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1月1日讯 为更好地
支持淄博市缴存人租房提取住
房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提高办
事效率，优化办事流程，今天，淄
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
公告：即日起，淄博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和网上
服务厅开通租房委托提取住房
公积金业务。

该政策的适用人群为：满足
租赁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条件的缴存人（包括普通职工、
高层次人才、新市民或青年人）

可申请签约租房委托提取，在协
议有效期限内公积金中心按照
规定的金额逐月将签约人住房
公积金划拨至其银行结算账户。

协议有效期限为：委托提取
有效期限不超过1年。申请人是
青年人的，协议有效期限不超过
36周岁的前一个月。申请人是
新市民，取得本市户籍不满3年
的，协议有效期限不超过取得户
籍满3年的前一个月。夫妻双方
都符合新市民或青年人租房提
取条件的，以两者截止期限较早

的时间为准。
约定提取金额为：（一）普通

职工：约定提取金额上限为淄博
市规定的定额提取额度（目前为
1260元）；（二）高层次人才：约定
提取金额上限为淄博市规定的
定额提取额度的两倍（目前为
2520元）；（三）新市民或青年人：
1.新市民或青年人单身的：约定
提取金额上限为签约时最近一
次月汇缴金额与定额提取金额
之间（1260元）的较大值。2.新市
民或青年人已婚的：家庭约定提

取金额上限为签约时新市民或
青年人最近一次月汇缴金额（夫
妻双方都是的月汇缴金额相加）
与定额提取金额（1260元）之间
的较大值。

公告规定，协议有效期限内
的每月提取金额一经约定不得
更改。

提取时间、频次和金额：按
照当月申请、次月生效的原则，
每月最多提取一次，且不超过约
定提取金额，提取后公积金账户
余额不低于1元。夫妻双方同时

签约的，提取金额按登记先后顺
序生成，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约
定提取金额。委托提取资金于
每月11日至13日（遇节假日顺
延）划拨。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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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编“诚信村”一年订单量增加了7倍
淄博新增一处
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淄博1月1日讯 2023年12
月28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下
发《关于公布第二批山东省省级
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
的通知》，淄川区渭一窑址考古
遗址公园成功入选！

淄川陶瓷生产历史源远流
长。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汶口
文化时期，就开始抟土制器，掘地
筑窑，焚柴而陶。到南北朝时，已
经从技术上完成了由陶向瓷的历
史性飞跃。渭一窑址，由宋金时
期发展至今，淄博市海上丝绸之
路唯一申遗点，是山东地区目前
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大型
陶瓷手工业遗存。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口大瓮即产于目前渭一窑址
的瓮缸大车间。为做好优秀传统
文化的活化与利用文章，淄川区
加快渭一窑址考古遗址公园的保
护管理、展示利用工作，着力打造
具有北方陶瓷文化元素的特色历
史遗址公园片区，渭一窑址考古
遗址公园是淄博陶瓷文化展示系
列的重要一环。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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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月1日讯 每周五，淄
博市博山区八陡镇的退休干部
张慎利，都会到山机社区网格驿
站处理解决这周的群众诉求、矛
盾纠纷。最近，社区邻居老王和
老李因为噪音和门前杂物问题
产生纠纷，张慎利积极入户调
解，和双方深入沟通，两家人最
终握手言和。“能够继续为八陡
贡献一点力量，我感到很光荣！”
张慎利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八陡镇注重发挥老
干部政治优势，激发老干部参与
基层治理的工作热情，引导老干
部参与矛盾调解、三资管理、民生

实事，助力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
抓实党建引领，推动老干部

参与社会治理。八陡镇立足基
层社会综合治理，不断激励老干
部、老党员主动担当作为，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根据
老干部对村情了解深入、威望大
等优势，积极组织“银发调解
队”，深入群众、了解民情，共协
调解决各村、社区矛盾50余件。
针对农村合同清理、三资管理等
历史遗留问题，充分发挥老干部
居住乡里、熟悉村情、收集民意
的优势，积极为村“两委”建言献
策，累计反馈民意70余次，切实

