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姜斌 王凯
   本报通讯员 锋磊 李娟 宝瑞

  近日，记者在滨州采访，挂着“中国供销
合作社”的连锁超市随处可见：有城区中心
店，有乡镇连锁店，也有村级的服务点；商品
从传统的化肥、农药、良种等农业物资，到日
用百货、鲜果蔬菜，再到休闲娱乐大牌“奢侈
品”都有销售……
  近年来，滨州用好改革关键一招，融入市
场思维，发挥丰富采购资源和销售渠道的优
势，拓展向上向下供销网络，疏通商贸物流渠
道，重塑主责主业，激活“一池春水”，让尘
封在记忆中的供销社火遍全网，重回大众
视野。
  资源整合、市场化变革带来行业重塑。邹
平市创新管理和服务模式，将17 处基层供销
社基础服务设施整合，高标准改造市、镇、村
基础服务设施30 多万平方米；把传统的小卖
部、代销点转变为连锁超市等，建成农用物

资、日用消费品、冷链物流等市级集配中心4
处，发展供销超市23 处，打造镇级综合服务
站16处，建设村级综合服务社168 处，市内农
资服务网点320处，为农服务中心17处。
  从供销到商超，由被动到主动的服务理
念，使供销系统基层社服务设施得到极大改
善，服务形象显著提升，服务阵地不断拓展，
生命力焕发，资源优势充分释放。滨州市供销
社联合省供应链公司、省农服公司，与西王食
品、香驰粮油、中裕集团、滨农科技、鲁北化
工等5家滨州涉农龙头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在
渠道销售、原料供应、生产基地、订单农业等
方面共建全链条服务体系。这一举措打通了供
销系统与市场龙头企业之间的渠道，促进了产
业链条向上延伸，为农产品销售提供源头保
障。以滨供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为经营实体的
“滨州市供销社系统农资统采联盟”，联采直
供，主力销售鲁北化工化肥、滨农科技农药，
形成品牌效应。
  源头无忧，打通市场“神经末梢”。在集

市、社区、重点村，以小卖部、代销点等经营
网点为基础，发展直营店和加盟配送网点，形
成适合新时期农村发展的农村综合服务社。滨
州市供销社社属企业——— 山东经合联公司，建
设了具有农产品集聚、产地预冷、加工配送等
功能的乡镇供配中心。在“农产品上行”环
节，承担该区域农产品集聚、检测、分拣、集
配功能；在“快消品下乡”环节，承担分拨、
分拣、配送功能，实现资源高效整合，顺畅的
产销网络得以建成。
  滨州供销社还发挥流通网络直面村民的优
势，增强为农服务能力，进入农业农村改革深
水区，通过土地托管、为农服务等助力乡村振
兴。今年秋种时节，在邹平市魏桥镇的良田
里，来自国外进口的联合播种机，深翻、整平
和播种一次性搞定，一辆车一上午可完成数百
亩土地的秋种任务。土地连片种植和服务，农
业生产和经营的集约化，让农民成为收租的
“甩手掌柜”，还能有时间去找其他赚钱的工
作。就是在这一片整合的土地上，邹平市供销

系统托管服务的4万余亩“订单式”玉米，今
秋喜获丰收并卖出高价，每亩增收近千元，老
百姓增收近4000 万元。土地的有效整合，先
进的农业服务，畅通的销售渠道，成为农民增
收的关键。
  滨州市供销社联合组织部门，在全市11
个乡镇19 个村试点推广“党支部+合作社+供
销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模式，使供销系统的
规模优势和为农服务潜力进一步释放。滨州市
供销系统土地托管面积达到150 余万亩，社会
化服务面积达 680 万亩次，助农节支 515 万
元。“三夏生产服务地图”使“老百姓一个电
话、供销服务送到家”。滨州供销系统由此也
完成了“从田间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的
“耕种管收储加销一体化”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发展格局的构建。
  5600 余名职工，3000 个营业网点，166 家
社属企业，87 个基层供销社，2021 年销售总
额超1300 亿元，今年1-8 月份销售额超过980
亿元，同比增长9 . 16%。

构筑“耕种管收储加销一体化”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格局，1-8月份销售额超980亿元

滨州供销社“蝶变归来”

  □ 本报记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李佳泽

  “现在企业变更或审批手续，在镇上就能
办；下载个App，有些事项直接‘掌上办’，真
是太方便了。”近日，山东金冠网具有限公
司总经理任立超细数着营商环境优化后，企
业得到的便利。
  简政放权、优化服务，营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惠民县聚焦
绳网产业营商环境优化，专门成立乡镇级办
税服务大厅、行政审批分中心及“政银合
作”代办服务站，下放高频个人政务服务事
项 60 项、涉企政务服务审批事项 155 项，实
现企业和群众办理审批业务“少跑腿”“就

