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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粮食生产呈现“三增”态势
聊城夏粮总产达58 . 43亿斤，吨半粮产能区扩展到72万亩

陶春燕 聊城报道

粮满仓、天下安，粮食安全
是“国之大者”，保障粮食安全
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
聊城作为产粮大市，粮食播种
面积、单产、总产稳居全省前
列，是典型的齐鲁粮仓。近年
来，聊城市以“吨半粮”产能建
设为主抓手，扎实推动主要粮
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取得
积极成效，荣获2023年度“稳定
提升粮食综合产能成效明显的
设区市”省级督查激励。聊城市
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市政府副市长张建军介绍
了全市粮食生产工作。

2024年，聊城市粮食生产
喜获丰收，呈现单产、面积、总
产“三增”态势，有望再创历史
新高。据生产统计数据，全市夏
粮单产为470 . 23公斤/亩，较上
年增加7 . 21公斤/亩，夏粮总产
达到58 . 43亿斤，较上年增加
1 . 07亿斤，被省农业农村厅评
为2024年“对全省夏粮总产增
加贡献较大的市”和“对全省夏
粮单产提升贡献较大的市”。

建立高位推进机制。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工作，
落实落细“党政同责”抓粮机制，
集中资源、集中力量、集约项目，
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粮食生
产工作。市政府与全国农技推广
中心、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签署合
作协议，积极构建保障粮食单产
提升的大协作、大协同推进机
制。研究出台“吨半粮”产能建设
工作意见，明确了到2025年建成
100万亩“吨半粮”产能区的目标
任务，组织实施粮食作物单产提
升、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耕地保
护和质量提升、种业振兴、科技
服务支撑、农业社会化服务提
升、现代农机装备提升、粮食绿
色发展等八项行动，多向发力提
升粮食产能。截至目前，全市吨

半粮产能区扩展到72万亩。成立
11个粮食生产督导组和4个技术
指导组，在粮食播种、田管、收获
的关键时段，每周至少深入田间
地头督导2次、技术指导3天，推
动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强化技术服务支撑。与中国
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加强合作，
培育推广优质高产中强筋小麦
品种，扎实推进莘县国家级小麦
制种大县建设，加快打造“育繁
推”一体化现代种业体系。成立
由院士领衔的粮食单产提升技
术指导组，邀请国内知名赵振
东、康振生、柏连阳、周卫四位院
士现场指导全市粮食生产工作，
为全市粮食生产管理工作提供
方案措施。印发了《聊城市整建
制“吨粮”“吨半粮”生产能力建
设技术指导意见》，结合聊城生
产实际，制定了小麦、玉米生产
技术规程，明确了各个生产环节
的关键管理技术措施，为全市

“吨半粮”产能建设提供技术方
案。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市、
县、镇三级成立“杜站长工作室
(站)”、建立服务队，村级建立联
络点、设置联络员，采取统一服
务标识、统一热线电话、统一服
务标准、统一人员调配、统一情
况汇总的“五统一”模式，构建全

市整齐统一、上下贯通的工作体
系，为广大种粮农户提供“专家
在身边、24小时不断线”的技术
服务。

全力夯实基础支撑。坚决
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出台加强
耕地保护长效监管的实施意
见，严格核查整改耕地不合理
流出问题，2022年、2023年两年
净增耕地11 . 37万亩，全市耕地
面积790万亩，占国土面积的比
重达到61%以上。积极开展高标
准农田建设，大力推进耕地质
量提升，2019年以来，全市实施
高标准农田项目274万亩。截至
目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
田706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比重近九成，“吨半粮”产能区
拓展到72万亩，切实保障了粮
食稳产高产。2021年以来，实施4
处大型灌区和3处中型灌区节
水改造，改善灌溉面积215万亩，
新增年节水能力3400万立方米。
针对整地播种质量不高、病虫
害防控不够、水肥不精准等短
板不足，市财政累计列支资金
5000余万元，支持“吨半粮”示范
区实施“六统一”单产提升技术
措施，促进小麦、玉米大面积单
产提升。特别是，今年在秋种的
关键节点，遭遇持续干旱、高温

天气，聊城市建立农业抗旱日
调度工作机制，及时掌握各地
缺墒、浇水等情况，成立帮包督
导组和技术指导组，动员群众
充分用好一切可能的水源抗旱
浇水，指导落实抗旱技术措施。
市财政列支专项资金500万元，
支持各地打井抗旱保苗，确保
种足种好秋粮，为今年粮食丰
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坚持片区示范带动。按照
“全力夺取小麦丰收、主攻玉米
单产提升、大豆花生稳中有增”
的工作思路，片区化、整建制推
进小麦、玉米单产提升，推动阳
谷县、茌平区、冠县和高唐县实
施整建制玉米单产提升项目，
建设36个“千亩方”、19个“万亩
片”，大力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
控技术，项目区玉米平均密度
增加1 0 0 0株左右，每亩增产
100—120公斤。积极培育粮油
示范主体，引导500余个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实施规模种植主体
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小麦、玉米
提单产关键技术措施，打造示
范基地和标杆区域，带动全市
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均衡增
产。启动粮食高产田“万亩大
方”建设，着力打造“吨半粮”产
能建设升级版。

