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7月12日讯 保费由
省、市、区（县）三级财政分担，
淄博市行政区域内常住人口以
及灾害发生时在本区域内的外
来人口，不花一分钱即可享受
到人身、居民住房和基本生活
用品的保险保障。7月11日，淄
博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关于印
发《淄博市灾害民生综合保险
工作实施方案》（简称《方案》）
的通知，淄博健全完善自然灾
害和意外事故救助体系，转变
传统单一的政府救灾救助模
式，构建政府救助、保险保障、
社会救济、自救互救“四位一
体”的全新救灾救助机制，再送

“民生大礼包”。
《方案》提出，灾害民生综

合保险基本保障范围为洪涝、
干旱、台风、风雹、低温冷冻、

雪灾、地震、山体崩塌、滑坡、
泥石流、风暴潮、海啸、森林草
原火灾等13种自然灾害及溺
水、居家煤气中毒、氯气中毒、
爆炸、火灾、触电等6种特定意
外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自然灾
害和特定意外事故造成居民
住房倒塌或损坏；自然灾害和
特定意外事故造成居民基本
生活用品（衣被、口粮、厨具）
的损毁；抢险救灾、应急救援
人员的伤亡；因灾导致受灾人
员的饮水困难；其他政府认定
需救助的事项。当发生责任
事故或意外事件后，出于社会
责任必须启动救助的，保险人
负责给付应急救助补偿金。
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
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
有关责任方（政府部门除外）

追偿的权利。
基本保费以公安户籍人

数、户数为依据，保费标准暂时
按照每年每人2元、每户2元的
标准计算。基本保障额度分为
七种，以淄博市保费额统算，全
年累计赔付限额为保费总额的
15倍。如发生重特大灾害事故
时，赔付限额上浮至保费总额
的18倍；每人人身救助金限额
15万元；每户房屋救助金限额5
万元；每户居民基本生活用品
（衣被、口粮、厨具）救助金限额
600元；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
员的救助金限额25万元/人；因
灾导致饮水困难的人员饮水救
助费用60元/人/月；其他政府认
定需救助的事项，全市每次责
任限额200万元、每保险年度累
计赔付限额2000万元。

淄博市应急管理局代表淄
博市政府作为投保人，与保险
机构签订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合
同，统一缴纳保费，具体负责本
市灾害民生综合保险的组织实
施和理赔管理等工作。使用全
省统一制定的灾害民生综合保
险合同，保险的期限原则为12
个月。淄博市灾害民生综合保
险承保机构共保体组建后，负
责全市灾害民生综合保险的承
保理赔、防灾防损等工作。承
保机构应制定自然灾害、特定
意外事故发生时的理赔响应方
案，报同级应急部门备案。淄
博市专项小组办公室牵头制定
承保机构考核办法，建立优胜
劣汰的退出机制，对出现重大
理赔问题、防灾减灾工作不到
位、严重扰乱保险市场等行为，

依法予以处罚并取消承保
资格。

该《方案》自2022年6月2日
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6月30
日。其出台，有利于健全完善
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救助体
系，转变传统单一的政府救灾
救助模式，构建政府救助、保险
保障、社会救济、自救互救“四
位一体”的全新救灾救助机制，
加快构建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
参与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
系，提升灾害救助质量和水平，
帮助受灾群众快速恢复生产生
活，避免因灾返贫，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马斌 通讯员 周锋
李达

淄博构建“四位一体”全新救灾救助机制

政府掏钱为咱购买灾害民生综合险

上接01版
“我们根据企业和群众不

同的办理需求，提供相应组合
式服务，对过去所需填写的‘营
业性演出许可’和‘民办非企业
单位’两份材料进行精简，两个
事项一套表格,避免重复提交材
料。”7月12日，张店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吴江介
绍，营业性演出许可所需材料
由6项减为4项,民办非企单位所
需材料由12项减为9项,办证时
限由3天压缩到1天，大大提升
办理时效。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快，

只有更快。一项项让企业一看
就明白、一来就办好的改革“红
利”，让群众看到了新时代新发
展的无限可能。围绕企业群众
办事的堵点、难点，以“群众满
意”为工作标准，聚焦聚力深化

