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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文闻
通讯员 刘新红 孔令红 屈安冉

“要不是参加了医保，我这病根本负担
不起。这几个月看病花了近10万元，自己
只付了1万多元，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谈及
医疗保障政策，家住曲阜市防山镇纪庄村的
低保户孔先生由衷感慨。

“去年3月我被诊断为食管癌，刚听到
这个结果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了。家里面本
就困难，这一病更是雪上加霜！”抱着“治到
哪算哪”的心态，孔先生开始接受治疗。经
过手术、放化疗，几个月来医疗总费用9.8万
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6.3
万元、大病保险报销了1.3万元、医疗救助支

付了0.6万元，经过三重保障梯次减负，个人
总共只支付了1万多元。

孔先生对此赞不绝口：“这些都不用自
己垫钱，也不用来回跑，结算的时候只付自
己那部分就行，真是太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了！”

少跑腿、便民众，救助更贴心。为确
保特殊群体第一时间享受救助政策，曲阜
市医保局对认定的重点救助对象做好参
保类型身份信息标识，对符合条件的医药
机构开通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三重保障的“一站式”结算，在重点救助对
象就医结算时，只需结算个人自负费用，
其余费用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医药机构进
行结算，切实做到了困难群众就医免垫

付，2024年以来，通过“一站式”救助，救
助重点对象 5.69 万人次，支付救助资金
2554.12万元。

聚合力、纾民困，救助更暖心。“病有
所医，医有所保”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避免困难群众
参保缴费垫资等情况，曲阜市医保局与民
政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动态台账，第一时
间获取困难群众信息，及时在医保系统进
行身份标识，提前操作核定个人缴费金
额，实现了参保对象“免申即享”和精准覆
盖，确保因病返贫致贫风险群体及时发
现、及时救助。

去年以来，曲阜市医保局“免申即享”
救助人员376人，救助金额超291.85万元，

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因病致贫返贫风险，
切实减轻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由以往
的“人向医保要待遇”转变为“医保按待遇
找人”。

抓落实、惠民生，救助更安心。为确保
政策精准落地，曲阜市医疗保障局在强化
队伍建设，加强政策宣传上持续发力。全
市建成“市镇村”三级医疗救助网络，累计
培养基层“医保明白人”320名，实现群众
咨询“村村有解答”。为充分释放医疗救助
政策红利，利用“医保政策进万家”活动积
极入户宣传救助政策，通过大喇叭、宣传
栏、明白纸等群众听得懂、看得见的方式解
读政策要点，力争实现医疗救助政策宣传

“无盲区”。

医疗救助托起民生“医”靠

■通讯员 强巴曲宗 高聪

“没想到不用两地奔波，在老家就把枣庄发的上岗证换好
了！”近日，在微山县政务服务中心社会事务窗口，货车司机王田
田手持崭新的电子从业资格证感慨道。常年在外地跑运输的
他，趁着接单间隙专程返乡办理证件换发，原本已做好往返枣庄
的心理准备，却在工作人员帮助下不到半小时完成全流程办理。

据悉，王田田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已于2025年5月到
期。由于行业特殊性，他常年辗转鲁苏豫皖多地工作，对“跨省
通办”政策了解不深。窗口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立即启动“异
地帮办”服务机制。一方面通过山东省道路运政管理服务信息
系统在线核验信息，同步对接枣庄市审批部门建立协办通道；
另一方面指导王田田通过微信小程序“运政一网通办”提交申
请材料，实时追踪审批进度。

微山县持续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在我市率先实现
道路运输电子证照全覆盖。通过“微山政务”公众号、抖音账号等
渠道，定期推送电子证照申领指南等信息。从业人员出示电子
证照即可完成执法查验，实现“亮证—查验—归档”数字化闭环。

