标准。制定技能人才最低工资分类参考
指引。实施农村低收入人口开发式帮扶提能增
收行动，建立农村低收入家庭劳动力劳动伤害
帮扶机制。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优先吸纳
带动低收入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

（三）全方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效。依据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细化制定分地区分领
域基本服务项目清单、基本质量标准、均衡评估
办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可承受能
力，适时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增量服务事项
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推动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与人口变化相协调，按照服务半径合理、

规模适度、功能适用、保障有力要求，优化服务
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支持各地建立健全存量
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利用机制。以县域为基本单
元，全面推进公共服务规划布局、设施建设、资
源配置、人才调配城乡一体化。支持面向艰苦
边远地区农村提供形式灵活的基本公共服务。
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符合条件的新增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优先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
供。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
加快信息数据互通共享，推进婚姻登记等常用
服务事项取消户籍地限制全国通办，扩大优质
数字公共服务资源覆盖面。

（四）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采
取常住地直接提供、跨区域协同经办、完善转移
接续等方式，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调整为常住地
提供。推动人口集中流入地城市“一城一策”制
定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施办法，推动符合
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
等权利。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
金制度。支持各地统筹资金渠道，加大保障性住
房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运营长期租赁住房。

三、扩大基础民生服务普惠性

（五）推动教育资源扩优提质。实施基础教
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通过挖潜扩容扩大现有

优质中小学校、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将义务教
育基础薄弱学校纳入优质学校集团化办学或托
管帮扶。用5年左右时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学
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新建改扩建1000所以上
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基本办学
条件。加快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
例，主要依据学生规模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
并向农村学校等倾斜。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
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中西部人口大省倾
斜。支持布局新型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中外合
作办学，逐步提高优质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全面
深化产教融合改革，引导高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强化行业企业
实践培养，支持高校针对社会急需紧缺技能开展

“微专业”建设，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六）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共享。推进优

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优化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城市医疗资源向
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逐步实现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全覆盖。支持高水平医院人员、
服务、技术、管理等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
推进城市医联体建设。支持高水平医学人才向
县级医院下沉，重点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短
板专业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办好基层特色专科，

提高常见病多发病诊治水平，推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提高服务能力。推动建立远程医疗服务
网络，推广“分布式检查、集中式诊断”医疗服务
模式。完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机制，
制定出台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用药保障需求。

（七）大力发展“一老一小”普惠服务。推动
各地多渠道扩大“一老一小”服务低成本场地设
施供给。支持“一老一小”服务机构提供质量有
保障、价格可承受、运营可持续的普惠服务。完
善普惠养老、普惠托育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对基
本服务收费加强引导。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
点，提高养老服务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增加
护理型床位供给，新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
比原则上不低于80%。支持普惠养老服务增量
资源向社区倾斜，增强日间照料、康复护理、上
门服务等能力，积极发展家庭养老床位，完善家
庭养老支持政策。积极发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
务，引导有条件的乡镇敬老院向社会提供服务，
优先满足孤寡、残障失能、高龄留守和低保家庭
老年人照护需求。多渠道增加公建托位供给，
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和家庭托育点，支持
有条件的幼儿园延伸发展托育服务，用10年左
右时间，推动有条件的大城市逐步实现嵌入式
等普惠托育覆盖80%以上社区。 （下转第8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

（2025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