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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张海勇 记者
李若生）“今年，我们运到广州的牡丹有 10
多个品种，3000多棵，主要是大胡红、鲁菏
红、冠群芳等花大色艳、比较喜庆的品种。”
日前，牡丹区牡丹街道花农李洪伟说，当地
即将“下广”催花的牡丹数量在 20万棵左
右，将于农历腊月二十五前后上市当地年
宵花市场。

牡丹区将牡丹花卉产业作为全区四个

重点产业链之一精心培育。与科研院校共
建重点实验室 3家，获省级科研成果 5项；
成立全省第一家牡丹芍药产业博士工作
站，建成国家级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实施基
地。成立牡丹芍药切花协会、牡丹产业创
新创业共同体等组织 121个，评选出“牡丹
芍药标准化种植基地”30家。推广“龙头企
业（花卉市场）+专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等
模式，带动从业人员 2万余人。

同时，牡丹区着力打造“种植大户领
办”的村级直播销售模式，全区线上牡丹商
户有 1万余家，网络销售份额超过市场销售
总额的一半以上。从传统线下销售到电商
触网“云销”，由过去“开着货车跑全国”变
成现在“坐在家中卖全国”。该区通过大力
发展“美丽产业”，精细绘就“花样文章”，花
卉产业成为富民增收的 100亿级产业，牡丹
特色产业入选省“十强”产业“雁阵型”集

群，牡丹区获评“山东省花卉产业重点县”
“山东省花卉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立足牡丹芍药资源和区位优势，着力
打造种苗繁育、花卉培植、精深加工、文化
旅游四大产业集群，实现全产业链融合发
展。”牡丹区委书记尹茂林表示，将持续突
出规划引领、强化科技创新、拓展销售市
场，不断提升“中国牡丹之都”品牌影响力，
让牡丹芍药成为富民花。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丁其坤）
日前，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为新入职员工及时缴纳了社会
保险费，公司 338名员工全员参加了社
会保险，切实维护了员工的合法权
益。这是牡丹区开展“社保服务进万
家——全民参保共享美好”活动为参
保群众送上的“社保惠企利民政策大
礼包”。

牡丹区聚焦全民，紧盯盲点，按照
“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
则，积极开展“社保服务进万家——全
民参保共享美好”活动及社保政策宣传
解读活动，为小微企业职工、灵活就业

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参保
扩面宣传。截至 2023年底，全区企业养
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伤保险
和失业保险参保人员分别达到 11.7万
人、42.2万人、9.8万人和 5.4万人；企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连年
增长，惠及退休人员 4万余人、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领保人员 16万余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目前，全区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达
到 69.1万人，构建了覆盖全民、统筹城
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群众充分享
受到政策红利和社会发展成果。

本报讯（记者 李若生）2023年 12
月 28日，牡丹区举行“坚定不移推动高
质量发展”主题系列工业经济发展专题
新闻发布会。

2023年以来，牡丹区以“链长制”为
总抓手，突出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英搏
尔二期全面达产，加快推进卢德堡啤酒、
华瑞面业二期等项目落地投产，着力推
动装备制造和农副食品精深加工产业集
群做大做强。此外，牡丹区还着力培育

骨干企业，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推动企业工业化和信息化建设，扎
实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全年入库创新
型中小企业 40家，获批省级“专精特新”
企业 19家。精准滴灌帮扶举措持续助
企纾困解难，先后帮助解决小微企业融
资缺口超 2500万元。目前，全区已新建
5G基站 389个，累计达到 1602个。山东
天邦粮油等 9家制造业企业获评省级第
一批“晨星工厂”。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廉帅）2023年
12月 30日，牡丹区北方明珠、甲第壹号两
个项目回迁安置房启动交付，北城街道北
辰社区、句阳社区、益民社区和东城街道谢
场社区的 1000 户回迁居民喜领新房钥
匙。这是牡丹区当月迎来的第四批回迁安
置房集中交付。

