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刘建航）3月 6日，春
日的暖阳下，居民们房顶上一块块蓝色光
伏板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熠熠生辉。

“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家闲置的屋顶，晒着
太阳就能生钱，这可真是‘安上光伏板，吃
上阳光饭’啊。”尝到光伏收益甜头的郓城
县文昌苑社区居民难掩心中的兴奋。

“双碳”背景下，火电企业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势在必行。国家能源菏泽发电公
司作为传统火电企业，积极谋划新能源发
展，向“新”而生、逐“光”前行。2021年以
来，该公司以慢不得的危机感、等不得的
紧迫感，全员发动布局新能源项目资源开
发，地毯式“寻”发展机遇，拉网式“找”光伏
项目。2021年 12月 20日，历经 58天建
设，利用厂内闲置土地资源建设的 2.84兆
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一次并网成功，成
为建厂 30余年来第一个绿色发电项目。
10天后，二级泵站 5.74兆瓦光伏项目并网
成功，成为山东公司第一个全容量投产和
第一个水面漂浮式光伏项目。两个项目
投产后，年发电量达到 946.32万千瓦，每
年节约标准煤 2900 吨、减排二氧化碳
7930吨。2022年，该公司继续加快厂区外
部光伏项目资源开发与建设，先后完成郓

城文昌苑社区 4.84兆瓦、菏泽城建绿源
5.85兆瓦、岚鸿国际物流园 2.38兆瓦工商
业屋顶光伏等项目并网发电，为企业实现
绿色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绿色发展，永不止步。2023年初，菏
泽公司东明整县 43.68兆瓦（一期）户用屋
顶光伏项目开工建设，为东明县范屯新
村、武胜桥新村、柳里新村等 9个村户引入
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中秋、国庆双
节期间，东明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
天，从生产部门抽调成为光伏项目工程建
设管理人员的付乔，自 5月份起，已经连续
6个月驻村参与项目建设管理工作。国庆
假期，他和施工人员对武胜桥新村并网点
逐个巡视，在单元化并网子阵里合上了并
网柜开关，6个并网点逐个并网、全部投
运。截至 2023年底，东明项目已完成部分
容量并网发电，目前正在进行尾工处理工
作。

下一步，国家能源菏泽发电公司将以
“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稳步提升企业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新质生产力，逐步由
传统火电向“火电+新能源”的多元化电源
结构转变，实现从传统火电厂转型为既有
煤电也有绿电的新型绿色电厂。

国家能源菏泽发电公司聚焦“双碳”加快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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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消息 省政府新闻办 3月 8
日召开发布会，介绍山东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加快塑造乡村振兴新优势相关情
况。近年来，全省创建省级示范片区 138
个，带动市县建设片区 1300多个，构建起梯
次建设、分类推进的良好格局。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围绕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系统谋划部署了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各项工作任务。山东有 5.4万个行
政村，东中西资源禀赋、村庄形态、文化习
俗等各不相同。“实践中，学习借鉴‘千万工
程’经验，结合基层探索实践，山东明确了
片区引领、示范带动这一思路，以村和片区
为基本单元，因村因地制宜，抓村连片、示
范带动，推动面上整体工作提升。”省农业
农村厅副厅长宋文华介绍。其中，片区选
取上，山东注重选择位置相邻、功能相近、
产业相融、有发展潜力的村庄连片规划建
设。示范带动下，山东农村基础设施网建

设、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能力持续提
升，全省农村路网规模达到 26.4万公里，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 98%，实现农村生活污水
有效治理管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行
政村分别达到 50%以上、95%以上。

同时，山东扛牢农业大省责任，稳产保
供能力持续提升。聚焦“提单产、深挖潜”，
山东构建农业“1+4”生产体系：“1”就是深
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2023年全省粮
食播种面积、总产、单产实现“三增”，粮食总
产达到 1131.1亿斤，连续 3年站上 1100亿
斤台阶；“4”就是挖掘设施农业、畜牧业、海
洋渔业、盐碱地综合利用“四大潜力”，蔬菜、
肉蛋奶、水产品产量均在高基数上实现稳
定增产，蔬菜产量预计超过 9000万吨，肉蛋
奶总产 1685.6万吨、同比增长 6.62%，水产
品总产首次突破 900万吨、达到 914万吨、
同比增长 3.5%，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作出
了山东贡献。

此外，山东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优势，
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重点培
育寿光蔬菜、金乡大蒜、章丘大葱等 13个优
势特色产业，枣庄石榴、沾化冬枣、黄河口
大闸蟹等一批“土特产”全面开花，累计创
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81个、企业产品品
牌 700个。龙头企业提振行动启动实施，规
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 10339家、在全
国率先过万家。同时，积极推动园区化、集
群化发展，培育形成寿光蔬菜、沿黄肉牛等
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农业产业强镇总数分别达到 15个、100
个，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涉农县
全覆盖。

这一过程中，山东不断强化基层党组
织建设、治理体系建设、乡村文化建设。通
过实施村级党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升三年
行动，持续加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
推行村党组织“跨村联建”，选派 3万余名第