陶春燕 聊城报道

按照国务院、省政府、市政
府关于“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部
署要求，聊城市卫生健康委联
合市公安局、市医保局、市人社
局，依托“爱山东”APP，通过数
据共享、流程优化，实现新生儿
出生相关事项“一站式”联办，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数字改革带
来的便利。

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陈静介绍了全市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服务
工作情况。

专班督办，闭环管理。市、
县成立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联办专班，由卫生健康部门牵
头，公安、医保、人社等部门参
与，建立联办平台，明确改革

目标、服务事项、部门职责和
办事流程，召开现场办公会、
业务培训会，全面推进工作。
制定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申
办流程，推行首办责任制，工
作人员对事项办理全程跟踪，
实现“闭环零距离服务”。畅通
咨询途径，拓宽宣传渠道，充
分利用各类宣传媒介，广泛开
展宣传活动，让群众分娩前即
熟悉联办事项及操作流程，可
以床旁操作或分娩出院后线
上申请办理有关事项。

精简材料，一站快办。通
过信息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
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办理、
预防接种证办理、户口登记、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社会保障卡申领等申请表单
合为1张，避免不同事项相同
证明材料重复提交。提高新生

儿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效率，通
过“一次受理、内部流转、多证
联办”，进一步压缩办事流程
和办结时限，办理环节从5个
压缩至1个，跑腿次数由4次缩
短为0次，申请材料从5份压缩
至1份。实行事项并联审批、一
站快办，依托“爱山东”APP平
台，实现线上即申即办，群众
提交后，立即激活卫生健康、
公安、医保、人社、银行联动机
制，助产机构办理出生医学证
明、预防接种证后，系统自动
逐级推送，辖区派出所为新生
儿办理落户登记，医保、社保
部门自动进行医保信息登记、
社保信息登记。

灵活办理，满足需求。开
通“床边办”“掌上办”，群众只
需一部手机提交身份证、户口
簿、结婚证等证明材料，即可

全程办理各项服务，并可随时
查询办理进度。延伸服务触
角，通过工作人员内部流程交
互、数据流转，将需要群众线
下跑腿提交的证照证明转换
为工作人员代办代送，让工作
人员、信息数据“多跑腿”，群
众“少跑路”。推出线上线下两
种办理方式，群众可以选择窗
口自行领取出生医学证明和
工作人员邮寄，线上直接落户
和线下去辖区派出所落户，线
上制发社保卡和线下银行网
点办理，充分体现了联办系统
的灵活性和人性化。

截至目前，全市运行新生
儿出生“一件事”联办服务，累
计办理1227件，群众普遍反映
程序少、审批快、服务好，真正
实现政务服务提速度而不失
温度。

一次受理、内部流转、多证联办

聊城实现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发展，
师德师风是关键。为了进一步推进学
校师德师风建设，增进教师对教育工
作内涵的理解，进一步丰富教职工文
化生活，广平镇中心学校组织师生观
看电影《我本是高山》。

电影《我本是高山》根据“燃灯校
长”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张
校长为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热血和爱
的点滴故事。电影中张校长心系每一
个大山里的女孩，以“教书育人”为己
任，引领大山深处的女孩们热烈生
长，打破命运的桎梏。她将最好的年
华献给了山区教育事业，她将全部心
血倾注在孩子们身上，更将自立自强
的种子播撒在她们心中。

观影结束后，老师和同学们纷纷
表示在本次活动中汲取了力量，并将
在反思中不断成长。将永远铭记张桂
梅老师的精神，追随她的脚步，努力
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有奉献的新
时代青年。 （通讯员 张楠楠）

广平镇中心学校

开展校园观影活动

小雪到，冬始俏。为弘扬中国传
统文化，让幼儿了解二十四节气———
小雪的相关知识，直接感知自然的更
替、时节的变化，广平镇第三中心幼
儿园开展了“小雪”节气主题活动。

活动中，幼儿通过“知小雪、绘小
雪、寻小雪”等一系列活动，动手制作
洁白的雪，户外探寻大自然，幼儿亲
身感受到了花草树木及节气的变化。
也在制作雪的过程中体验了一把玩

“雪”的乐趣。
通过活动，幼儿了解了“小雪”节

气的民间习俗，激发了幼儿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之情。同时在轻松愉快的活
动中，不仅让幼儿了解了我国传统文
化，也提高了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
（通讯员 齐雅新 李玉 周生霞）

广平镇第三中心幼儿园

开展小雪节气主题活动

为了进一步加强家校联系，更好
的达到家校共育的目的，促进孩子的
健康成长，11月16日，郁光小学召开一
至五年级家长会，与家长相约，共同
探讨孩子的成长故事，解读孩子的成
长密码。此次会议主题是“静待花开，
共助成长”。

会上，各班班主任和科任老师针
对孩子的日常表现、学科特点、家长
的教育观念、安全教育等方面做了重
点指导，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
深远意义。提醒家长及时关注孩子们
的心理健康情况，多与孩子沟通，及
时发现学习和心理方面的问题。

此次家长会增强了家校之间的
沟通与信任，让家长明白了关注孩子
成长的重要性，家校共育助力孩子健
康快乐成长。 (通讯员 王雪)

郁光小学召开期中家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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