据统计，本次北方明珠、甲第壹号两个
项目共交付住宅 1398套、逾 16万平方米，

商业 38套、4093平方米，储藏室 535间、
6444平方米，车位 874个。交房现场井然
有序，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分工明确，从入
场指引、资料审核、钥匙领取到新房验收，
每一个环节都有工作人员热情引导。“我这
次选了三套房子，准备给俩孩子一人一套，
打算过了年就开始装修。”北辰社区回迁居
民李女士说。

去年以来，牡丹区致力攻坚克难、加速

扫尾，充分发挥“1+4+5+N”工作机制作用，
全力推进城建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各
片区城建项目指挥部统筹部署，结合区住
建局及各街道办事处，加班加点梳理房源
信息，反复核对交房资料，精心为回迁群众
打造便捷、舒心的收房体验。目前，牡丹区
正持续聚焦群众关心的安居问题，多措并
举加快安置房建设，提升回迁安置速度，不
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本报讯（记者 李若生）2023年 12
月 28日，牡丹区举行“坚定不移推动高质
量发展”主题系列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专
题新闻发布会。

2023年，牡丹区持续加强公立医院
标准化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区中心医院二级医院复审已通
过省级评审专家组验收。大黄集、都司、
吴店、沙土、李村等镇的 10家机构达到国
家优质服务基层行推荐标准，9家卫生院
通过一级甲等卫生院市级评审。强化中
医药重点（特色）专科建设，区中医医院
骨伤科被评为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全区

卫生健康工作斩获多项省级、市级荣誉，
成立背囊化应急医疗小分队、打造卫生
应急科普宣传主题公园等创新做法，为
全市树立了样板。“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基
本建立，有序就医格局基本形成。

本 报 讯（记 者
李若生）2023 年 12
月 29 日，牡丹区人
民 政 府 新 闻 办 公
室、牡丹区牡丹街道
办事处联合召开“书
写民生答卷 绘就幸
福画卷”主题新闻发
布会。

为方便群众办
事，满足最多跑一次
的政务服务，牡丹街
道打造了一站式服
务中心——矛调中
心 ，设 置 12345 热
线、派出所、司法等
窗口，针对近年来高
频发生的家庭争执、
消费纠纷、业主冲突
等矛盾，设置妇联、
市场监管、物业等多
个窗口，追溯问题源
头，将矛盾化早化
小。同时大厅配备
轮驻窗口，依据孩子
上学、供暖等季节多
发矛盾问题，由教
委、人社、行政执法
等部门分月轮流入
驻。同时，矛调中心
二楼设有四源四进
调度中心、“枫桥式”
税费争议调解中心、
检察之窗等多个特
色功能室，处理解决

大厅所受理的百姓烦心事。前面窗口
接，后面部门办，进一步强化部门合作，
形成工作合力，做到对四源四进工作的
闭环管理。

牡丹区做强“花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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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区社会保险参保人数逾 69万人

“链长制”助力重点产业稳进提质

增进民生福祉 加强健康保障

日前，牡丹区
吴店镇村民在手工
展览活动中展示非
遗剪纸作品。村民
在传统剪纸的基础
上 突 出 创 艺 和 创
新，创作出单色剪
纸、彩色剪纸、立体
剪纸等形式多样的
剪纸艺术品及衍生
品，形成了集设计、
剪制、装裱、销售于
一体的产业链条。
近年来，牡丹区着
力培育发展剪纸、
面塑、裘皮玩具等
手造产业，建设了
一 批 非 遗 手 工 作
坊，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并出口多个
国家和地区。
通讯员 郜玉华

蒋硕 摄

牡丹区又有 1398套回迁安置房开始交付

本报讯（记者 都慧芳 通讯员 张硕）
“流程都摆在了桌子上，遇到不明白的环
节还有人主动帮忙，咱韩集镇现在办事效
率越来越高，服务越来越好了。”近日，曹
县韩集镇的刘大妈来镇便民服务大厅办
理儿子从部队退役的一些手续，通过扫描
窗口上的二维码，具体的操作流程、服务
指南一目了然。

自开展“三亮”专题行动以来，韩集镇
政府在便民服务大厅、执法队办事处等地

方，通过布置展示架，张贴二维码、宣传海
报等，将制度职责直观地展示出来，让群
众一看便知、一看便会。

韩集镇领导班子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靠前服务，主动作为，抽调多个部门的
业务骨干成立“三亮”工作小组，督促各部
门各村“三亮”专题行动开展情况，前往企
业主动“亮身份、亮职责”，现场帮助解决
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难点、堵点
等问题。设立专岗对办理业务的群众进