近办”，实现主体业务一网申报。截至目前，当
地新开办绳网类企业 6 1 0 户，全程网办率
100% 。在大通惠民绳网产业园成立的绳网
产融服务中心，创新“绳网贷”金融产品，
打通金融机构和绳网企业沟通渠道，惠及全
县绳网企业 1800 余家，贷款余额达 11 . 96 亿
元。惠民县绳网产业成为滨州实施营商环境
助推特色产业发展行动的一个缩影。
  推出惠企利企政策包，打造助推特色产
业发展“金手指”。今年以来，滨州市树牢
“让企业和企业家舒服”的理念，推出优化
涉企服务流程，聚力打造环节最少、时间最
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群众满意的营商
环境，全方位满足产业发展多样化、个性
化、便利化需求。

  主动服务、用心服务、高效服务的“滨
周到”品牌，成为滨州“双招双引”、高质
量发展的金字招牌。阳信县大力构建营商环
境助推肉牛产业发展服务体系，开发肉牛产
业“一链通”手机App ，为县域内 513 家重
点肉牛企业设立 296 名驻企服务专员。围绕
肉牛产业和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梳理规范
产业和企业发展13 个阶段34 类55 项基本服务
事项，提供企业准入、生产经营、市场监
管、权益保护等全生命周期政策解读、服务信
息、帮办代办“一链式”全流程服务。尤其在金
融服务方面，设立了产业发展专项基金，探索
形成“养母繁犊”“七位一体”“金牧合
作”新模式，对新建标准化、数字化肉牛养
殖设施，存栏达1000 头及以上的企业，纳入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并给予一次性20
万元的补贴等。
  滨州市“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助推厨具产业
发展”入选省营商环境跨领域“揭榜挂帅”项
目。博兴县主动“揭榜挂帅”，实施营商环境
助推厨具产业发展，实施“链长制”，县级负
责人担任链长，将鲁宝、汇泉、金佰特等一批
标杆企业作为商用厨具产业“链主”，以产业
政策引导产业链做大做强、转型升级，推动上
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截至10 月底，滨州市实有市场主体46 . 28
万户，同比增长7 . 49% ，列全省第6 位；1—
10 月，新登记市场主体6 . 43 万户，同比增速
11 . 55% ，列全省第二位，市场主体活力动力
持续迸发。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登记市场主体同比增速全省第二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王晓燕
  卢树斌 胡晓伟 报道
  本报惠民讯 近日，记
者从惠民县了解到，该县创
新打造从培训到上岗全链条
服务的“惠民工坊”，促进
农村“零就业家庭”动态清
零，走出了一条群众增收致
富之路。
  多方合力、突出就业资
源配置，实现招工与求职的
无缝对接。惠民县利用社区
在基层治理和服务方面的优
势，把就业元素全方位融入
社区村居，依托村级人社服
务点建成“惠民工坊”。联
合 14 个镇（街）共摸排出
30 余家“惠民工坊” 2000
余条就业需求，列出“惠民
工坊”用工需求清单；依托
10 9 个社区公益岗网格人
员，对全县就业困难家庭进
行逐户摸底调查，摸排出求
职信息 1800 余条，形成就
业需求清单。社区工作人员
利用手机“云零工”服务小
程序、“惠人汇智·暖心送
岗”线上直播招聘活动，将
求职与招聘需求精准匹配，
“点对点”推送招工就业信
息，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揽
到活。
  “惠民工坊”给群众多
样化的就业选择。惠民县瞄
准 1 4 个镇（街）特色产
业，因地制宜发展适合就近
村居人员参与的加工业。大
年陈镇打造服装和家纺加工

车间，带动30 余人就业；胡集镇联系华纺有
限公司建立华纺加工点，60 余名群众实现就
业，人均月收入3000 元左右；孙武街道打造
渔网加工项目，吸纳周边劳动力100 余人；皂
户李镇的手工编织项目，新增就业岗位100 余
个……
  惠民县统一开展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申领
全链条帮扶，把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村屋
院落”，让群众不出家门就能学技能、增收入。定
期上门送政策、送服务，向符合条件的工坊提供
政策补贴申领、用工技能培训等专项服务，不断
提升工坊的“生存能力”。对有意愿创业的人员
实行一对一辅导，提供全程跟踪服务，依托乡村
振兴基地、技能培训学校等平台，定期开展生产
经营、专业技术培训，不断扩大创办工坊的人员
规模。
  探索打造“总部企业+社区工坊+责任部
门”的合作共赢模式，将“惠民工坊”进一步做深
做实。由总部企业提供设备、原材料及技术支
持，工坊为企业代加工产品，社区提供场地并指
导工坊建立完善的日常管理机制，帮助工坊和
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工坊提供后勤保
障、宣传指导等服务，促进降本增效。保障群众