“一次办好”改革各项重点任
务，全力跑出“淄博速度”、高标
打造“淄博效率”、真正叫响“淄
博服务”。

去年，淄博市在全省率先
实施信用审批“承诺即入”新模
式，首批将58个政务服务事项
纳入信用审批“承诺即入”改
革，实行“一表即入”“备案即

入”“先入后验”，实现了企业准
营的极简审批。在此基础上，
今年，淄博市又推出第二批48
项信用审批“承诺即入”事项，
包括就业、医药、卫生等9大类，
改革后申请材料、办事环节、审
批时间分别平均压减30%、40%、
80%以上。截至目前，通过信用
审批“承诺即入”模式已办理2.5
万余件。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快，
只有更快。针对社会关切，一
个个“全省率先”以生动事实证
明了淄博市决策的现实性和战
略性。“无证明城市”“一证化”

等13项领跑全国、全省的政务
服务新模式惠及于民，用快解
决、快落实回应群众关切的问
题，给了这座城市更多的底气。

革故鼎新，精准标定发展
坐标，才能打开未来发展新空
间。淄博在政务服务“政府侧”
改革上精益求精，拓展“无证明
城市”建设应用场景，推出更多

“零材料”办理事项，实现由“无
证明”向“免证办”迭代升级。
推动“证明直通车”上线“爱山
东APP”，实现由PC端向移动端
延伸。目前，淄博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正在梳理“无感审批”事

项，开发“无感审批”平台，通过
“到期自动提醒”，实现对企业
群众办事需求的精准预判、即
时感知、定向推送和智能处置，
让企业群众在不知不觉中办
成事。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快，
只有更快。一项项改革新举措
不断改进政府服务的供给侧，
提高对项目和资本的吸引力、
承载力。优化营商环境，不仅
深耕投资创业热土，更让人们
在变化中有定力，在不确定性
中有了确定性。

02 编辑 钱红

美编 王涛

校对 杜蕾
2022年7月13日

星期三

落实资金1056.23万元

淄博加强孝妇河流域防汛物资储备
淄博7月12日讯 7月

12日10时37分，淄博市气象
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
7月12日7时淄博市水利工程
防汛抗旱办公室发布最新汛
情快报显示，11日7时至12日
7时，全市平均降雨9.8毫米，
全市今年累计降水415毫米，
比历年同期偏多61%，比去
年同期偏多26%。近期，淄
博市降雨频繁，主汛期保障
河道行洪通畅，确保安全，是
当前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天，记者从淄博市水
利局了解到，为防患于未然，
近年来，淄博市通过多项措
施确保安全度汛。贯穿南北
的孝妇河是淄博的母亲河，
近年来，为加速“拥河发展”
步伐，淄博市实施了总长度
41.79公里的孝妇河干流治
理工程和64.7公里的孝妇河
文化休闲生态观光带项目，

打造全域公园城市建设的先
行示范、高品质生态走廊。

今年以来，进一步加强
了孝妇河全流域综合调度。
针对孝妇河流域内水利工程
众多的情况，统筹编制了《孝
妇河防御洪水方案（2022年
度）》和《孝妇河超标洪水防
御预案（2022年度）》，并将孝
妇河流域纳入全市水旱灾害
防御“三平台、一张图”平台
进行日常统一管理，各级责
任人和防汛值班值守人员均
安装使用淄水防御手机APP
移动管理平台。强降雨预警
后，拦河闸坝（堰）原则上均
塌坝敞闸运行。同时，加强
了孝妇河流域防汛物资储
备。共落实资金1056.23万
元，储备编织袋麻袋867370
条，土工布（膜）113360平方
米，桩木等木材577.32立方
米，沙子砂石料37331.8方，

铅丝铁丝（千克）6111千克，
电缆线(米)7380米，柄类简易
器械4657套，排水设备111
台套，照明灯具1128台套，发
电设备48台/千瓦，舟艇16
艘，救生衣4892件，救生圈
297个，雨具3007套。组建
了防汛抢险队伍，在成立镇
村防汛抢险常备队的基础
上，依托孝妇河生态修复项
目建设施工企业（中建八
局），组建了110人的防汛抢
险应急专业队伍，并组织开
展了实战演练。开展了防汛
隐患排查整治，制定了水利
行业风险隐患问题排查整治
行动方案，深入开展了妨碍
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
行动，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王莉莉 通讯员
王兆成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快，只有更快”

雨中救援被困车辆

7月12日，民警把被困车辆推到安全地带。
当天上午，淄川区多地突降大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淄博市

公安局淄川分局岭子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称，因积水严重，自己和
家人被困在了车上不敢出来。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而这时的积水深
处已达腿部位置，水流湍急，大雨还在不停地下着，为保障群众安
全，民警先将车上的老人背出，并引导车上人员先到安全区域。随
后，在民警辅警与周围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大家将被困积水中的车
辆推至安全的地方，并提醒过路车辆避免再次陷入积水中。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孙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