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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优化营商环境 创新突破行动

本报讯（记者 常鲁燕）12月 1日是
国务院《地下水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正式实施的第一天。实施当天，市
水务局组织全市 22家凿井施工企业代
表，召开《条例》宣传贯彻座谈会。

座谈会上，市水务局工作人员介绍了
我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情
况，详细解读《条例》出台背景、主要内容、
最新要求，各凿井施工单位原原本本学习

《条例》全文，并对《条例》出台的重要意义
和贯彻执行分别发表意见和看法。

据悉，地下水资源是城市水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水资源量占当地总水资源量
的比例超过 80%，地下水资源供水量占总
供水量的 50%以上，具有重要的资源属性
和生态功能。《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地
下水迈入依法严管的新阶段，对我市加强
地下水管理和保护意义重大。水行政主管
部门和凿井施工单位是地下水资源开发利
用、节约和保护的重要参与者，双方不仅是

《条例》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更应成为
宣传贯彻《条例》的先行者。市水务局将严
格按照《条例》的制度规定，用法治力量守
护地下水，推动新阶段水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红艳）12月 1日，
医专附院专家团队在副院长苑玉萍的
带队下登门为丹阳办事处党庄社区计
生特殊家庭党明田进行健康查体及健
康指导。

据悉，11月份以来，菏泽开发区社
会事业发展中心计生协会、菏泽医专
附属医院为进一步做深做实“我为群
众办实事”主体活动，组织内科、眼科
等专家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进行
入户查体。本次活动惠及计生特殊家
庭 48户，共计 75人。

据了解，党明田 10岁时就得了软
骨病，双下肢畸形，2000年初，因一次事
故再也无法站立。党明田 85岁的父亲
告诉记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一
家人现在的好生活，市残联专门为儿子
定制了轮椅，我妻子的软骨病更严重，
身体多处骨折，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

苑玉萍说：“医院一直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今
年以来，多次深入各县区开展义诊活
动，为行动困难的患者提供上门检查
服务。”

本报讯（记者 常鲁燕）12月 3日，
菏泽市水务局机关党支部联合市水务
集团、市水务执法大队、市水务事业发
展中心等单位党支部，深入市第二水厂
建设现场，共同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现场，5个党支部 60名党员通
过聆听现场讲解、观看图片展示、参观实
物、座谈交流，详细了解水厂建设情况和
自来水制作工艺。活动中，全体党员重
温入党誓词和“忠诚、干净、担当，科学、
求实、创新”十二字新时代水利精神，围
绕“学习领会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践行
水利初心使命”这一主题开展讨论。

据悉，市第二水厂在建设过程中，遭
遇了1953年以来最大汛情，地下水位高
涨，输水管道跨越菏泽 4个区，3次穿过
铁路，给施工带来极大困难。面对困难，

参建单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迎难而上，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解决了群众

“急难愁盼”的用水问题。市第二水厂建
设者们的奋斗历程给全体党员上了一堂
生动的党课，接受了一次思想洗礼。

市水务局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一改往
日室内集体学习的形式，将学习教育开展
到水务工程建设一线，不但激发了党组织
的工作活力，而且多渠道拓宽了党员的眼
界和视野。大家纷纷表示，一定紧紧围绕
全市水务工作发展思路和建设规划，主动
担当作为，提升为民情怀，为新时代菏泽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水务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明广增）郓城县以
林长制为抓手，将牡丹产业与林下经济
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积极整合土地资
源，新建两个牡丹种植基地。

郓城县国有何庄林场积极探索绿色
生态新模式，依托林下资源优势，把油用
牡丹耐荫的特性和丰富的林下资源结合
起来，抓住牡丹栽培的黄金时期，大力发
展林下油用牡丹种植。11月份以来共购
进 70万株两年生优质油用牡丹苗，发动
林场职工及周边群众 60余人，目前已在
清河崖工区林下种植油用牡丹 210亩。

郓城县张营街道办事处按照县委、县
政府“林长制”部署，将林长制“增绿”作为
激活乡村振兴的绿色动能，在彭庄村北规
划牡丹优良品种保护培育科技产业园，以

“牡丹”为媒，做好特色农业、旅游业融合
发展文章，筑梦乡村振兴。11月份以来已
种植观赏牡丹及油用牡丹 138亩。下一
步张营街道办事处将把牡丹经济和全面
改善村庄风貌巧妙结合起来，把牡丹产业
种成景观，走出一条美丽乡村建设、牡丹
产业发展、旅游产业提档升级的融合发展
道路，让牡丹风景卖出好“钱景”。

