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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博山区八陡镇大黑
山后村，村民老赵与村书记半年
前有过一场“赌约”。“赌”的啥？
老赵曾抻着脖子说：“书记说，种

谷子一年能赚100万，我不信！”
眼下，老赵输了，输得心服

口服，摒弃“赚100万不可能”的
质疑，他现在觉得“再赚100万也

有戏”。
老赵大名赵向芳，已65岁，

是村里小米种植合作社的成员。
他的家乡大黑山后村位于黑山
北麓，长久以来，当地百姓以种
植谷子、玉米等传统农作物为
主。这里出产的小米又香又黄，
虽远近闻名，村民却不知原因
何在。

在老赵的记忆里，老一辈种
地，心细但一切从简。直至不惑
之年，在自家田里，他都没见过
化肥的模样。老赵笑侃道：“这
么多年，单化肥这一项，俺就省
下不少钱。”

多年来，除了谷子和玉米，
大黑山后村再无特色禀赋。加
之八陡镇的工业在博山首屈一
指，年轻人好就业且打工收入
高，已是花甲之年的老赵，于是
成了眼下村里的“准劳力”。

让种田的“老把式”转变思
想，不是件容易事。面对村里不
少像老赵一样干活肯下力，又有
点轴的“老顽固”，村“两委”决

定，先拿大伙都熟悉的谷子，做
点“文章”。

“旧题新作”本不易，“柳暗
花明”又一村。据大黑山后村党
总支书记张道忠介绍，有了规模
化种植谷子的发展思路，村“两
委”请来了专家，随着调研工作
的深入，国家权威检测部门又送
来好消息。经检测，大黑山后村
所处区域属于天然富硒土壤。

起初，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
并未在村民心中激起多大涟漪。

“富硒地咋了？咱村的小米好
吃，路人皆知。加上‘富硒’俩
字，米价还能翻番？”老赵不解。

“富硒地产的小米，价格是
普通小米的数倍，如果再能把品
牌做好，岂止翻番。”听了专家的
话，老赵仍将信将疑：“书记说，
如果种上500亩，村里就能赚
100万。我不信，便与他打了个
赌。”

打赌不耽搁致富，在村“两
委”的积极动员下，2023年，大黑
山后村有约300户村民加入了党

总支领办的合作社，开始发展特
色富硒小米种植产业，累计种植
谷子约500亩。这其中，自然也
包括老赵。

时值丰收季，当金灿灿的小
米顺着仓门倾泻而出，看着远道
而来的客商以每斤约20元的价
格抢购，村民们先是一脸错愕，
随后又开心地笑了。

根据村“两委”提供的数据，
过去的一年，凭借约500亩富硒
田和村民自创的“金米”品牌，大
黑山后村共收获小米约5.6万斤，
销售额约110万元，实现收益约
30万元。再看老赵，虽输了“赌
约”，脸上却满是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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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赚百万元 山村小米赢下“赌约”

淄博1月11日讯 今天，淄
博市红十字会2024年“博爱在淄
博 温暖送万家”活动启动。全
市红十字会系统春节前送温暖
活动共安排救助款物800余万
元，其中爱心企业捐赠款物400
余万元。救助物资涵盖花生油、

大米、面粉、棉被、降压药、降糖
药、消炎药等多个品类，重点对
240余户大病困难群众及3000
余户因灾、因病需要给予人道救
助的人员进行走访慰问。

“博爱在淄博 温暖送万家”
活动是淄博市红十字会发挥党和

政府人道领域助手和联系群众桥
梁纽带的重要载体，是“益齐助”
救助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
期间送温暖活动主要面向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村镇、偏远山区等，重
点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军烈属、大
病及罕见病患儿家庭、“三献”捐

献者家庭、生活困难的红十字会
员、志愿者等。

“博爱在淄博 温暖送万家”
活动自2009年开始，已连续开展
15年，累计发放慰问款物价值
7000余万元，惠及困难家庭3.3万
余户，受到各界广泛欢迎和认可。

2024年红十字会春节送温
暖活动，在全市红十字会系统齐
心协力、积极筹措、多方动员下，
先后有120多个单位、8.7万人次
参与众筹募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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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红十字会温暖送万家活动启动

春节前安排救助款物800余万元走访慰问

数字淄博建设跑出“加速度”

3400余项服务实现手机端“轻松办”

淄博1月11日讯 100个事
项数据跑腿“智能办”，3400余项
服务手机端“轻松办”，公积金、
不动产及水、电、气、暖、信等高
频服务事项“免证办”……1月11
日，在淄博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
开的“数字淄博建设”新闻发布
会上，淄博市大数据局党组书
记、局长范继英介绍了数字淄博
建设有关情况。

做好协同文章
数字政府引领持续显著

深入推进“爱山东”“网上办
事”，“爱山东·淄在办”成为百姓
办事首选，“无证明城市”建设再
升级，不动产权证、出生医学证
明等221类证照实现后台自动获
取、自动填充，公积金、不动产及
水、电、气、暖、信等高频服务事
项“免证办”。

