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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王华文 祝存波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货物入仓即享退税便利！6
月4 日，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山推股份”）一批即将驶向印度尼西亚的
推土机刚运抵济宁高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业务员便直奔办事大厅，顺利办妥“入
中心即退税”手续。这意味着，企业无需再苦
等货物装船离境，资金回笼周期大幅缩短，实
实在在尝到了政策甜头。
  “以前，企业办理退税需要等到货物实际
离境，在这段等待期内，资金就好比被‘套
牢’了，不可避免地出现周转压力。”山推进
出口公司副总经理姚素平感慨，“现在好了，
产品一进中心就能申请退税，资金周转零负
担、轻装出海更舒畅。”以单笔大额订单为
例，与保税物流中心合作后，提前回笼的退税

款不仅为山推股份节省出了大量财务成本，资
金周转效率更是提升40% 以上，这都为企业开
拓海外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山推股份开拓海外市场再展“加速度”，正
是济宁高新保税物流中心（B型）政策红利逐步
释放的生动缩影。今年3 月 3 日，这个位于济宁
高新区的“外贸加速器”正式封关运营，山推股
份等25 家外贸企业首批签约进驻。短短3 个月
时间，进出中心货值就达到了5285 万元，其对济
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效果初显。
  政策“组合拳”如何打出实效？济宁高新
保税物流中心（B型）为外贸企业进出口通关送
上三重“大礼包”：一是进口货物可按需暂存中
心，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等，待
报关时再缴税，相当于给企业资金链“松
绑”；二是“入中心即享受出口退税政策”，
货物入仓就可按照相关部门要求申请出口退

税，资金流转效率直线上升；三是除特殊情况
外，中心与境外间货物无需实行进出口配额、许
可证件管理，企业申请相关证件更便捷。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发展活力奔涌。
作为济宁外贸“主力军”，山推股份进出口业
务正迎来蜕变。以往，从境外进口零部件需一
次性缴纳关税、增值税等，对企业资金链是不
小的考验。接入保税物流中心后，“缓缴进口
税款”政策就像一场“及时雨”，企业可先将
货物暂存中心，待实际使用或报关时再缴税，
资金得以灵活调配到研发、生产等核心环节，
企业发展底气更足。
  “保税物流中心（B型）就像一个共享型
‘国际物流中转站’，身处国内，却享受海关
特殊监管，能为企业提供高效、低成本的进出
口物流方案。”济宁海关保税监管科科长赵忠
政打了个形象比喻。这里不仅让企业申请证件

更高效，能快速响应国际市场需求、调整生产
和出口计划、提升企业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能
力；还能凭借国际分拨服务助力企业根据全球
订单灵活调配货物、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在
国际市场的“战斗力”。
  “济宁高新保税物流中心（B型）作为海
关总署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开放平台，正在成为
服务鲁西南、辐射黄河流域的外向型经济新支
点。”济宁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黄秀国表
示，下一步，济宁海关将联合商务、口岸等部
门，持续深化“政策宣讲+精准服务”双轮驱
动模式，通过建立企业服务专班、开展“一企
一策”定制化指导，推动更多外贸主体共享政
策红利。同时，济宁还将依托区位优势和功能
定位，加快构建“保税+物流+产业”联动发展
新格局，为打造山东对外开放新高地、服务国
家“双循环”战略贡献“济宁力量”。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高峰
   本报通讯员 张昆

　　芒种时节，济宁麦田里农机驰骋、麦香弥
漫，“三夏”会战正酣。济宁市农业农村局的
数据显示，截至6 月 9 日，全市小麦已收获面
积429 . 46 万亩，秋粮已播种面积168 万亩。又
是一年好收成，记者走进济宁田间地头，探寻
粮食丰收密码。
　　“今年收成不错！从已收割情况看，亩产
能达1400 斤。”6月5日，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前
杨庄村高标准农田里，看着满载小麦的车辆一
趟趟运往粮仓，种粮大户赵新成脸上难掩笑容。
新建高标准农田配备了水肥一体化智能控制系
统，能根据土壤墒情、养分状况，以及不同作物
在不同生长期的需水需肥特点，精准设定配方
参数，自动调节灌溉量和吸肥量。新型灌溉设施
的应用还去除了田垄，实现了土地的集中连片
种植，每亩地实际种植面积增加了10%到15%。
  麦收如虎口夺粮，好收成离不开坚实的服
务保障。“三夏”期间，济宁市农业农村局成立
了14 个由县级干部带队的帮包督导组，督促指
导全市“三夏”期间重点工作。农技人员全部下
沉一线，实行“日调度”制度，成熟一片、收获一
片，确保颗粒归仓。围绕机收减损、农机操作
技能、农机维修保养、农机安全生产等，累计
培训农机手0 . 71 万人次，检修农机具5 . 2 万台
套。同时，建立完善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
“三级帮包、四级联动”工作机制。制定出台
《济宁市农机抢收抢烘应急预案》，组建了
159支应急机收作业队和43支农机抢修服务队。
　　“轰隆隆——— ”5 月29 日一早，3 台联合
收割机穿梭于邹城市峄山镇贾洼村的麦田里。
随着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麦粒源
源不断地流入运输车辆。种粮大户唐广志捧着
饱满的麦粒，脸上洋溢出丰收的喜悦：“今年
小麦长势特别好，麦穗饱满，产量肯定低不
了！”邹城市农业机械现代化发展促进中心生
产科科长李越介绍，今年“三夏”生产，当地农
机部门推广先进适用收割机，相比传统机械，作
业效率提升了2倍以上，小麦收割损失率降低至
1%左右，每亩地能减少损失10斤左右，邹城市
53 . 9 万亩小麦相当于增产530多万斤。
　　减损就是增产。济宁市聚焦小麦低损收获
机械化技术，促进高效低损收获农机新技术、

