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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明年1月召开
本报济南11月27日讯(记者

范佳) 11月27日下午，山东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召开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决定山东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于2021年1月中下旬在济南召开。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为：一、
听取和审议山东省人民政府工作
报告；二、审查、批准山东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纲要；三、审查、批准山东省2020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与2021年计划；四、审查
山东省2020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和2021年预算草案，批准山东省
2020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和2021年省级预算；五、听取和审
议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六、听取和审议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七、听取和审
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八、
选举事项；九、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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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范佳

建立红色文化
遗存系统保护机制

“在建党一百周年来临之际，通过
立法进一步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
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具有
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省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石晓表
示，随着近年来保护传承力度不断加
大，我省的革命文物已形成沂蒙、胶东、
渤海、鲁西等四个保护利用片区，沂蒙
精神等革命精神在全省大力弘扬。

石晓指出，由于种种原因，我省红
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比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导致有的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过度商业化，红色文
化的内涵挖掘、艺术创作、教育传播等
方面偏软偏弱等，迫切需要从法治层面
对全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予以规范。

条例中规定，建立红色文化遗存系
统保护机制。石晓介绍，法规结合我省
红色文化工作的实际需要，创设了两项
保护制度，适用于包含相关文物、烈士
纪念设施在内的所有红色文化遗存。

一是名录管理制度。条例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加强对红色文化的调查、
收集、建档、认定，建立红色文化遗存数
据库，实行名录管理，编制各级红色文
化遗存保护名录并分级分类向社会公
布；二是保护责任人制度。明确保护责
任人按照红色文化遗存的产权归属来
确定，保护责任人应当履行巡查、保养、
维护、重大险情或者隐患报告、配合等
职责。

每年七月为
山东红色文化主题月

为提高全社会红色文化保护传承
的意识，条例还规定，每年七月为本省
的红色文化主题月，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集中组织开展红色文化宣传、教育等活
动，讲好“山东红色故事”。

为实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条例聚
焦重点群体，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新入职
时和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普通中
小学的学生在清明节和重要纪念日前
后，应当到英雄烈士纪念场所开展具有
庄严感和教育意义的祭扫纪念活动，树
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

条例中明确了法律责任，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退役
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

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款：擅自新建、改建、扩建、迁
移、拆除红色文化保护单位的；修缮、修复
红色文化遗存过程中明显改变原状的；损
坏红色文化遗存的。

刻划、涂抹红色文化遗存，或者损
坏红色文化遗存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由
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退役军人工作主
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

擅自在红色文化保护单位的保护
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
挖掘等作业，或在红色文化保护单位的
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破坏红
色文化遗存历史风貌的，由文化和旅游
主管部门、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常态化开展
“为无名烈士寻亲”

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王廷琦表示，为推进《条例》
落地结果，在前期革命文物普查和总体
规划编制的基础上，编制山东革命片区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三年片区建设
的具体项目，串点连线成片，形成规模
效益，打造全国革命片区建设的示范
区。并以国家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分县为重点，打破文物级别、行政
区划限制，谋划打造一批革命文物保护
展示利用典范和精神传承高地。

“山东是一片红色热土，全省共有
436处烈士纪念设施，30万烈士长眠于齐
鲁大地。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全民
族的珍贵记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廖发银说。

廖发银表示，有序推进全省烈士纪
念设施提质改造“五年行动”计划，对济
南战役纪念馆等220多家纪念馆基础设
施建设进行改建、维护、提升；全面修缮
整修90多处烈士墓区、4100个烈士墓；对
230多处烈士纪念设施开展环境整治。加
强零散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将122个镇
街级、3607处村级烈士纪念设施修缮维
护纳入常态化、规范化管理轨道。

“同时，每年隆重举行公祭活动，举
办《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深化“齐鲁
英烈谱”宣传，持续推进英烈文化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公共场
所。”廖发银说，要常态化开展“为无名
烈士寻亲”，积极倡导新婚夫妇向英雄
烈士致敬献花。

11月27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省红色文化保护
传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红色遗存
和革命精神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条例中规定，损坏红色文化遗存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我省逐步推开
退役军人免费乘公交

1011家公立医院为退役军人提供优先服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马斌国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这两
年，我省接收政府安排工作退役
军人数量全国最多。去年接收超
过1万人，90%以上的军转干部安
置到公务员和参公岗位；符合政
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50%以
上安置到事业单位。今年的安置
工作正稳妥进行，质量继续提升。
两年应接尽接1339名军休干部和
退休士官。

我省将发布退役军人
优待目录清单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廖发
银在发布会上提到，今年年初，退役
军人事务部联合20个部委，印发《关
于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
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同时公
布基本优待目录清单。