（1）头部防护主
要 是 佩 戴 安 全 帽 。
安全帽适用于环境
存在物体坠落的危
险和环境存在物体
击打的危险。

（2）坠落防护主
要 是 系 好 安 全 带 。
安全带适用于需要
登高时（2米以上）和
有跌落的危险时。

（3）眼睛防护一
般是指佩戴防护眼
镜、眼罩或面罩。存
在粉尘、气体、蒸汽、
雾、烟或飞屑刺激眼
睛或面部时，佩戴安
全眼镜、防化学物眼
罩或面罩（需整体考
虑眼睛和面部同时
防护的需求）；焊接作
业时，佩戴焊接防护
镜和面罩。

（4）手部防护主
要方法是佩戴防切
割、防腐蚀、防渗透、
隔热、绝缘、保温、防
滑等手套。可能接
触尖锐物体或粗糙
表面时，选用防切割
手套；可能接触化学
品时，选用防化学腐
蚀、防化学渗透的防
护用品；可能接触高
温或低温表面时，做

好隔热防护；可能接触带电体时，选用绝
缘防护用品；可能接触油滑或湿滑表面
时，选用防滑的防护用品，如防滑手套等。

（5）足部防护用品主要有防砸、防腐
蚀、防渗透、防滑、防火花的保护鞋。可能
发生物体砸落的地方，要穿防砸保护鞋；
可能接触化学液体的作业环境要穿防化
学防护鞋；注意在特定环境穿防滑或绝缘
或防火花的防护鞋。

（6）防护服适用于保温、防水、防化学腐
蚀、阻燃、防静电、防放射线等。防护服一般
要求：高温或低温作业要能保温；潮湿或浸
水环境要能防水；可能接触化学液体要具有
化学防护作用；在特殊环境下的防护服应具
有阻燃、防静电、防放射线等功能。

（7）听力防护。应根据《工业企业职
工听力保护规范》选用护耳器，同时还要
考虑提供适宜的通信设备。

（8）呼吸防护应根据GB/T 8664—200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选用。
要考虑是否缺氧、是否有易燃易爆气体、是否
存在空气污染，以及其种类、特点、浓度等因
素之后，选择适用的呼吸防护用品。

【法律提示】
《安全生产法》规定：企业必须为从业

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
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12月 3日，菏泽市“青春向党”青年党组织书记宣讲活动启动。前期，团市委依托
青年讲师团，从担任党组织书记的乡村好青年、青年典型、全市优秀青年教师等青年群体
中选拔出了一批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宣讲能力强的宣讲员，组建了一支30人的“青
春向党”宣讲团。启动仪式后，他们将分赴各县区、镇街、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为青少
年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图为
活动现场为宣讲团成员发放聘书。 记者 李亚楠 摄

▲12月1日，定陶区马集镇白庄行政村村民王绍保正在蔬菜大棚里采摘茄子。据悉，该村大力发展蔬菜种植，经多年发展，现有温室大棚378
个，拱棚240亩，露地菜320亩，建有蔬菜批发市场，年产销蔬菜2.8万吨，产值5600万元，全村626户村民都走上了富裕路。记者刘卫国摄

成武：深化“放管服”改革 赋能高质量发展

大棚蔬菜鼓了村民口袋大棚蔬菜鼓了村民口袋

我省就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出台新规

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体系

市水务局：主题党日活动开到建设工地

医疗专家上门为残疾人送温暖

市水务局组织凿井企业学习贯彻《地下水管理条例》

郓城：发展牡丹产业 激活乡村振兴

““青春向党青春向党””青年党组织书记宣讲活动启动青年党组织书记宣讲活动启动

土地流转“转”出乡村振兴好路子
——鄄城县富春镇叶庄新村土地流转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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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到市委党校作报告
本报讯（记者 王 浩）12月 6日，市委

常委、菏泽军分区司令员王宏到市委党
校作报告。市委党校县级干部进修班、
科级干部进修班、年轻科级干部培训班
学员参加报告会。

王宏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落实武装工作法律法规和党管武装
制度，抓好新时代武装工作”的主题，从