新装备、新模式推广应用。制定《2025 年济宁
市主要粮油作物机收损失监测调查方案》，举
办全市主要粮油作物机收损失监测培训班。
　　夏粮丰收取决于农作物全周期管理。“从
前种地看天，现在种地看手机。”6 月 5 日，
兖州区漕河镇管口新村同样喜获丰收的种粮大
户张志发，打开手机上一款农业App 向记者介
绍。手机软件背后连接的是管口现代农业示范
区建设的气象观测站，能持续监测麦田温度、

湿度、降水、风速等关键气象要素，每天向气
象部门云平台实时上传近8000 组数据，指导科
学种田。兖州区气象局副局长陶勇表示，依托
这些海量实时数据，气象技术人员可以结合不
同小麦品种的生长特性，在拔节、孕穗等8 个
关键生育期为其“量身定制”气象服务档案和
预警信息。
　　夏种夏管决定着秋粮丰收。一方面，济宁
市提前开展主要秋粮作物关键技术培训，组织

各县市区统筹利用绿色高质高效项目、粮油规
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农机购置补贴与应
用项目等，扩大关键技术应用范围。同时，当
地引导群众抢农时、抢墒情，分类指导种足种
好秋粮。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建成基础网格
4034 个，每个网格配备1 名乡镇帮包人员承担
帮包责任、 1 名村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
人、 1 个社会化服务组织、多名农技人员，市
包县、县包乡、乡包村，层层帮包服务。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王洪玮 王慧

  5 月 23 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
北京召开，济宁市兖州区鼓楼街道息马地社区
孙法泉家庭入选第三届全国文明家庭。
  消息传来，息马地社区沸腾了。“法泉可
是个大孝子。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良好家风带
起了俺们息马地社区文明新风，他家得到这份
荣誉应该！”社区居民们议论着、赞美着。
  孙法泉今年74 岁，从20 世纪80 年代末，
靠装修和水电暖工程先富起来的他，不忘众乡
亲，义务兼任息马地社区党组织编外副书记。
“兼任这个职务，就更应该为近邻乡亲做好

事。”孙法泉说，他家几代单传，父母慈善淳
朴又热心助人，从小他就受两位老人的言传身
教，在家孝顺父母，在外尊重长辈，“做人首
先要孝敬父母，给后辈做个榜样”。
  1999 年初，年过八旬的父母不幸都得了偏
瘫，一间堂屋里放着两个轮椅，一家人围着老
人忙，这边刚给爹喂完饭，那边娘又喊饿，爹
这边刚换下被褥，娘那边又拉在了床上，一天
到晚不让人消停。即使这样，孙法泉和妻子孟
庆英也不急不烦。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孙法泉和妻
子不但没有一句怨言，还像哄小孩子似地对待
老人。特别是他老父亲，年轻时就是个要强的
人，脾气也大，患上偏瘫后把气全撒在了儿媳
妇身上。孙法泉看在眼里，只能安慰妻子，
“别和病人一样，为了咱爹咱娘受些委屈
吧”。父母卧床不起三年多，一家人精心照
顾，让两位老人安度了晚年。
  孙法泉常对邻居们说，孝敬自己的父母是
“孝”，孝敬别人的父母那才叫“大孝”。息

