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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5月27日讯 2022年
淄博市全年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326.65万亩，粮食总产量145.96
万吨，连续3年实现面积、总产、
单产“三增”……5月26日，淄博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提
效争先促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
布会第三场，邀请淄博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同志向社
会发布淄博市全面推行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田长制”有
关工作情况。

自推行“田长制”以来，淄博
市全面建立和推行市、区县、镇
（街道）、村（社区）四级“田长制”
体系，推动形成了地有人种、田
有人守、责有人担的耕地保护新
格局，牢牢守住淄博市耕地红
线，夯实粮食安全生产根基。

“田长制”优化了各级田长
配置，每块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均配置了守护人、责任人，落实

耕地保护责任全域覆盖。目前
淄博市田长体系已基本构建完
成，共设置市、县、镇、村四级田
长及网格管理员5705名。淄博
市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田长
制”工作情况检查评价，将评价
结果作为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
核、市级耕地保护激励评价等工
作的重要依据，督导各级坚决落
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推动

“田长制”从有名向有实、有效
纵深。

制定了2023年“田长制”培
训计划，通过下沉区县、视频会
议等方式，分期分主题完成对各
级田长培训全覆盖，截至目前已
培训3.1万余人次。各区县也积
极通过政策宣讲、现场会等形
式，不断提高各级田长的政策水
平和履职尽责能力。

落实了“巡田问题，即时上
报”制度，常态化组织开展巡田巡
查工作，按照“村级田长周巡、镇
级田长月巡”的任务要求，做好巡
田情况记录，发现问题，即时劝
阻，及时解决。截至目前，各级田
长巡田里程数已达11.21万公里，

发现、化解各类问题3000余次。
建立了“田长吹哨，部门报

到”机制。淄博市11个区县均建
立了联动机制，在耕地不合理流
出问题整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卫片执法图斑等问题整改工作
中，区县田长现场指导督办，镇办
田长现场组织实施，自然资源、公
安、法院、农业农村等共同责任机
制部门全程参与，形成了上下一
心、协同作战的良好局面。

同时，还出台《淄博市耕地
保护激励办法》将“田长制”工作
开展情况纳入市级耕地保护激
励评价体系，出台印发《淄博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土地
矿产卫片执法工作的通知》，对
新增的违法违规占用、破坏耕地
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行为，依法
依规严肃查处。统筹利用季度
遥感监测、空天地应用场景、“田
长云”管理平台等技术手段，及
时发现并制止耕地“非农化”“非
粮化”问题。

主管部门还加大宣传工作
力度，将耕地保护政策真正宣传
到田间地头，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截至目前，共设立县级、镇
级、村级“田长制”公示牌1450余
块，载明农村乱占耕地“八不
准”、制止耕地非农化“六个严
禁”、耕地利用优先序、田长职
责、耕地保护责任面积、田长姓
名及联系方式、部门举报电话等
相关政策及信息。开展了最美
田长寻访活动以及系列宣传活
动，在淄博市范围内营造“人人
知晓、人人关注、人人参与”耕地
保护的良好氛围，为推进“田长
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下一步，淄博市将深入推进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田长
制”，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实行永
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高质量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采取长牙齿
的硬措施，坚决守好守牢耕地红
线，维护粮食安全。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靖怡

连续3年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

淄博全面推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田长制”

全长1952米

济潍高速孝妇河特大桥全部贯通
淄博5月27日讯 5月24日，

随着孝妇河特大桥最后一联桥
面铺装完成，历经2年多的紧密
施工，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中
交一公局集团承建的济潍高速
四标孝妇河特大桥全部贯通。
孝妇河特大桥是济潍高速项目
在淄博市境内最长的桥梁，是全
线重要控制性工程，标志着向顺
利通车迈出了坚实一步。

济潍高速作为山东省“九纵
五横一环七射多连”高速公路网
中“射三”线，西接京沪高速济南
至莱芜段，东接潍日高速。中交
一公局集团承建的孝妇河特大
桥为梁式桥，全长1952米，左右
幅各67跨，为项目控制性工程。

自特大桥开工以来，项目组
织行业专家论证比选，统筹规
划、合理布置，科学研判，克服施
工区域跨越省道、铁路、河流、地
上地下管线复杂、施工组织难度
大的难题，周密安排施工工序衔
接，全力提速建设进度。施工过
程中，项目精心组织，迎难而上，
加大人力物力投入，24小时昼夜
不间断施工，积极创新思维、优