跨域通办暖民心 政务服务再升温

■通讯员 郑瑞玉

近期，在邹城市城前镇越峰村蓝莓种植基地，40亩蓝莓迎
来丰收季。蓝紫色果实如宝石般低垂枝头，不仅“串”起了村民
的致富路，更让乡村振兴的蓝图化作可感可触的“甜蜜果”。“这
蓝莓甜得自然，是记忆中的山野味道！”游客李女士挎着竹篮正
寻觅成熟果实，不时轻捻果实放入口中，脸上绽放惊喜。

自五月开园以来，这种沉浸式采摘体验已吸引近千名游
客，社交媒体上的打卡分享让这个深山果园迅速蹿红。“蓝莓表
面的白霜，常被误认为是农药残留，实则是果粉，能减少水分蒸
发，就像给蓝莓穿了件轻薄‘防晒衣’。”走进基地，工人徐祥花
正手持小桶，穿梭在蓝莓园内，熟练地向游客介绍。

“蓝莓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玩意，一开始刚来基地的时候我
还不认识这种水果，是村里聘请了专家、教授一步一步指导我
们怎么除草、施肥。”说起种植蓝莓以来发生的变化，徐祥花感
慨道，“自蓝莓基地2018年建成以来，我一直在这里务工，很稳
定，而且上班时间很灵活，让我有更多时间料理家务，兼顾家
庭。”像徐祥花一样，不少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及基地务工实现

“双增收”。据越峰村党支部书记相瑞兵介绍，村民日均收入80
元，还能领取土地流转费，真正实现了“一亩地生出两份利”。

伴随着越峰蓝莓品牌的发展壮大，慕名前来体验休闲采摘
的游客越来越多，蓝莓园也成了休闲观光的好去处，园内年接
待采摘游客上万人，丰富了市民节假日的休闲娱乐生活。“在这
里我体验了蓝莓采摘，还去了越峰漂流、古村，真是太好玩了。”
前来游玩的游客张澜生说。

“未来我们将深挖山水资源禀赋，大力推动乡村与旅游融
合发展，借力蓝莓、漂流、古村等特色优势产业，开发一批生态
采摘、农事体验、激情探险等特色乡村旅游产品，发展形成休闲
观光旅游集聚区，推动乡村旅游从‘游山玩水’向‘文化体验’转
变，让小村庄‘拓’出新希望。”城前镇党委书记李新庆说。

颗颗甜蜜果 串起致富路

■新华社记者 萧海川

只过了短短两天，路敦芽从自家农业服
务公司办公小楼向外望去，周围上千亩良田
就从满眼金黄麦穗变成了一地整齐麦茬。

“感觉今年收成比去年好，前两天那可
是忙坏了，一天来了差不多150台运粮大货
车，卸粮卸到后半夜4点。”6月13日，在山
东济宁汶上县卓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粮
仓外，记者见到了公司总经理路敦芽。他
说，企业去年秋天才投用的4万吨级粮食烘
干仓储设施，如今剩余的有效库容已不到
5000吨。

在他身后的粮仓里，一台履带式挖掘机
正与另一台轮式装卸机配合，努力将小麦堆
得再高一些，尽可能多挤出一些库容。仓库
门口，一辆运粮大货车驶来停稳，一车金黄
色的麦粒倾泻而出。

记者从汶上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机械
现代化发展促进中心获悉，今年汶上县小麦

收获面积约 75.6 万亩，较上年增加 2000
亩。作为小麦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当地
全面推广宽幅精播、良种包衣、深耕深翻等
农技良法。今年夏收调集联合收割机超过
1000台，6月9日起大规模抢收小麦，至13
日已基本收完。

春争日、夏争时，农忙一刻不等闲。6
月13日清晨，在德州禹城安仁镇齐庄村，农
机手齐右亮驾驶着联合收割机下田，随着脱
粒、秸秆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麦粒源源不
断地流进运粮车。田埂上，尚信齐盛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树军紧盯作业细节。

