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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张树锋）近日，在山东乐和家日用
品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即将投产的高硼硅玻璃生产线正
进行最后调试。“我们投入5200余万元对电熔节能环保玻
璃窑炉实施结构改造，新系统投用后不仅实现智能化生产，
预计年综合能耗还能降低5%以上。”企业负责人指着自动
化控制系统介绍。

这条生产线的改造升级仅是兖州区实施“双百”数转工
程的一个缩影。作为工业强区，兖州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
转型为抓手，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通过

“技术改造+数字赋能”双轮驱动，构建具有持久竞争力的产
业集群。今年以来，全区谋划实施113个重点技改项目，总
投资高达455亿元，其中61个项目年内投产，42个新建项
目全面开工，形成投产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

进格局。
在推进路径上，兖州区打出组合拳。一方面加大“零增

地”技改支持力度，引导企业通过设备更新提升创效能力。
另一方面抢抓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机遇，建立专项
政策体系支持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目前正统筹推进先
进设备更新、数智赋能增效等专项行动，力争实现技术改造
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融合。

围绕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兖州区继去年投入
超百亿元完成149个数字化改造项目后，今年又专门设立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重点聚焦智能工厂建设和工
业互联网平台培育。据区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磊介
绍，当前包括太阳纸业“产业大脑”、经典重工大数据平台、
天意机械天云工业互联网等在内的136个数字化项目正加

速推进。通过重点支持神州轮胎、芯诺电子、蒂德精机等企
业建设智能工厂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同步推动企业自主研
发工业软件，预计将带动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增幅
突破10%。

在夯实产业基础上，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增效和产能“焕
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是兖州区大规模实施“双百”数
转工程的重要目的之一。围绕橡胶化工、造纸包装、装备制
造、健康食品等主导产业，逐项制定产业升级改造方案，全
力推进工业技改和智改数转落实落地。

“我们正加速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通过积极推进工业技改和智改数转工程，加强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促进科技、产业良性循环，不断释放产
业发展新动能。”区工信局负责同志表示。

“技改+智改”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通讯员 孟凯

为解决参保群众“购药难、拿药难”等用药服务问题，兖
州区树立“互联网+医保”思维，融合定点医疗机构诊疗优势
和门诊统筹药店用药服务优势，通过在线诊疗、电子处方流
转、中药代煎、药品配送等方式，在全区百家门诊统筹药店
打造“端信医保e药房”，形成参保群众用药服务“朝诊晚达”
新模式。

处方流转“e”线牵，“家门口”买上报销药

该区充分发挥门诊统筹药店数量多、药品供应全、药事
服务优等特点，以医保电子处方流转为纽带，织密医疗机构
和门诊统筹药店“药品网”。

下好处方流转“先手棋”。制定电子处方流转管理使用
办法和门诊统筹药店准入机制，严格按照“定机构、定医师、
可追溯”的要求，规范电子处方流转全过程。在此基础上，
制定“e药房”工作流程图，实现“医院开具电子处方—参保
人员‘e药房’购药—医保在线结算”全流程服务，参保患者
可就近选择“e药房”购买药品并享受医保报销，免去在医院
排队取药、等候报销的麻烦。截至目前，全区已有4家定点
医疗机构和105家门诊统筹药店上线电子处方流转功能。

打通药品保障供应链。在考虑符合患者合理用药需
求、医疗保障待遇政策等基础上，制定处方流转药品遴选标
准，建立全区电子处方流转药品报销目录库。医疗机构和
门诊统筹药店定期梳理汇总药品库存信息，每个门诊统筹

药店至少配备100种医保报销药品，实现药品统一品规、统
一价格、统一专柜摆放“三统一”，确保医保患者有医可诊、
有药可寻。

延伸线上问诊覆盖面。拓宽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半径，
依托互联网医院设置医保报销模块，为慢性病患者搭建线
上医药服务平台，慢性病患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复诊问诊、
医保报销、送药上门等服务，实现了“让处方和信息多跑路，
让患者少跑腿”。