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开展驻村帮扶。美德信
用进乡村建设推行积分制、清单制等有效
做法，在 34个县（市、区）开展农村“信用+”
试点，深入推进基层平安建设示范创建。

“四廊一线”文化体验廊道建设全面启动，
创新推出“黄河大集”“村村有好戏”等活动，
举办“村BA”、和美乡村篮球赛、“村歌嘹亮”
等“村”字号文体活动，创建国家级文明村
镇 264个、省级文明村镇 4295个。

宋文华介绍，下一步，山东将聚焦聚力
示范片区建设、单产提升行动、“四个潜力”
和特色产业发展、龙头企业提振行动、农业
农村关键支撑、体制机制建设，推动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新成效。今年，山东
将新建省级示范片区 70个以上，确保粮食
面积稳定在 1.2亿亩以上，产量稳定在 1100
亿斤以上，并启动实施优势特色农业全产
业链提质增效试点项目，把“土特产”培育
成大产业。 （付玉婷 李念泽）

3月 7日，曹县孙老家镇李集村创业车间，德俊服饰有限公司员工正

在精心加工海外订单马面裙及套装。据了解，该企业现有员工60多人，其

中残疾员工 22人，残疾人工资额每月在 1700元到 5000元不等，公司为其

缴纳五险。目前，该企业每年服装生产量 60万套，实现销售收入 1500多

万元，实现税收120余万元。

记者 张红艳 摄

“都说瑞雪兆丰年，前段时间的雨雪
天气，对小麦的生长起到很好作用，为了
保证小麦苗情更好，我正在对小麦进行镇
压，同时喷施农药，为丰收打好基础。”3月
8日，在郓城县程屯镇钱楼村，种粮大户钱
修财介绍。

郓城县是产粮大县，进入 3月份以来，
天气转暖，小麦返青期生长加快，郓城县因
地因苗施策、分类精细管理，从农技培训、田
间管理到农资供应、农机准备……各项春管
备耕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在万象

“耕”新中绘就一幅好“丰”景。
玉皇庙镇祝桥村，麦田镇压机和自走

式喷杆喷雾机正在田间往来作业（右图）。
田间地头，农业专家仔细察看麦苗长势，
并发放春季麦田管理技术明白纸，指导群
众落实好春季田间管理关键技术，促进苗
情转化升级。

“郓城县小麦种植面积达 144万亩，
由于冬季和早春降水较多，苗情长势普遍
较好，一类二类麦苗比例达到 90%以上，
总体好于往年。”正在祝桥村察看苗情的
郓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朱以发
介绍。

“我们积极协调调度全县农资经营单
位及早备足农资，并引导落实种植户与农资
商户对接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为春耕生
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朱以发说，据初步统
计，目前郓城县已备各类化肥3.9万吨、农药
30吨、农膜 300吨，基本能够满足农业生产
的需要，为春耕生产开局主动打下了良好基
础。同时，郓城县深入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治
理活动，严厉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行
为，确保农资产品质量安全。

郓城县小麦种植品种主要包括济麦
22、鲁原 502、鑫瑞麦 29、山农 28等，麦田

总体长势良好，群体适宜，个体健壮。“由
于春季回温较快，小麦春管时间提前，我
们加大了宣传力度，发动农民群众尽早开
展春季麦田管理。同时，组织了 35名农技
人员，组成 7个技术指导组，分组分乡镇、
到村到户到田间地头，开展面对面技术指

导与服务，做好土壤墒情、苗情、病虫害发
生情况等调查，因地制宜因苗制宜，指导
群众重点做好浇水、化除、中耕、追肥、镇
压等管理措施，确保夏粮丰产丰收。”朱以
发说。

据悉，郓城县粮食总产连续 12年稳

定在 20亿斤以上，先后 7次被评为“全国
粮食生产先进县”。郓城县抢抓高标准农
田整县制推进的机遇，近三年来建成 77万
亩高标准农田，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43
万亩，占全县耕地 90%以上。

记者 仝志华 通讯员 苏亚

本报讯（记者
彭传军 通讯员 刘
汉功）“可以在天气
合适的情况下，喷
施除草剂，进行杂
草的防治。”3 月 7
日，在东明县陆圈
镇一处小麦种植基
地，山东省农业科
学院研究员李鹏
说，现在，部分田间
已经发现茎基腐和
温枯病现象，要加
强对病害、虫害的
防治。目前，正是
春耕春播的关键时
期，东明县抢抓农
时，积极开展春耕
春播生产，邀请省
农技专家走进田间
地头“把脉问诊”，
助力春耕生产。

在沙窝镇一处
蔬菜大棚内，农技
专家实地察看番茄
长势，就番茄肥水
管理、整枝、茎基腐
病、粉虱等病虫害
防治给予了详细指
导。在陆圈镇一
处小麦种植基地，
农技专家走进田
间，详细察看小麦
长势、土壤墒情及
病虫害等情况，对