深入推进“集成办”，医保社
保、生活缴费、公积金等85个“一
件事、一次办”，升级打造灵活就
业、军人退役等13个民生领域

“一件事”标杆场景。新生儿出
生“一件事”表单填写和提交材
料全省最“简”。

推出“无感智办”品牌，100
个事项数据跑腿“智能办”，惠及
1.5万家市场主体，创新举措评为

省数字政府“创新示范应用”。
强化“掌上办”，3400余项服务手
机端轻松办理，面对“淄博烧烤”
火爆出圈，及时推出“淄博烧烤
专区”，实现一部手机淄博行。

大力推进“鲁通码”建设，
已实现政务办事、酒店入住、文
化旅游等15类场景“鲁通码”应
用。群众通过“爱山东”APP出
示“鲁通码”，可实现在政务服务
大厅预约叫号、排队取号、电子
证照授权、扫码办事；全市1337
家宾馆、民宿实现“亮码”入住；
市科技馆、红叶柿岩、王渔洋景
区、市政务服务中心智能书柜等
景区和文化场馆均实现亮码通
行、扫码借阅。

大力推进“山东通”“网上办
公”，积极落实“高效办成一件
事”，打造形成公务员全生命周
期等10个“高效办成一件事”标
杆场景。“事业单位人员职业生
涯管理一件事”、“执行一件事(股
权查控)”、“政府合同管理一件
事”等工作走在全省前列。推动
机关事项数字化，2760个事项上
线数字机关综合应用平台，年办
理事项1.3万余件，数字化实现率
90%以上，应用日均访问80万
次，网上可办比例95%以上，镇
村办公效率提升85%以上，移动
政务办公成为“新常态”。

抓实民生导向
数字社会发展持续深化

市本级和淄川区、桓台县、

沂源县列入省级四星级新型智
慧城市，其余5个区县列入省级
四星级试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实现“全域贯通”。举办第二十
届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大会，
开展新型智慧城市案例征集活
动，打造形成健康淄博服务、“智
行淄博”车路协同等一系列场
景，130项案例入选市级动态榜
单，144项案例列入省优秀案例
榜单，4个案例入选年度省先进
计算典型应用案例，区域交互式
在线教学等2项案例入选年度中
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典型案例
集。制定出台《淄博市推进智慧
社区建设实施方案》，智慧社区
覆盖率超50%，城南社区、潘苑
社区、公孙社区入选省级标杆型
智慧社区。

用活赋能平台
数字创新能力持续迸发

完善全市一体化大数据平
台体系，加大数据汇聚、共享、开
放力度，梳理数据资源目录
19000余项、规范治理900余项，
发布各类数据资源7100余项，开
放数据目录3900余个，发布数据
1.71亿余条，公共数据基本实现

“应汇尽汇”。全域完成数据“直
达基层”节点建设，全市累计申
请使用国家部委资源141类，调
用661万余次。全面推进“城市
大脑”体系建设，建立“数办”统
筹、督促机制，“淄博智脑+领域
分脑+区县大脑+基层平台+共

性能力”的“城市大脑”体系基本
建成。“淄博智脑”实现大屏端、
中屏端、PAD端、小屏端四屏联
动、协同应用。建成渣土车监
管、防汛、数智督查等11个领域
分脑、52个专题场景。全量实时
汇聚12345、城管、应急等6类事
件，在全省首创搭建一人多诉、
多人同诉等6大事件融合分析模
型，“一屏观、一网管、一网防”能
力极大提升。

统筹安全高效
数字基础保障持续巩固

持续开展云、网、数据方面
固基强基行动，集约形成“一个
平台、四个节点”，政务云灾备体
系初步健全。深化全市“一张网
络”，深入推进政务外网“一网多
平面”应用部署，实现省市县乡
村五级覆盖。统筹公共视频监
控资源建设、管理、应用，全市汇
聚18万路，一路视频多部门使
用，集约共享效果成效明显，270
种AI算法在明厨亮灶、渣土车监
管等场景跨领域有效应用。实
施数据中心提质增量行动，全市
数据中心12个，在用标准机架总
数 超 3 . 5 万 个 ，总 算 力 超 过
1300PFLOPS，年增长30%。7
个数据中心列为2023年省级新
型数据中心试点，山东爱特云翔
产业园获评全国智算中心最高
等级。建成5G基站9163个，窄
带物联网（NB-Iot）基站1871
个，万兆光网端口7万余个，跻身

全国“千兆城市”。

一体化大数据体系
初步形成

近年来，淄博市大数据局推
进数据汇聚融合、协同治理、共
享开放和开发利用，市一体化大
数据体系初步形成，为全市各部
门提供数据的采集、归集、共享
等基础能力。平台共接入市直
部门、各区县共200余个数据源，
归集380亿条数据，建设了人口、
法人单位、电子证照、空间地理
等综合数据库。推动各级各部
门将产生、采集和管理的公共数
据全量编目，形成数据资源“一
本账”，建立“目录一数据一系
统”关联关系，发布共享目录
7100余个，开放目录3900余个，
数据服务累计调用52亿次。

另外，临淄区以临淄区大
数据产业园为基地，高标准建
设了爱特云翔数据中心项目，中
心总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
最高可容纳10000组机柜（折算
2.67万个标准机架），装机总容
量达到全省“十四五”规划大数
据中心的1/8；中心实现三大运
营商骨干网接入，建成“北京—
淄博”直连光纤，项目建成后将
是全省单体最大的互联网数据
中心、全国最大的智能视频云
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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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山后村出产的富硒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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