中药代煎“e”站式，让良药不用苦等

指导医疗机构与门诊统筹药店签订中药代煎协议，医
疗机构负责患者诊疗、医保结算和中药配制，门诊统筹药店
负责中药代煎和配送服务。制定中药代煎中心规划建设方
案，设置复核区、中药房、煎药区、饮片仓库、医保结算区等
功能区域，实现处方复核、浸药、煎药、制剂、包装等规范化
操作流程，每个站点每日可提供约100张中药处方代煎服
务，能够满足参保患者的用药需求。

成立中药质控小组，制定中药代煎代配全流程质控体
系，围绕饮片质量控制、中药调剂操作规范、煎药操作规范、
配送质量控制等进行全流程监管，确保中药代煎汤剂的质
量与疗效。

指导医疗机构与87家门诊统筹药店签署配送协议，辐
射城区156个小区，选派患者居住地附近的药店医师进行配
送，基本实现兖州城区上午接处方、下午代煎代配入户，下
午开处方、次日上午代煎代配入户，提升中药饮片配送服务

时效，为参保患者提供专业、安全、便捷的配送服务。自“e
药房”中药服务开通以来，已经累计服务1500余人次，有效
解决了年轻人不会煎药、上班族没时间取药、老年人行动不
方便等问题。

多措并举“e”提效，药事服务更有“医”靠

建立“医保明白人”队伍。依托“端信医保大讲堂”“医
保红帆体验队”“集采药品进基层”等培训活动，将门诊统筹
药店药师纳入全区“医保明白人”队伍。围绕电子处方流转
结算流程、门诊特定病种认定办理咨询、集采药品咨询和用
药指导等内容，开展培训20余次，有效提升了药店药师医保
帮办代办业务能力。

打造“医保e站”品牌。在门诊统筹药店试点建设“医保
e站”，制定“四有四统一”建设标准和“10+X”服务清单，设
置互联网视频问诊区、党员服务区、集采药品专柜和门诊统
筹报销专柜等功能区，建立集医保帮办代办服务、政策宣
传、互联网问诊和购药报销“一站式”服务阵地。配置“码上
办”彩页，实现了群众参保缴费、转诊转院、医保政策、意见
建议四个方面的问题“码”上办，打造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
圈，让“小驿站”服务“大民生”。

强化处方流转监管。依托省医保处方流转平台，将电
子处方药品使用量、诊断规范、处方录入、互联网医院医务
人员执业资格等，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实现患
者就医用药行为全程监管，为处方流转“跑得通、流得动、用
得好”保驾护航。

打造“端信医保e药房”
——兖州区探索参保群众用药服务“朝诊晚达”新模式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朱思龙）近年来，兖州区新驿镇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
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保障高标准农田

“良田粮用”，为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强化顶层设计，下好“规划棋”。分管领导亲自带头抓项

目规划建设，逐一摸排项目区农田、机井、道路、沟渠、电缆等
现状，掌握一手资料，把握工作方向。目前，已组织项目区村
民代表、设计方召开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征求意见会20余
次，根据项目区地下水层特点，将混流泵改为轴流泵，在增加
灌溉效率的同时，每亩地每年可节约灌溉成本10元左右。

强化工作联动，下好“服务棋”。充分发挥项目区所在
村村两委班子成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配合项目建
设各方，积极协调解决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堵点、卡点
问题30余个，保障工程顺利施工。对于新建田间道路，严
格按照“一路两壕”标准进行施工，并对路肩进行回填培
土，健全完善“水入渠、渠入沟、沟入河”农田排涝体系，实
现旱能浇、涝能排。截至目前，全镇新打机井608眼，修复
配套机井297眼，铺设地下管道161.65公里，新修田间道
路30.6公里，衬砌明渠13公里，疏浚沟渠142公里。

强化运营管理，下好“保障棋”。引入公司化经营理念，
将全镇30套喷灌设备委托给第三方公司运营管理，破解喷
灌设备利用率低、管护能力不强等问题，实现资源利用效率
最大化。针对机井射频器、出水口等易损坏问题，按照谁使
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创新“灌溉设施认领”模式，让农
户、大户认领分布在各自地头的灌溉设备，让全镇1500眼
机井和1.8万个出水口找到了“主人”，确保设备维护得当。