“要想提高小麦产量，机收减损必须跟
得上。”张树军说，以前的背负式收割机，开
起来费劲，还老是撒漏麦穗。现在这种纵轴
流机型脱粒设备更好，机器马力大、割幅宽，
配合智能监测技术，“现在每亩地能多收10
来斤小麦”。

在德州平原县鲁望农场，2万多亩小麦
已经成熟，机收作业连夜进行。“晚上9点

多，机手们还在田里忙着。今年我们准备了
15台新型收割机参与小麦抢收，这种收割
机能将粮食损耗控制在1%以内。”平原土地
鲁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研生说。

平原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站站长田
殿彬表示，今年当地通过推进社会化服务、
打造高标准农田、推广高性能机械等措施，
全面提升粮食生产各环节技术水平。全县
建设10余个示范方，通过引领示范辐射带
动相关技术落地。

记者在德州齐河县了解到，这里的农业
服务组织提供着全程托管、标准化机械作
业、粮食烘干收储等综合服务，进一步做大
了种植业规模效益的“蛋糕”。

近些天，齐河县华店镇华耀农业服务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袁本刚每天运动
步数都在2万步上下。“联合社托管的地块都
要去看看，调集机械抢收小麦之后要抢种玉
米，还要准备上一些新技术。”袁本刚说，联合
社2023年5月成立以来，已托管服务耕地3

万余亩，吸纳14家土地股份合作社、5家农机
服务合作社、3家粮食加工企业。

联合社在华店镇主街附近有一方83亩
的示范田，通过应用先进农业技术和管理方
式，有效提升了盐碱地的利用水平，今年小
麦亩产最高超过了650公斤。袁本刚指着
地里铺好的滴灌水带说，联合社准备在这里
向当地种粮大户们展示新型节水灌溉技术。

一季新麦刚刚收获，新的种子已经播
下。在汶上县苑庄镇的农田里，一台大马力
拖拉机正配合玉米精播机作业。铁犁碎开
土块、刨出垄沟，玉米种子与肥料顺势播撒
入土，种子的间距被精准控制在15厘米左
右。

“今年我们花费几十万元购入一台210
马力的拖拉机，就是看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
前景。”汶上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协会（汶农
服）理事长郭波波说，人勤地不懒，相信在技
术不断进步支持下，这片土地将孕育出更大
的丰收希望。 新华社济南6月15日电

铁犁不停歇，播种新希望
——山东“三夏”抢收抢种忙

越嚼越香的烤馕、香气四溢的抓饭、醇厚弹牙的马肠、甜美多汁的蔬果、独具风味的奶制
品……中亚五国的餐桌，融合着游牧民族的传统饮食与丝绸之路的香料基因，为我们展现饮食文
化交融中最生动的滋味。

这是2023年11月28日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农业博览会上展出的馕。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这是6月14日在山东省滕州市龙泉广场荷花
池拍摄的荷花。 ■新华社发 李志军 摄

舌尖上的中亚

新华时评

经研究，定于2025年6月18日，任城区人民政府安居街道办事
处启动安居社区壶头刘村、史海村回迁居民上房结算工作，公告如下：

1、时间：壶头刘村：2025年6月18日——2025年6月22日
史海村：2025年6月23日——2025年7月10日
2、办公地点：安居社区南片区26#楼商业门面一层。
3、携带材料：请产权人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房屋安置

补偿协议书》、《选房单》等有效证件和相关材料前来办理。
4、安置费截止日期：结算时，壶头刘村超期临时安置费发放

截止日期为2025年6月23日，自6月24日起，不再发放之后的
超期临时安置费。史海村超期临时安置费发放截止日期为2025
年7月10日，自7月11日起，不再发放之后的超期临时安置费。