“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党管武装的根本原
则和制度、国防动员单位主责主业的基

本内容”等三个方面，为全体学员作了一
场主题鲜明、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专题
辅导报告。

聆听完报告会，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深受启发，受益匪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做好党管武装工作的重要意义、重点措施
和具体要求。下一步，会进一步加强学习
研究，创新思路方法，积极参与国防事业，
为开创新时代武装工作新局面，实现菏泽

“后来居上”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良好
的营商环境，如何打造和优化县域营商环
境？成武县从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破题，通
过改进政务服务理念，规范行政审批行为，
创新政务服务方式，打出一套“组合拳”，有
效推动“放管服”改革向更深层次、更广领
域开展，为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成武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转变工作作风，
强化服务意识，不断减材料、减流程、减时间、
减费用，让每一位办事群众和企业工作人员
感受到高效和便利，实现了市内迁移“一站办
理”及企业开办“全市通办”。为深入推进政
务服务“跨省通办”“全省通办”，该局制定了

74项“跨省通办”事项清单、107项“全省通
办”事项清单，深化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持
续提升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水平和“一网通
办”水平。同时，开展全县重点项目“贴心服
务制”，对全县重点企业和项目推行“1+1+2”
服务模式，即每个项目配备 1名分管领导、1
名企业联络员和 2名专职帮办代办员，组成
全程帮办代办团队，高效帮办各类审批手
续。该县县级干部轮班到县行政审批服务
大厅现场办公，进一步推动“一次办好”改革，
以一流营商环境换取招商引资的“成功指
数”和项目突破的“绩效指数”。

记者了解到，围绕推进“一次办好”改

革，成武县以简审批、优服务、便利投资兴
业为目标，强力落实精简事项、优化审批流
程前置审批环节、推行容缺办理、实行帮办
代办，创造性推出了政务大厅“一窗受理”、
贴心帮办“一次办结”等集成服务，并将让
群众和企业“最多跑一次”和“一次都不跑”
作为工作目标。该县市场监管局通过一系
列举措，探索出集成化、便捷化、精准化、规
范化的“菜单式”集成服务模式，结合企业
需求和职责职能，筛选出首批 28类、55项
服务重点，突出“制单、点单、办单、评单”4
个环节，精准服务企业。同时，对重点项目
的上马、落地需求提前对接、主动介入，实

行预约服务、延时服务、容缺预审等举措，
开辟绿色通道，积极为重点项目服务。

好的营商环境加快了项目落地，落地
项目的顺利实施又激发了更多投资者的投
资热情。机电制造产业园、精细化工园区、
医疗器械产业园、高端家居产业园、港航产
业园五大平台赋能新发展，一大批知名的大
企业、大客商纷纷前来成武投资兴业。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成武县以服
务为基础，不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把伯
乐故里打造成一片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
新热土，一片投资兴业、创新创业的新高
地。 记者 张 慧

《大众日报》消息 12月 3日，省农业农
村厅举行媒体吹风会，对省农业农村厅、省
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近日
联合印发的《山东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处理管理办法》进行解读。《办法》明确，按
照市场运作、政府引导、属地管理的原则，
建立以“谁使用谁收集、谁生产经营谁回
收、专业机构处理、市场主体承担、公共财
政补充”为主要模式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处理体系。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处长池方介
绍，新修订的《办法》共 22条，明确了依据、
适用范围、遵守的原则、政府及相关部门和
市场主体的责任、回收处理应具备的条件
等，自今年 12月 16日起施行。

根据《办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
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回收处理体系，设
立 1家以上县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
监督管理，同时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产生
情况的调查监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处理活动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
管理。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资金从哪里
来？《办法》指出，农药生产者、经营者应当
按照谁生产经营谁回收处理的原则，履行
相应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农

药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农药经营者上下
游之间，可以协商确定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处理义务的具体履行方式并签署相应协
议。丢弃在田间地头等处的农药包装废弃
物，难以确定责任主体的，处理费用由所在
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财政列支。

在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运输、利用、处
置等环节，《办法》提出，满足农药包装废弃
物回收处理相应条件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对包装废弃物内残留农药的研究实验数据
表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能够做到风
险管控，对环境风险小，特定条件下可实施
豁免。”省农药检定所副所长张耀中说。