“一直有活干”。全县“惠民工坊”统一挂牌、统一
管理，相关部门安排签约律师定期进驻“惠民工
坊”开展法律课堂，解答群众疑问，确保务工
人员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截至目前，全县共建设“惠民工坊”30
余处，与 19 家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完成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7365 人， 3000
余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张红波 报道
  本报邹平讯 近日，记者从邹平市财政
局了解到，今年，该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
于成本绩效管理的意见和实施办法，通过项
目入库分析成本、预算编制细化成本、预算
执行控制成本、预算完成评价成本，形成了
成本绩效管理的闭环，节支增效成果明显。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效配置财政
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政府带头过
“紧日子”。邹平市积极尝试全过程成本绩
效管理，以提高成本绩效管理的科学性、规
范性和有效性。在项目实施前，加强成本绩
效目标审核，重点审核工程类项目单位成本
目标设置，要求项目主材、人工等要在市场
询价基础上设置单位成本，经费类项目要按
照历史成本和标准成本设置总成本，能够在
执行过程中加以约束和控制。项目实施过程
中，加强成本指标监控，将成本指标异常的
项目作为问题要求整改。项目实施后，选择
重点项目进行成本绩效分析，剔除不合理
成本。
  在全过程成本绩效管理中，项目实施后
的成本效益分析是重中之重。邹平市选择免
费场馆运行、镇街幼儿园综合补助、农村学
生免费乘车、图书馆综合补助等四个项目开

展了成本效益分析。
  以农村小学免费乘车为例，该局以2019-
2021 年度历史数据为参照，通过开展成本绩
效分析，基本达到了分析项目、核定成本、
出具定额的目的。
  “析”项目。项目实施单位邹平县怡通校车
运营有限公司在开展农村小学生免费乘坐校
车业务外，也实行幼儿乘车经营性业务，但在
日常统计及核算中，对有关数据未能明确划
分。在核算校车运行成本过程中，该公司提供
的油耗、公里数明细表数据不全，需要进行合
理预计。另外，汽油价格等变动成本、合理利润
和税费也需要进行分析。
  “核”成本。一是成本内容。校车运营
成本主要包括人工费、燃油费、车辆维修
费、运营间接费和管理费等。燃油费根据实
际加油费用进行统计，人员工资、保险、车
辆折旧等根据账面实际支付数进行统计，维
修费根据维修清单进行统计，安全生产费根
据实际发放数进行统计，乘租车成本按照实
际的开票金额进行统计。二是成本分析。农
村小学生免费乘车项目将幼儿园经营性校车
运营部分的成本从总成本费用中进行剔除：
经营性运营部分按照统计的线路实际成本进
行扣除，经营性运营的人工费按照车辆数及
各年度平均工资进行扣除，维修费按照当年

度平均标准公里成本水平进行扣除，燃料费
按照扣除公务用车费用后当年度平均标准公
里成本水平进行扣除，管理费按照经营性收
入在公司收入的占比进行扣除。以这些为基
础，计算出该项目2019-2021 年运营成本。
  “出”定额。为确保成本预算绩效分析
数据的客观性和全面性，邹平市财政局在成
本核算和成本分析基础上，对变动成本、合
理利润、应缴税款进行了调整：根据油价实
际增长情况，实际燃油费成本在平均值基础
上上浮40% ；年利润按照平均成本的10% 进
行测算；考虑后续缴税问题，增值税及附加
税按照测算平均值进行计算。根据以上分
析，得出校车三年平均运维成本，并根据三
年免费乘校车人数、年乘车天数测算，核定
年度人均定额9 . 43 元/天，每年需要预算资金
2560 万元，相较2021 年度预算2918 . 40 万元，
每年节约财政资金约360万元。
  “ 2022 年度预算编制中，应当设置成本
目标而未设置的89 个项目予以退回补充，成
本指标设置不合理的 32 个项目予以退回修
改，项目实施中将成本指标异常的15 个项目
作为问题要求整改。”邹平市财政局局长夏
应枝介绍，开展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有利于
加强成本控制，提高预算编制精准度，提高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成本绩效管理闭环促节支增效