当前小麦的肥水管理、促弱转壮、预防“倒春寒”等
提出了具体管理措施，并对小麦中后期的管理给
出了技术指导，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

“今年的雨雪量大，土壤墒情比较适宜，要推
迟浇水。”市农业科学院高级农艺师郭凤芝说，因
为现在地温刚升上来，如果浇水，会降低地温，不
利于小麦春季生长。

我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效推动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档升级

138个省级示范片区带动市县建设片区 130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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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红艳）日前，市残联
印发了《关于公布菏泽市第一批残疾人

“文创工坊”的通知》，公布了首批 11家残
疾人“文创工坊”。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文化产业作为残疾
人就业创业的重要渠道，聚焦文创产业，推
动残健融合，培育了一批颇具影响力和带

动作用的残疾人“文创工坊”，为促进全市
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发展，带动残疾人就业
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县区申报，经
市残联实地考察和严格审核，菏泽市匠工
木雕文化有限公司、菏泽市定陶区残疾人
就业创业（文化）产业基地等11个文创产业
被评为菏泽市第一批残疾人“文创工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残疾人就业条例》和《关于印发山
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
办法》（鲁财综〔2018〕31号）等相关规
定，现将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审核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审核对象
菏泽市 2023年度安排有残疾人就

业的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
人单位）。

二、审核时间
2024年 3月 1日-2024年 10月 31

日
三、申报方式
网上申报：
（1）用人单位通过电脑直接访问系

统网址（https://abllwrz.sddpf.org.cn:8443/
wbxt/#/login），跳转到“省统一政务服务
门户登录界面”，使用法人用户进行登
录。

（2）或者访问“山东省残疾人联合
会”网站，在网站首页“办事服务”下点
击“就业申报”，跳转到系统申报页面后
使用法人用户登录。

窗口申报（现场办理）：
用人单位携带申报材料到其所在

地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审核窗口进
行申报。

四、申报所需材料
网上申报：用人单位登录系统（首

次办理需先注册），按系统提示进行填
报，其中系统可自动比对残疾人证或残
疾军人证、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个
人工资发放等信息进行验证，如系统显
示相关信息调取失败，请将相关证明材
料拍照或扫描后上传至系统。

注：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缴纳
凭证需上传在社保系统下载或政务大
厅打印的带公章凭证，工资发放证明可
以是银行流水或其他工资发放凭证（盖
用人单位公章）。

窗口办理：
（1）《用人单位提交材料真实有效

性确认承诺书》盖章（用人单位公章、财
务章或人事章）。

（2）残疾职工身份证、《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军人证》（1至 8级）。

（3）残疾职工上年度社会保险缴费
情况证明（养老、医疗保险缴费凭证，相
关部门盖章）。

（4）用人单位上年度通过金融机构
向残疾职工支付工资证明（用人单位盖
章）。

（5）残疾职工的入职材料（如：在编
证明或劳动合同）。

（6）残疾人劳务派遣用工认定协
议（存在残疾人劳务派遣情况时需提
供）。

注：用人单位通过窗口申报，审核
工作人员在系统中无法调取相关单位

信息数据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相关纸
质版证明材料，由工作人员拍照或扫描
后上传至系统。

五、相关说明
（1）2023年度已安排残疾人就业

的用人单位如在规定时限未申报的，
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
按规定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照
相关规定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依
法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不需要进行安置残疾人就业审
核认定。

（2）联网认证系统调取不到残疾军
人证信息的，或持有证件信息与退役军
人事务部推送残疾军人证信息残疾等
级不一致的，由当地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部门开具证明，在联网认证窗口根据持
有证件信息和证明材料，在系统进行录
入，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办理。

（3）用人单位、劳务派遣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应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并保证
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存在弄虚作假行
为的，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4）用人单位网上申报通过后，可
登录系统了解办理状态和审核结果，对
审核结果无异议的需及时点击“完成申
报”，否则审核结果无法推送至税务部
门。

（5）《用人单位提交材料真实有效
性确认承诺书》、网上申报操作手册等，
可登陆菏泽市残联官方网站（http://
www.sddpf.org.cn/col/col85129/index.
html）自行下载、学习系统操作方法。

六、年审机构联系电话
用人单位根据属地原则申报，在申

报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可咨询当地残
联或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菏泽市残疾人联合会
0530-7706719
牡丹区残疾人联合会
0530-5991579
曹县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0530-3722655
定陶区残疾人联合会
0530-2226629
成武县残疾人联合会
0530-8665181
单县残疾人联合会
0530-4659079
巨野县残疾人联合会
0530-8209562
郓城县残疾人联合会
0530-6523185
鄄城县残疾人联合会
0530-2426128
东明县残疾人联合会
0530-7321507
菏泽鲁西新区残疾人联合会
0530-5967116

菏泽市残疾人联合会
国家税务总局菏泽市税务局

2024年 3月 8日

聚焦文创产业 推动残健融合

我市公布全市第一批残疾人“文创工坊”

关于开展 2024年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工作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