特此公告。
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政府安居街道办事处

2025年6月16日

公告

■新华社记者

繁花似锦，海风送爽。第十七届海峡论
坛大会15日在厦门举行。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际环境和台海形势，本届海峡论坛如期举
行且亮点纷呈，充分表明两岸同胞希望常来
常往、走近走亲的共同心愿没有变，两岸同
胞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的坚定信心没有
变。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都是中国人，应该
常来常往、越走越亲、交心交融、共谋发展。
作为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
及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平台，海峡论坛是两
岸百姓的论坛、交流的盛会。之前成功举办
的16届论坛，共开展各类活动近800场，累

计吸引两岸同胞 35 万余人次参与，其中台
湾同胞超过 14 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扩大两
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作
用。两岸同胞借由活动话亲情、叙友谊、谈
交流、促合作，不分彼此，其乐融融，生动体
现了“两岸一家亲”。

两岸关系发展，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人
民。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
性”的定位，聚焦“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
发展”的主题，共安排青年交流、基层交流、
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等系列活动 56 场。在
民进党当局抛出所谓“17 项策略”，变本加
厉限阻两岸交流交往，近来更一再污名化海
峡论坛、恐吓阻挠台胞参与的情况下，超过
7000名同胞无畏无惧、毅然决然共襄盛举，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首次与会，更达到
台湾知名人士参加海峡论坛的最高层级。
这充分表明，两岸交流是民心所向、大势所
趋、势不可挡。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不得
人心、不会得逞，两岸交流合作不会停、不会
断、不会少。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情相依、福祉相
融、文化相通，都期盼和平、发展、交流、合
作。祖国大陆始终以民意为依归，始终与人
民同行，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
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定推进两岸交流
合作、融合发展，坚持携手台湾同胞共创美
好未来，持续增进台湾同胞的获得感、幸福
感、归属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
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印发两年来，两岸融
合发展在理念思路上不断深化，在政策制度
上不断完善，在创新探索上不断突破，以通
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动力、活力更加
强劲，广大台胞台企从中获利受益，就是最
有力的证明。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民族复兴使命
无上光荣、前景无比光明，需要两岸同胞
同心同行、接续奋斗。民族兴、国家强，两
岸同胞会更好。只要两岸同胞交流交心、
深化合作，坚定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民
族复兴的同行者、两岸和平的捍卫者，就
一定能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
好未来！

新华社厦门6月15日电

海峡论坛亮点纷呈 两岸交流势不可挡

夏日荷韵

（上接1版）“兖曲社”定期到实践站开展巡演活动，将移风
易俗编写成山东快书、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今年以来累计演
出64场次。同时，区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通过“志愿山东”平台反
馈情况，对参与移风易俗志愿服务者给予积分评定，一年一奖
励，年年有兑现，大大提高了群众参与移风易俗的积极性。

在兖州区各镇街村居文明实践所站，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
会议，共同商定结婚彩礼、红白宴席、操办规模和随礼标准等事
宜，形成“村规民约村民定、村民守、村民管”制度。把群众红白
喜事帮办员（管家）纳入村红白理事会管理，制定红事标准、白
事杠杠，带头节俭办事、文明理事。在全区开展“三比三看”活
动，每年一次评比“金牌管家”，为创新礼仪、善于管理、节俭办
事、群众口碑好的“管家”给予积分制奖励，授予“金牌”。同时
将移风易俗工作作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社区申报复查
的前置条件，工作不力的取消其申报复查资格。

“我们村是今年开始实行‘积分制’的，只要积极参与村里
的移风易俗志愿服务活动，为村里的文明风尚出一份力，就可
以获得相应的积分来兑换一些生活用品。”大嵫阳村村民孙广
亚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主动地维护公共环境，自觉抵制封建迷
信、陈规陋习，争做移风易俗宣讲员，获得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我们正将积分制引入礼庆公司、宾馆饭店，制定积分制标
准，用以评选‘文明饭店’‘礼仪公司’‘爱心红娘’，从根本上解
决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恶俗婚闹等问题，善解群众心结，推动
文明新风遍地开花。”刘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