邹平市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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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赵苹苹 张雅琪 胡红亮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对2022 年
度拟支持的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项目进
行了公示。滨州市魏桥纺织纺纱厂智能化升级改
造项目、创新金属回收铝绿色高效循环利用及熔
体纯净化关键技术项目、京阳科技 10 万吨/年新
能源锂电池材料前驱体项目、滨盛文旅孙子文化
沉浸式研学旅行项目等 4 个项目成功入选。滨州
市入选数量并列全省第 5 位，项目总投资 43 . 3
亿元。

4 项目入选省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产业攻关项目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滕露 报道
  本报邹平讯 11 月 28 日，邹平市高新小区居
民李大爷在崭新的健身器材上“打卡”，新铺的
路面平坦宽阔，孩子们追逐嬉戏……刚刚经过改
造的老旧小区焕然一新。
  今年以来，邹平市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加
大老旧小区改造力度，创新建立“指挥部+专班+
平台公司”的工作机制，成立由市领导牵头、相
关部门为成员的指挥部，统筹推进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工作专班街道主导、住建指导、平台
实施、部门联动，落实属地责任，确保改造任务
落实。同时，发挥引入项目实施主体人才、技
术、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优势，保证建设质量安全
和工程进度，实现“专、快、好、省”的建设
目标。
  目前，全市累计投资4 . 9 亿元，共改造黛溪、
黄山、高新、好生等四个街道35个片区113 个老旧
小区，涉及居民 77 9 0 户，改造面积达 79 万平
方米。

邹平投资4 . 9 亿元

改造老旧小区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庆光 文建 亚楠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1 月 23 日，滨州再次上榜工业
和信息化部直属单位赛迪研究院赛迪顾问发布的
《先进制造业百强市（2022 ）》名单，位列第66
位，较去年前进12位。
  滨州通过加快产业调整步伐，全面实施新旧动
能转换，打造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高端产业
要素集聚，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持续引领经济高质
量发展。目前，滨州市拥有中国企业500 强 6 家、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7 家、山东民营企业 100 强 9
家，9家企业资产总额4423亿元，列全省第一。
  今年以来，滨州市工业经济数据持续向上向
好。 1-9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6557 . 85 亿元，同比增长10%，实现营业收入7402 . 8
亿元，同比增长15 . 5% ，总量列全省第3位，增速
列全省第1位。

滨州列全国

先进制造业百强市第66位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武利峰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滨州市农业科学院发明
的小麦节水增产高低畦种植技术，入选全省农业
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集成经典案例。这是该项技
术 2 0 2 1 年被评为“小麦减垄增地种植技术模
式”、 2021 年与 2022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山东省农
业主推技术之后，获得的又一殊荣。
  小麦节水增产高低畦种植技术，通过研发的
新型小麦播种机，集造畦、施肥、播种、镇压于
一体。多年试验与实践证明，与井灌区小畦种植
相比，高低畦种植单产增产10% 以上。在灌溉方
面，2019-2021 年连续三年浇水试验结果显示，高
低畦一次灌溉亩用水50 方左右，与大畦相比，亩
节水30方以上。
  该技术2017 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已累计
建立示范基地 50 处，在滨州、淄博、枣庄、烟台、泰
安、济宁、德州等7个市进行了大面积技术示范。

小麦节水增产高低畦

种植技术获全省推广

  □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1 月 18 日起，第七批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在滨州市111 家公立医
疗机构落地执行，面向患者销售中选药品。
  此次集采共有60种药品采购成功，涉及31个治
疗类别，包括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
药以及肺癌、肝癌、肾癌、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平
均降价48%，最高降幅90%以上。以治疗肝癌的一线
靶向药品仑伐替尼胶囊为例，集采后每粒平均价格
从108 元降到18 元；抗病毒药物奥司他韦每粒从平
均20 . 5 元降至1元。

第七批国家集采药品

落地滨州
平均降价48%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董海涛 张先加 报道
  本报滨州讯 今年以来，滨州市提升药品监管
能力，加强全链条监管。建立药品安全风险管控协
同工作机制，实现从零售、使用“末端”，拓展至
生产、批发、零售、使用全链条，全市药品市场环
节质量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
  全市立案查处药品类一般程序案件362 起，罚
没款 181 . 23 万元。年内共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 8
件，移交公安机关案件5件，被省局确认为大案要
案的13件。

滨州立案查处

药品类案件362起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杨景成 高士东 报道
  “这茬蘑菇基本采摘完了，春节前后才能大量出下一茬蘑菇，一个大棚一天出蘑菇1000公斤左右，现在的价格每公斤3元左右……”近
日，在无棣县碣石山镇坡宋村蘑菇大棚种植区内，高树义一边采摘蘑菇一边介绍。高树义经营蘑菇大棚已有6个年头，是村里的致富带头
人，目前经营着13个大棚，村里有20余人在他的大棚里打工，全部是60岁左右的老人或困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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