行回访，提供跟踪式服务，了解其服务评
价，征求改进意见。以评促改、以改促优，
全力提升服务水平，形成改进建议，持续
优化韩集镇政务环境。

韩集镇通过深入开展“三亮”专题行
动，有效推动了营商环境提升，规上企业
由 2022年 10家增长至 2023年 14家；新
入库技改项目 10个，总投资达 4.4亿元；
2023年 1-10月份完成投资 1.8亿元，同比
增幅 98%。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新）龙年春
节临近，曹县民间艺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曹县江米人第五代
传承人刘彦中近日接到山东省广播
电视台文旅频道邀请，将携带设计制
作的“龙娃”“牡丹仙子”“梁山伯与祝
英台祝”“牛郎织女”“八仙过海”等系
列江米人贺年作品登上齐鲁民俗网
络春晚大舞台，向广大电视观众献上
新春的祝福。

据刘彦中介绍，曹县江米人作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民间艺
术，其传承创新备受世人关注。曹县
为此专门建立了曹县江米人传习所，
用于江米人的设计研发和制作培训。
2023年以来，传习所陆续推出了“爱莲

说”“白蛇传”“迎新纳福”“钟馗”“先圣
孔子”等系列作品，并先后登上国际展
台，为中国民间艺术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

据悉，由刘彦中亲手设计制作的江
米人“龙娃”身高约 20厘米，重量 300余
克，全身色彩以红、黄为主，造型活泼，
呆萌可爱，面世后得到专家们的广泛认
可。此外，“牡丹仙子”“梁山伯与祝英
台”“八仙过海”“牛郎织女”等均源于齐
鲁民间传说创作而成。目前，由刘彦中
带领的制作团队，已经完成晚会江米人
贺年作品的制作任务。

这是曹县江米人作品继去年参加
法国卢浮宫、意大利米兰国际展览之
后，又一次精彩亮相。

本报讯（记者 都慧芳 通讯员 黄
红伟）近日，山东省医学会在官方网
站《党建与文化建设》专栏发布了由
曹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王献华创编
的《医 德 规 —— 医 德 医 风 规 三 字
经》，号召全省医务人员学习和传
诵。

山东省医学会在发文引言中指
出：“ 该文旨在推进医德医风建设，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群众就医体
验，促进医患关系和谐，营造风清气
正的就医环境，为行德行风建设提供
资鉴。”

《医德规——医德医风规范三字
经》由曹县人民医院医务工作者王献
华精心编写，共有行为、卫生、服务、
礼仪、语言、清廉、文化、修养、考评、

楷模等 12个篇章，总计 2300余字，被
称为卫生健康界的《弟子规》，是医疗
机构医德建设的指南、医务工作者的
镜子、人文医疗服务的助手、清廉文
化建设的导航、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
标杆、医学德育教育的教材、医学文
化上墙的素材，堪称卫生健康界的经
典。

据悉，此文首发于《医院与医学》
杂志首期“创刊号”，收录于《曹县年
鉴》《医院文化建设及医院管理研究》
等书籍和中华文库、百度文库、三亿
文库、360 个人图书馆等文库。问世
十年来，陆续在《医师在线》、《人口导
报》、《医界》、《人文医学》、《中国医学
人文》、人民网、中华网等多种纸媒或
网媒刊发或连载发表。

本报讯（记者 王雪）“今天
穿上俺村委会发给的军大衣真
是太幸福了！村委会对我们老
年人特别照顾，逢年过节不但
发放米面油，还发给过节的钱，
感谢党的好政策啊！”曹县庄寨
镇丁寨村 71岁老人丁书中感
慨地说。

丁寨村党支部书记丁国宁
一边帮老人穿上军大衣，一边
对记者说：“丁大爷曾经是一位
铁道工程兵，当兵 7年，曾参加
过国内大大小小的工程建设，
现在年龄大了，该享福了。”另
一位年届八旬的老人丁周氏，
也在一位村委委员的帮助下穿
上了崭新的军大衣。