强化高效利用，下好“制胜棋”。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
基础上，加大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力度，推行“一增三改”
试点。目前已整合毛徐路两侧成方连片土地3000亩，进行
减垄和无垄种植。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大力开展“三减三增
三受益”农业托管模式，即通过减垄增地、减本增收、减量增
效，实现村集体增收入、企业有效益、村民能分红，托管农作
物亩均增产120斤、节约成本250元、增收400元。

新驿镇

下好“四步棋”
确保“良田粮用”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李勇 李强）“你拍一，我拍一，毒
品危害数第一；你拍二，我拍二，吸毒贩毒把人害……”近
日，在兖州区龙桥街道汇佳北园幼儿园，小朋友们边拍手
边跟着民警学唱《禁毒拍手歌》。老师感慨：“把禁毒知识
编成儿歌，便于哼唱和宣传，这样的教育入脑又入心。”

据了解，自2月下旬以来，兖州公安分局禁毒大队联合
派出所民警、禁毒社工，通过情景课堂、创意歌舞、沉浸式
研学等形式，为孩子们打造别开生面的禁毒知识课，播撒
寓教于乐的“禁毒种子”。

“同学们，如果有人递给你们一颗包装像糖果的‘小药
片’，应该怎么做？”“拒绝！立刻告诉老师和警察叔叔！”在
颜店镇故县小学的教室里，民警话音刚落，台下几十双小
手齐刷刷举了起来，清脆的回答声回荡在教室里。当禁毒
社工举着伪装成“跳跳糖”“奶茶粉”的仿真毒品模型时，学
生们瞪大了眼睛说：“原来毒品会穿这么漂亮的外衣。”课
后，学生们制作的“禁毒小报”贴满了走廊，稚嫩的笔触描
绘着“向毒品说不”的决心。

在兖州区禁毒主题公园内，一场“穿越时空的禁毒之
旅”让五里庄小学的师生们心潮澎湃。在印着“虎门销烟”
的展板前，民警讲述着百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壮举。走过
禁毒题词墙，学生们把“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铿锵誓言牢记于心。民警与孩子们一起回顾禁毒历史、了
解禁毒政策、学习禁毒知识、认识毒品“外貌”，让学生们对
毒品知识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掌握。“我宣誓：珍
爱生命，远离毒品，坚决与毒品作斗争！”师生在民警带领
下庄严宣誓，铮铮誓言与公园彩虹门上的“心中有彩虹、青
春无毒行”交相辉映。

“除传统宣讲外，我们将组建一支少年禁毒宣讲团，开设
一组家庭禁毒网课，举办一期禁毒手抄报大赛，开展‘小手拉
大手’家庭知识竞赛，形成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
整个社会的辐射效应。”该局禁毒大队负责同志介绍道。

禁毒宣教“护苗”成长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杜正泷）“铺张浪费太可耻，勤俭
节约要歌颂。虽然现在不愁吃，居安思危最英明……”随
着一阵欢快的二胡声，兖州区小孟镇庄户剧团新编的山东
快书《勤俭节约》，近日在史家王子村文化广场开演。台上
演员唱得带劲，台下观众听得入神，不时爆发出阵阵掌
声。这种将传统曲艺与理论宣讲深度融合的“文艺微课”，
已成为该镇创新基层理论宣讲的“流量密码”。

小孟镇深挖本土文化资源，依托辖区庄户剧团，吸纳
王怀银等非遗传承人及“山东省文明家庭”李天贺等人才
力量，组建“百姓名嘴”宣讲团，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乡村振
兴战略等主题内容融入山东快书、琴书、豫剧等传统曲艺，
创作《孝亲睦邻》《如此婚闹》《大美兖州城》等原创曲艺作
品，将移风易俗、基层治理等理论政策转化为沾泥土、带露
珠的乡音乡韵。今年以来已开展“板凳课堂”“庭院宣讲”
等特色活动200余场，覆盖群众1.2万人次。

“过去讲政策总像‘大水漫灌’，现在我们把理论揉进
唱词故事里，群众就能听得懂、记得住。”庄户剧团负责人
翻看着手机里的点赞量近20万的短视频说。该镇创新构
建“曲艺表演+理论宣讲+短视频传播”三位一体模式，打造