能立即落实的，迅速落地。比
如，悬挂光荣牌、举行悬挂仪式，
为340多万军人军属家庭悬挂光
荣牌，举行悬挂仪式近8万场次。

目前全省1170家政府投资兴
办的公园对退役军人免门票费，
1011家公立医院为退役军人提供
优先服务，济南、青岛、济宁、泰
安、聊城、威海、临沂等地实现退
役军人免费乘公交，其他市正在积
极推进。拿出优质资源解决“后院”

“后代”问题，济南、青岛驻军符合条
件的随军随调家属工作安排实现

“清零”，驻鲁部队未就业随军家属
地方生活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不低于1000元，近2万名军人子女全
部上当地较好幼儿园和学校。

近期，省退役军人厅对16市
探索的可复制推广的做法进行了
梳理、吸纳，研究制定了《山东省
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基本优待目录实施办法》和
具体优待目录清单，涵盖生活、养
老、医疗、住房、就业、教育培训、
荣誉激励等方面，目前正在征求
有关方面意见，修订完善后，按程
序印发实施。

万余企业为退役军人
提供岗位近40万个

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田
培军介绍，我省每年有4万多名军
人退役，近80%是自主就业或自
主择业，2020年应征入伍的新兵
中，80%以上是大学生，经过部队
锻造，人人都将成为有用人才。对
需要技能转型的，率先出台退役
军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先
后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 . 5万人
次，1 . 2万人直接就业上岗。

对就业缺少资源的，积极搭建服
务平台，每年定期开展“送岗位进
军营”“就业直通车”“云端送岗进
军营”等专场招聘会，万余家企业
累计提供岗位近40万个，达成就
业意向5 . 2万人次，目前，山东省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入
驻企业6000余家，提供近3万个就
业岗位，让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就
可以换工装。疫情期间，全省举办
19场网络直播间招聘，12万名退
役军人参与，实现了“足不出户，
送岗到家”。

对愿意提升学历的，2019-
2020年两年时间组织5 . 1万名退
役军人通过高职扩招“上大学”，
并协调减免学费，下一步还将探
索“送岗位进学校”，打开学历教
育与就业创业的通道。

对有一技之长想创业的，提
供全方位服务。从师资上，2019年
首批选聘12名省级就业创业导
师，今年培训了300名退役军人创
业咨询师和60名创业讲师。从经费
上，利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专
项基金，发放创业贷款2483笔、5 .8
亿元，贴息4556万元。从场地上，全
省建立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239
家，入驻军创企业1361家，吸纳近
8000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对确实就业困难的，我省搞
好兜底保障，全省各级开发15万
个专项公益性岗位，对符合政府
安排工作条件的下岗失业、就业
创业困难的退役士兵，提供过渡
性帮扶，让他们的生活尽快好起
来、尽可能更好一些。

每5名村支书中
就有1名退役军人

省退役军人厅厅长时培伟介
绍，做好退役军人工作，有两个关
键点，一个是“服务保障好”，另一
个就是“作用发挥好”。对优秀党
员退役军人，推荐选拔进基层组
织班子、选聘到党建指导员队伍
之中，更多的“兵支书”“老兵方
队”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建
功立业。目前，全省村居党组织书
记中退役军人有 1 5 6 2 7人、占
20 . 8%，每5名村支书中就有1名
是退役军人。村(社区)“两委”即
将换届，将推动更多优秀退役军
人成为基层领头人。

今年以来，省退役军人厅重
点工作是集中精力“摸家底”，借
鉴精准扶贫经验，全省12万多名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工作人员
历时8个多月，逐人建档立卡，在
全国率先建立精准信息数据库，
形成了全国首份省级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数据分析和应用报
告，为下一步开展精准服务打下
了坚实基础。

11月27日，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挂
牌两年来工作情况。山东是驻军大省、兵员大省、安置大省，全省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360余万人。前不久，在第十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县)”
评选中，我省20个市县被命名，数量全国第一，荣膺“十连冠”，16个设区
市全部被命名，实现“满堂红”。

损坏红色文化遗存要严惩

◎擅自在红色文化保
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
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
挖掘等作业，或在红色文化
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
内进行工程建设，破坏红色
文化遗存历史风貌的，由文
化和旅游主管部门、退役军
人工作主管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条例中明确了法律责
任，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退
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擅自新
建、改建、扩建、迁移、拆除红
色文化保护单位的；修缮、修
复红色文化遗存过程中明显
改变原状的；损坏红色文化
遗存的。

◎刻划、涂抹红
色文化遗存，或者
损坏红色文化遗存
未 造 成 严 重 后 果
的，由文化和旅游
主管部门、退役军
人工作主管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五
百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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