马地社区的前身原长安大队共有 11 位五保老
人。五保老人虽然是由政府供养，但由于条件
所限，老人们的生活还是面临不少困难。孙法
泉过去做装修和水电暖，手里有一些积蓄，便
经常帮助他们，有的帮着修缮房屋，有的给买
电视机、收音机等，每年中秋节、重阳节、春
节，他都要给老人送去米、面、油，每年为每
位老人换上夏装和冬装两身衣服。
  五保老人薛凤刚，不仅耳朵聋，腿脚也不
利索，生活上很不方便。孙法泉一有空就到老
人家里去坐坐，送些生活用品。一次，老人家
的厕所下水管道堵了，粪便淌得满地都是。孙
法泉连忙拿来工具帮他疏通，费了好大劲还是
通不开。孙法泉分析着可能是通往沉淀池的管
道坏了。他啥也没说，脱下鞋子就跳到沉淀井
里，用钢筋一点一点地抠开。薛凤刚老人很是
感动，对在场的群众说：“谁说俺没儿，法泉
对我比亲儿子还亲。”
  孙法泉常对社区的年轻人说，孝老养老敬
老不是多么难做的事情，这些事就在咱们身边。

  李玉娥老人患上了尿毒症，家庭因高额透
析费用不堪重负。孙法泉得知后，与家人商量
后送去1万元救急款。面对他人“这病难治好，钱
可能打水漂”的劝阻，孙法泉一家却坚定地说：

“能减少老人一点病痛就好。”孙法泉用这份纯
粹的善意，给予了老人与病魔抗争的勇气。
  父慈子孝，忠厚传家。这份大爱，在家庭
中代代相传：邻居生病住院，儿子代替忙碌的
父亲前往探望；社区举办老人节活动，儿媳跑
前跑后热情服务；有书法特长的孙子孙女，每年
春节都会在社区为邻居免费写春联、送春联，他
们的作品成为社区最受欢迎的“文化年货”。
  孙法泉及家人三十年如一日，以优良家风
涵养社区文明，用无私奉献温暖邻里，生动诠
释了家庭的温暖与社会的和谐。除了孙法泉获
得“全国优秀志愿者”等称号外，儿子在岗位上
兢兢业业，连年获评“先进工作者”“优秀志愿
者”等；儿媳凭借出色表现，荣获国家及省级荣
誉；孙子孙女更是在品德修养上表现优异，双双
获评山东省“德耀齐鲁道德小公民”。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庄倩钰 李召东 报道
  本报邹城讯 近日，邹城市政务服务大厅
来了一名新员工——— “邹小保”AI 机器人。
只见它在大厅来回“踱步”，忙个不停，处理
着群众的各类办事需求。
  “请正对摄像头，保持不动……认证成
功！”60 岁的王女士按照“邹小保”AI 机器
人的语音提示，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养老资格
认证。她笑着对“邹小保”竖起大拇指：“不
用到窗口排队，办事效率高，太方便了！”

  听它的“同事”介绍，“邹小保”不仅可
以为市民提供查询打印等基础服务，还升级了
身份证、社保卡多卡合一、人脸识别、资格认
证、智能咨询引导、自动扫描和识别等功能，
实现了与参保人员的实时互动。
  “邹小保”的身后，是政务服务数字化和
智慧化的创新实践。近年来，邹城市坚持以
“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在全省率先试点
“社保AI 数字员工”改革，通过运用OCR 识
别、语义分析等技术，对社保业务流程进行智
能化再造，搭建了困难群体代缴核查、重残人

员提前领取复审、社保“云数据库”等数字化
场景，实现业务办理“智能预判—自动校验—
秒级审核”的闭环管理。目前，邹城“社保AI 数
字员工”办理各类业务97 万余笔，比对数据210
余万条，人力成本降低了70%，单笔业务平均处
理时效从40分钟压缩至5分钟，效率提升8倍。
  “VR 勘验”是邹城市推动政务服务数字
化转型的又一成果。当地依托“爱山东”App
和虚拟现实技术，搭建数字化“虚拟场景”。
申请人选择“勘验事项”模块，查看现场布局
要求，模拟现场勘验过程，并根据系统提示进

行布局调整，线上提交各类资料，减少了现场
勘验和整改的次数，相比传统的实地勘验，
“ VR 勘验”效率提高了 85% 以上。目前，
“VR 勘验”事项涵盖了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农药经营许可、出版物零售业务经营许可等高
频事项30 余项，今年以来先后办理VR勘验事
项68件，减少群众跑腿800余次。
  “下一步，我们将搭建更多数字化智慧化业
务办理场景，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最大限度
利企便民，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邹城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清表示。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以演促防、以练代战，6月
5日下午，2025 年济宁市防汛综合演练举行，演
练采取视频会议和实战演练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汛期来临之际，济宁将抢抓各类水库、重要
堤防、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桥涵隧道等重点部
位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宣
传引导，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和队伍建设，全面提
高风险预见和处置能力。与此同时，突出做好河
湖库坝安全运行、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排水
除涝、农业农村防汛等重点领域和工矿、化工园
区等重点行业安全防范，全力以赴确保安全
度汛。