时下正值隆冬时节，丁国
宁和村委成员商议，决定采购
20件军大衣，发放给村里 70岁
以上的老人，以备老人户外活
动之需，方便他们过冬。

“我们丁寨村有着敬老爱
老的优良传统，每年除了给全
体村民发放福利外，每逢中秋、
春节还给老人们送去 500元至
800元不等的过节费。”丁国宁
说。

据了解，曹县庄寨镇丁寨
村 因 发 展 林 木 产 业 富 甲 一
方。为了给村里的老人提供
一处良好的休养场所，该村在
2022 年 5 月建设了敬老院。
目前，敬老院入住的老人有 50
余人。

在敬老院采访时，记者遇见几位正在室外
聊天晒太阳的老人，从他们脸上的笑容便可感
知，老人们生活非常幸福。在这个寒冷的冬日，
丁寨村温馨的关爱措施，让老人们感受到无尽
的温暖，敬老院更成为他们幸福的港湾。

▶近日，曹县郑庄街道办事处 67岁的花鸟字创作艺人张永哲在家中创作出
花鸟“龙”字贺卡，向人们送上美好祝愿。据了解，张永哲从事花鸟字创作近 30

年，他的花鸟字得到众多爱好者
的欣赏和收藏。2023 年 7 月，在
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举行的

“禮·物 ——文化与美学”展览
上，张永哲创作的花鸟“禮”字被
主办方采用，并在展览主题宣传
海报上展示，受到民艺专家的好
评。

通讯员 王晓新 摄

曹县：重点项目建设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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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集镇：“三亮”赋能 打造优质政务环境

曹 县 江 米 人 系 列 贺 年 作 品
受邀亮相齐鲁民俗网络春晚

山 东 省 医 学 会 官 网 发 布
曹 县 王 献 华 创 编 的《医 德 规》

牡丹区

曹县

本报讯（通讯员 孙鹏）岁月更迭，新
年伊始。回首 2023 年，曹县锚定“项目
建设突破年”目标，立足现有产业建链、
补链、延链、育链、强链，着力引进一批
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发展潜力大
的大项目、好项目，引领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日前，在曹县爱伦金属新建年产 20万
吨金属铜新材料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
在加紧施工。据了解，此项目是山东省重
大项目，总投资 26亿元，占地 378亩。项目
立足爱伦金属品牌和技术在业内居于全国

前列这一优势，从单一铜管生产向电子工
业导体、铜基等新材料延伸，在曹县建设有
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着力解决细径厚
壁铜管在拉伸过程中外表面粗糙这一行业
难题。

据项目负责人刘猛介绍，项目一期投
资 11.7 亿元，建设 10 万吨高精度无氧铜
管、白铜管（铜镍合金）、精密铜箔生产线，
生产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个百分点，
综合能耗降低 5%以上；2024年 5月份建成
投产后，年可实现产值 80亿元、税收 3亿
元，新增就业 200人以上。2024年下半年

启动二期工程，2025年年底前投产。全部
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56亿元、税收
6亿元，新增就业 500人。

年产 5万吨新型高分子、高纯度专业
化助剂项目是曹县推动化工产业强链补
链的重点项目，也是山东省优选项目。项
目总投资 10亿元，占地 200亩。该项目采
用国内最先进的一步式化学反应生产工
艺和纳米悬浮研磨技术，产品纯度高达
99.9%，具有纯度高、细度高、活性强等特
点，广泛应用于印染、制革、石油化工、医
药、建材等领域。

据曹县梁堤头镇党委书记郭超峰介
绍，该项目与曹县橡胶防老剂生产企业形
成上下游产业链。其中，生产的苯乙烯基
苯酚树酯将供应圣奥化学、斯递尔化工、凯
盛化工等企业，用于合成橡胶防老剂，不仅
可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也将助力曹县
建设百亿级橡胶防老助剂产业集群和百亿
级轮胎产业集群。目前，12 座生产车间
及仓库主体已建设完成，3 座车间设备
正在安装调试，全部投产后，年可实现
营收 15 亿元、税收 6000 万元，可提供就
业岗位 300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