“理论曲艺”特色品牌，借力新媒体传播矩阵，将曲艺宣讲
精彩片段剪辑成“理论微课”，通过“云端剧场”实现二次传
播，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交融互鉴的宣讲新路
径，让党的创新理论在田间地头“活起来”“火起来”。

“时代在变，但孝亲敬老、邻里互助的道理永远不过
时。”在梁家村老党员李天贺的农家小院，“家风家教话传
承”宣讲活动别开生面。八仙桌旁围坐着老中青三代村
民，李天贺以自家四世同堂的治家故事为例，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娓娓道来。这种“庭院+故事会”模式只是该镇
基层理论宣讲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
发挥本地人才优势，聚焦提升基层理论宣讲质效，擦亮“习
语兴孟”宣讲品牌，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重点突
出的宣讲活动，让理论宣讲已从单向灌输变为双向奔赴。

小孟镇

“文艺微课+短视频”
提升理论宣讲质效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杨囡 陈宁宁）兖州区在大力弘扬
尊师重教传统美德的同时，进一步引导学生继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彩扇、泥塑、面塑、剪纸、拓片、花棍舞……一
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在孩子们手中完成，浓厚的文韵浸
染着校园。

近年来，该区围绕古韵新辉、匠心承非遗的主题开展了
一系列社团活动。在漆扇社团，孩子们制作出一件件精美作
品，切身感受色彩流动的美学。在拓片社团，孩子们用宣纸
和墨汁，将碑文、器皿上的文字或图案，清晰地拷贝出来。在
扎染社团，孩子们体验扎染这项传统技艺，激发了他们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

“纸文化”校本课程是区实验小学依据地方特色开创的
特色课程，在我市优秀校本课程设计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
奖。花棍舞也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编排创新、大胆
突破，在艺术表现和传播效果上实现了双提升。

在不久前开展的“敬师礼”活动现场，一张张精美的书法
作品，或俊秀圆润，或苍劲有力，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来自豫
州路小学王一丞、朱嘉宁的面塑活灵活现、生动喜人。学校
把非遗项目带进了校园，邀请鲁郡面塑非遗传承人手把手传
授技艺。该区一位文化研究人员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
园活动，让学生感受非遗的艺术魅力，近距离了解民俗文化，
激发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优秀传统文化
浸润少年心灵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梁晨）“只需登录山东省政务服务
网‘一件事’专区，就可以按需求勾选事项，在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填写表单，上传材料后坐等出证就行。”近日，山东天辰
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的于经理一次性办结了“水电气暖网联
合报装一件事”与“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一件事”中的7个
子项业务，成功领取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今年以来，兖州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一件事”双效集
成办理模式，提升了联办服务效能，切实加快了企业的开工
速度。据了解，“水电气暖网联合报装一件事”与“工程建设
项目开工建设一件事”中共包含23个子项业务。双效集成办
理模式的推出，将原本需要提供的105项材料精简至31项，
办理时间减少至5个工作日。同时添加了办理事项复选框，
企业可自行选择需要办理的业务，一次提报、联合办结，有效
解决企业“不会办、反复跑、多次问”等问题，让企业办事省时
省力更省心。

该局持续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不断丰富工
程建设项目领域“一件事一次办”综合服务场景，积极落实

“项目纳统一件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一件事”等创新
改革任务，通过流程再造、系统互联、科技赋能等方式，打造
智慧化审批管理体系，为企业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
的项目报批服务，推进项目早开工、早建成。

双效集成“一件事”
助力项目建设提档加速

新质生产力看济宁新质生产力看济宁

兖州区积极响
应绿色发展号召，
探索智慧城市照明
及公共设施节能升
级改造的可持续发
展路径，携手浪潮
集团，采用合同能
源 管 理（EMC）模
式，通过“政府零投
入、企业全程运维、
节能收益共享”的
创新机制，对城市
照明系统进行升级
改造，年综合节能
率达 65%以上，减
少碳排放超 1.2 万
吨。
■通讯员 段婷婷
苏艳 摄

近年来，兖州区以“端信”文化为底色，以建设“端信兖州”为抓手，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让群众动
起来、热起来、活起来，激活群众要素，厚植文化沃土，塑造文化魂魄，筑牢“端信兖州”文化根基。

■通讯员 吴文欣 王洪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