“原来的管理办法，按危险废物管理，
每吨回收处理费用在 8000元以上；新修订

的《办法》，满足条件不按危险废物管理，经
测算每吨应在 1000元以内，大大减轻市场
主体和县级财政负担，也就便于保障回收
处理资金。”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二级调
研员尹燕思介绍。

《办法》提出，鼓励和支持按照“风险可
控、定点定向、全程追溯”的原则，建立市场
化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机制，由资源化利
用单位对农药包装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
用。资源化利用不得用于制造餐饮用具、
儿童玩具等产品，防止危害人体健康。资
源化利用单位不得倒卖农药包装废弃物。
进入确定的资源化利用单位进行农药包装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
物管理。 （毛鑫鑫）

“老村复垦地和原有耕地，叶庄新村共
有900余亩土地，已全部流转，租金按‘人头
’分红，每个村民一年分红1000元钱。”鄄城
县富春镇叶庄新村党支部书记于金山说。

然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了土
地靠什么吃饭？在土地流转之前，有这种
思想的村民不在少数。针对这个问题，镇
村干部通过多次召开座谈会，引导村民算
经济账和长远账，为叶庄新村整村土地流
转铺平了道路，加快了流转步伐。

种地是农民的传统，叶庄新村外出务工
人员，无论走得多远，麦收秋收时节，都要赶
回家中。来回路费，再加上几天的误工费，
成本甚至比庄稼的收成都高。原本赖以生
存的土地，却成了外出人员的“包袱”。

“家里种着地，不回来又不行。现在土
地流转了，他们不用来回奔波，也算是少了
一桩麻烦事。分红都打到他们账户上，省
心又省力。”于金山说。

“过去种地一年忙到头，生活也没啥变
化，现在土地流转了，旱涝保收，还能就近打
工，一年下来，工资加土地流转租金，可比原
来种地划算多了。”说起土地流转的好处，叶
庄新村村民李瑞莲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019年，对叶庄村来说，是具有历史
意义的一年。村民整体搬迁，欢天喜地搬
进了叶庄新村，住上了新房子。

叶庄新村设计了两层带院的小别墅、
多层楼房、老年房和安置房。四种户型，满
足了不同人群的居住需求。

在没搬迁之前，叶庄村是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偏远村落，总人口 624人，是一个典
型的“空壳村”。村民居住零散，村内闲置
土地多。其中，废弃的坑塘、荒芜的院落，
占用了全村五分之一的土地面积，成了制
约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要想加快农业发展，必须破解土地难
题。村民搬迁后，我们紧接着就对老村进行
了复垦，村里的所有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
统一进行流转。”于金山告诉记者。叶庄新
村通过土地流转，让零散的土地集约化、规
模化，土疙瘩变成了“金疙瘩”，也吸引了村
里的年轻人回村创业，共建美丽家园。

村民陈华永一直在外地打工，得知家
乡要流转土地，便辞去工作，回到村里承包
了200亩土地，种植大豆等农作物。

土地的种植、管理、收获，都需要大量
劳动力，为叶庄新村村民提供了诸多就业

机会，让他们在家门口从农民变身为工人，
不仅有地租分红，还可以挣工资，收入比种
地时还要多。

“以前村里和村民家中，到处都是晾晒
的粮食和秸秆，村里的环境整治困难重
重。”叶庄新村村干部曹凤娟说，现在，村民
不种地了，不用再往家拉粮食、秸秆了，新
村更加干净整洁了。同时，村民也有了更
多精力打造庭院，搬到新村后，叶庄新村有
10余户家庭被评上了“美丽庭院”。

虽然已是冬季，村民陈孟来家的院子
里却依然鲜花簇拥。三角梅、菊花吐露着
芬芳，给整个庭院平添了一股灵动的生机。

在叶庄新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整洁
又有生气、灵气，一个个“美丽庭院”，如同
锦上添花，让新村更具神韵。

叶庄新村坚持党的领导、整合力量、发
挥优势，通过新村规划、土地流转，唤醒“沉
睡资产”，激发农村发展活力，有效助推乡
村振兴，让昔日的偏远村落成了安居乐业
的幸福村。记者 焦同帅 通讯员 刘永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