有效凝聚党心民心。
聚焦作用发挥，引导老干部

参与志愿服务。八陡镇深耕老
干部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构建以
老干部党支部为核心、老干部党
员为班底的“1+1+N”党组织志
愿服务体系，成立老干部志愿服
务工作小组，深挖老干部专业志
愿力量，把专业志愿服务向最能
体现老同志自身特长优势、党委
政府最关心、基层群众最需要的
领域聚焦。引导老同志就近参
与小区管理，为居民宣讲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家风家教、法律、养
生保健等知识。积极开展理论

宣讲、环境整治、法律咨询、义诊
等各项志愿服务活动，真正实现
老干部志愿服务有本色、活动成
效有亮色。

积极建言献策，激励老干部
凝聚强大合力。八陡镇在积极
引导推动老干部参与基层治理、
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的同时，组
织老党员代表深入乡村振兴示
范点，围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乡风文明等考察调研，组
织开展座谈交流2次，提出涉及
农村道路建设、乡村景观打造、
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建议8条。
注重发挥老干部威望优势，组织

老干部到村居一线、田间地头讲
党课、做宣讲，充分发挥政治优
势，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宣
讲员。

“继续为八陡社会治理贡献
力量，是作为一名老干部、老党
员应有的觉悟！”八陡镇老干部
薛聪宝说道。下一步，八陡镇将
积极发挥退休干部的独特优势
和作用，继续推动老干部参与矛
盾调解、志愿服务、引领民风等
各项工作，有力推动乡村和谐稳
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韩凯 通讯员 许伯阳

参与矛盾调解、三资管理……

博山八陡镇老干部助力基层治理显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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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1日，新年第一
天，早上8点半，孙立梅家的小院
又准时热闹了起来，四五个姐妹
看似在唠嗑，实则在赚钱。

“这是用来做水果兜的，一
根草条4毛钱，像我们几个，每人
一天至少能编100多个。”几人动
作娴熟，蒲草在她们手中上下翻
飞，仅五六分钟，一根草条就编
好了。

58岁的孙立梅是淄博市桓

台县起凤镇乌南村人，她的家乡
位于美丽的乌河岸边，苇草编织
几乎是当地百姓人人都会的
手艺。

乌南村有680户、2300多口
人，在起凤镇属人口大村。作为
当地远近闻名的强村，乌南村再
难看到以前软弱涣散的影子。
据乌南村党支部书记魏麦芳介
绍，过去，他们村的村集体经济
常年入不敷出，村民们对此很不

满意。近几年，通过支部领办合
作社，大力发展草编产业，村集
体经济和百姓的精神面貌均变
了样。

在地理位置上，乌南村还靠
近马踏湖，依托湖区2万亩芦苇，
苇草编织的技艺如今成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但是多年来，
苇草编织只是当地百姓居家生
活的一门手艺，没有形成集体化
运作。经村‘两委’研究，决定从
草编入手，丰富发展路径。”魏麦
芳说：“草编经过简单的培训即
可上手，非常适合村里的妇女、
老人群体就业；发展草编产业无
须投入大量资金，也符合当时乌
南村的实际情况。”

说干就干，在村民期待的目
光中，乌南村成立了草编合作
社，订单、效益有了，能不能长久
坚持下去，又成了一个难题。了
解到这个顾虑后，起凤镇党委、
镇政府主动靠前服务，为乌南村
牵线搭桥，促成了合作社与当地
龙头企业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为
村民的辛苦付出托底。

如今，走进乌南村草编合作
社崭新的工作车间，既有托底企
业的技术人员给大家讲解流程
工艺，又有老师傅一遍又一遍地

手把手教学。近90名村民因此
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成为乌南
村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通过采访记者还了解到，过
去的一年，乌南村将“保质保量
按时完成合作社分配订单”等纳
入积分考核，有效保证了合作社
供货速度和质量，良好的信用使
合作社承接订单数量增加了7
倍。更多合作方的加入，使合作
社迎来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此外，乌南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
也从2017年不到10万元，发展到
2023年近200万元，合作社帮村
民创收超100万元，实现了集体
和个人双赢的局面。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魏麦
芳信心满满地说：“我们将继续
坚持党建引领，诚信发展，带领
村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
向前。”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姜涛 通讯员 张浩

乌南村党支部书记魏麦芳（右）向来客介绍合作社的草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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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开通线上租房委托提取公积金业务
普通职工提取上限为12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