  □记者 王浩奇
  实习生 张 颖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 月 4 日，济宁市任城区青少
年交通安全教育基地在济宁汽车西站揭牌。
  作为一个综合性交通安全科普教育平台，基
地由济宁交运集团打造，整合了交通安全知识科
普、安全技能实训、智慧交通体验等多项功能。
沉浸式交通场景模拟与互动式实践教学，让青少
年在“实景演练”中熟悉交通规则，在“亲身体
验”里深化安全认知，为青少年学习交通安全知
识、提升安全意识提供优质平台。
  济宁交运集团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以“知
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为导向开发一系列精品
研学项目，丰富教学内容与形式。同时，深化教
育创新，借助智能设备等前沿科技手段提升教学
实效，让更多青少年接受专业、系统的交通安全
教育，助推青少年交通安全素养提升，构建安
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盛向东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今年，济宁市总工会在全市工
会系统广泛开展“走基层、办实事、促发展”活
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职工意见建议，系
统性排查工会阵地服务质量情况。目前已撤销
111家不合格职工服务阵地。
  自 3 月起，济宁市总工会组建7个工作组深
入14 个县市区和市直部门及各企业，采取“现
场督查+交叉互评+职工访谈”方式，对全市工
会驿站、母婴爱心屋、职工书屋、职工之家、心
灵驿站等职工服务阵地的管理使用、服务质量情
况等进行拉网式检查，重点围绕设施设备完善
度、基础服务达标率、管理制度规范性及延伸服
务实效性进行系统排查，暗访全市1100 余家工
会服务阵地，访谈职工群众1000 余人，累计发
现并整改服务设施不齐备、服务项目不规范等问
题234个，撤销111家不合格职工服务阵地。
  同时，制定职工服务阵地动态管理、网上跟
踪监管、职工监督反馈等举措制度，聘请80 名
工会阵地服务质量监督员，随时反映工会阵地服
务质量情况，及时整改服务工作中出现的各类矛
盾和问题，推动阵地服务从“基础保障”向“精
准服务”升级。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张艳 报道
  本报曲阜讯 6 月 7 日至 8 日，由中国版权
协会主办的“2025 远集坊文化论坛：优秀文化
的创作与传播”活动在曲阜尼山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对话
交流。
  据了解，2025 远集坊文化论坛以“文化与
科技、传承与发展”为主题，旨在聚焦数字时代
文化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探索新技术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融合路径。

任城区青少年

交通安全教育基地揭牌

济宁撤销111家

不合格职工服务阵地

2025年济宁市

防汛综合演练举行

远集坊文化论坛聚焦

数字时代文化发展

  □记者 吕光社 实习生 张颖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 月 7 日，2025 年全国老年人
乒乓球邀请赛和全国少儿乒乓球锦标赛预赛第二
站（男子）暨济宁国球文化周在济宁市体育中心
开幕。
  济宁国球文化周活动以乒乓球为媒，以赛场
为纸，将儒家文化的精髓融入体育竞技之中，通
过“大手拉小手”这一温暖而富有深意的形式，
实现“国球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共生，既是
对体育精神的践行，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
  本次活动既是老幼乒乓球运动技艺的一次
大展示、大交流，也是对国球精神和竞技水平
传承的一次共同见证，将带动和激发更多群众
参与到乒乓球运动中来，为乒乓球运动蓬勃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济宁国球

文化周开幕

孙法泉：良好家风滋养社区文明新风

济宁“三夏”会战正酣

行走麦收一线 探寻丰收密码

邹城在全省率先试点“社保AI数字员工”改革，智能化再造社保业务流程

机器人办社保 效率提升八倍

济宁高新保税物流中心（B型）封关三个月成效亮眼

进出口货物畅享通关红利

  济宁市任城区对岱庄煤矿赵庙村、张马行村等村庄采煤塌陷地采取
熟土剥离、客土回填等治理方法，进行高标准治理，同时施用有机肥、生物

肥料等提升地力，使其成为可持续利用的高标准农田，流转给山东农业大
学作为良种繁育推广基地，进行良种繁育、新品种选育、良种推广示范等。
  目前，该基地2850 亩小麦已收割完毕，预计小麦亩产超1300 斤，
丰产丰收在望。昔日塌陷地农田或地面断裂、或设施被毁、或常年积
水、或杂草丛生的状况一去不复返。

采煤塌陷地变高标准良田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袁进 蒋忠杰 报道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汶上讯 今年6月是全国第24个“安全
生产月”。 6 月 4 日上午，济宁市2025 年“安全
生产月”活动在汶上县启动。
  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查找
身边安全隐患”为主题，现场设置安全宣传咨
询、应急救援装备展示、安全互动、应急车辆展
示等 4 个区域，通过政策宣传、互动参与等方
式，弘扬安全文化、普及安全知识。

济宁启动2025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