化资源配置、多措并举，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组织
机构，树立“以人为本、本质安
全、全寿命周期、价值工程”理
念，树立品牌工程标准，提升项
目形象品质，打造班组标准化，
实行首件制、二维码实名制和三
检制等，做到了过程有控制，质
量有追溯，品质有保证。截至目

前，保护层合格率达97%以上，
所有混凝土强度统计评定合格，
强度标准差达到优良等级。

全力开展“智慧工地”信息
化建设工作，将互联网技术、信
息化高科技智能管理技术、智能
设备落实到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中，创新工程管理模式，构建覆
盖“项目部、工区、施工班组”三

级联动的“智慧工地”管理体系。
通过智慧云平台、环境监测系
统、全方位视频监控系统，实时
掌握危大工程作业情况。通过

“微创新”活动和“四新”技术提
高精细化施工。环保方面使用
专用pm10检测设备，联网对扬
尘、噪声情况进行记录，全面提
升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环保
水平，在智能物料管理系统方
面，项目通过MDS系统超差报警
系统严格控制用料保证混凝土
拌合质量。

孝妇河特大桥建设期间，申
报专利2项，获得天津市质量协
会QC一等奖1项，荣获全国交通
行业五星级现场称号。

孝妇河特大桥的顺利贯通，
极大鼓舞了项目参建人员的士
气。下一步，项目将一鼓作气完
成剩余施工任务，凝心聚力，奋
勇争先，加强要素保障，持续掀
起大干高潮，确保圆满完成年度
建设任务。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渤海 通讯员 吕
游春

5月24日，孝妇河特大桥最后一联桥面铺装完成。

淄博5月27日讯 此前需
要赶路10公里才能办的业务，
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很快办结。
淄博高新区高端装备中心通过
扎实推进数字赋能政务服务再
提升行动，目前已建成全区首
个基层“24小时便民服务站”，
将淄博高新区“政务服务+”场
景建设进一步升级，让辖区群
众畅享更多便利。

“真的不错，看到家门口有
个便民服务站，就去试了下，现
场就打印出我急需的社保证
明，不用再跑出去办了，服务站
的功能非常多，很实用。”家住
淄博高端装备中心的张玉凤临
近退休年龄，担心自己的社保
缴费年限不够，没成想通过

“24小时便民服务站”，很快就
查清了自己的参保情况，业务
办理很高效。

记者采访获悉，2023年以
来，淄博高新区高端装备中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三提三
争”活动要求，主要延伸政务服
务链条，拓展自助服务场景，为
辖区人民群众提供全面、丰富
的自助服务体验，持续提升基
层便民服务能力，加速建成“5
分钟便民服务圈”，这是淄博高
新区政务服务系统继推出“政
银+”E服务会客厅、企业服务
中心、企业开办管家工作室以
来的又一项为民办实事举措。
目前“政务服务+”场景建设还
在进一步升级，重点落实三大
优势，切实为辖区人民群众带
来较好的办事体验。

高端装备中心24小时便
民服务站配备有“一网通办”集
成式自助终端设备、AI智能售
货柜、得益乳业保鲜柜、图书
角、免费充电宝、计生用品发放
箱等设施，力求为群众提供一
个集政务服务、阅读休闲于一
体的便民服务场所。政务服务
自助设备可以为广大办事群众
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务，从而
有效解决传统办事模式下程序
繁、时间长、材料多、办事难等
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实实
在在的便民服务。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培 通讯员 栗巧月
韦淑琪

淄博高新区高端装备中心：

24小时便民服务站
让市民畅享便利

5月22日至23日，中
质协质量保证中心组织
专家组对淄博供电公司
经济技术研究所开展了
为期两天的质量认证审
核复核，经过全面细致
的检查，审核组专家对
经研所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经研所顺利通过
中质协质量体系认证
复核。

专家组对经研所变
电、土建、线路等各个专
业开展审查，从设计过

程、任务下达、作业指导
人员能力、过程资料的管
理、图签填写、图纸保护、
设计过程的可追溯性、审
核、问题处置、记录的保
留等方面监督检查合规
性。在认证复核末次会
上，专家组从绿色低碳设
计、减少分布式电源电磁
污染、SF6绝缘气体替代
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
和改进建议。

支部书记王增君要
求全体员工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认真贯彻质
量体系认证要求，将体
系思想深入融合到日常
管理工作中，要加强各
专业沟通，深化合作，细
化工作流程，进一步完
善相关规章制度。各设
计人员要深入学习体系
文件，严格落实体系要
求，对专家提出的改进
建议开展学习研究，使
管理及设计水平再上新
台阶。

郑晴之 李一骄

淄博供电公司经研所
顺利通过中质协质量认证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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