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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以来，区供销社深入开展
“经营管理提升行动”，持续深化综合
改革，以市场化方式推动社有企业发
展，布局养老、再生资源等朝阳产业和
新兴产业，促进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我们实行‘3510’企业管理机制
和‘3+3’数字供销机制，组建资产管
理、发展规划、财务结算3个中心，成
立合规、投资管理等5个专业委员会，
成立资金集中管理、商贸流通、农业
社会化服务等10个工作专班，搭建财
资管理、资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3大
管理系统，打造智慧农业、智慧养老、
数字电商3大服务平台。”区供销社党
委书记、理事会主任、供销集团董事
长丛国栋介绍说。
　　前不久，区供销社组织开展财务
管理专题培训，结合财务管理、内控
审计、风险防范等工作实际，重点讲
解财务核算、投资管理、审计及资产
管控、企业内控等重点事项，为参训
人员理清工作思路、规范财税工作、
提高合规建设指明了方向。
　　“今年以来，区供销社通过成立
财务结算中心和搭建财资管理系统，
对系统内的财务资金进行集中审批、
统一支付和实时动态监管，实现由传
统记账向现代信息化记账、分散核算
向统一核算、分散型管理向集约型管
理的转变，构建起高效、透明、智能的
现代化财务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对
财务的集中统一管理。”区供销社财
务结算中心副主任、财务管理部部长
张晓娟介绍。
　　此外，区供销社通过成立资产管
理中心和搭建资产管理系统，对300
处社有资产全面摸底排查，分类建立
资产数字台账，搭建资产管理系统，
有序推进划拨土地转出让工作，以公
开询价、招标、自营等方式累计盘活
房产27处、总计1万余平方米，资产经
营收益较去年同期增长5%，推动资产
盘活提速放量，筑牢风险防控底线。

　　“前段时间赶上茶叶追肥，我用
微信联系海青供销社订购了10袋紫

牛有机肥，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就送货
上门了，太方便了。而且肥料品牌还
是供销社老品牌，咱老百姓用得放
心。”海青镇董家洼村茶农殷术丛告
诉记者。
　　近年来，区供销社按照“112+N”
工作思路，建设1个区级农业社会化
服务中心、实现12家基层供销社为农
服务全覆盖、提升90处镇村综合服务
站（社）服务能力，构建“区、镇、村”三
级农资配送网络，进一步畅通农资、
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渠道，打通为
农服务“最后一公里”。
　　同时，建立农资保供应急工作机
制，常态化储备农资1.8万吨，提供农
资供应按需送货、因地施肥、技术到
户的“一站式”服务。发挥供销社农
资保供稳价“压舱石”作用，提高农
资服务的科技含量和保障能力，大
力推广高效有机生态肥料和高效低
毒低残留农药，打造绿色农资服务
品牌，定制生产“青供”品牌农资800

余吨。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区供销
社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基层社和社有
企业改造提升，以全国总社实施的

“千县千社质量提升行动”为抓手，恢
复运营铁山、宝山、六汪、灵山岛4处
基层供销社，持续提升农业社会化服
务能力。搭建智慧农业服务平台，推
广“农户土地经营权入股+保底收益

（产量）+增收分红”农业社会化服务
模式，为1.03万农户提供“耕、种、管、
收”系列化“田保姆”服务，完成农业
社会化服务面积5万亩。
　　11月23日，供销超市琅琊店开业
运营，这也是区供销社在全区布局建
设的第13家供销超市。近年来，区供
销社开设集日用品销售、农产品购
销、花卉绿植代销、废旧家电回收等
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供销超市，打造

“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的便民综合服
务运营模式，建成运营13家供销超
市。大力实施“电商强社”工程，开发

“西海岸供销甄选”网上商城和“供销
一卡通”系统，打造胶供甄选直播间，
已开发“胶供”品牌系列产品40余种，
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商贸
流通新经验。

　　“近年来，我们还实施‘新兴产业
倍增’行动计划，围绕智慧养老、盐业
经营、殡葬管理、安保服务、园林绿化
等民生公共服务，持续改善提升服务
质量，不断提高服务精细化、精准化
水 平 ，兜 牢 民 生 底 线 。”丛 国 栋 介
绍说。
　　“我几乎每天都去大食堂打饭，
那里的饭菜营养均衡、美味可口，每
天还能见到老朋友，聊聊家长里短，
很开心。”家住珠海街道郝家石桥村
的徐全秀老人，由于儿子和儿媳妇在
外地工作，无法照顾老人的生活，这
让全家犯了愁。郝家石桥居家养老大
食堂开业后，徐全秀和家人再也没为
吃饭问题操心过。
　　据悉，区供销社不断织密农村养
老服务网，将农村养老与为农服务、
土地托管、房屋租赁等有机结合，构
建农村养老服务三级网络，累计建
成运营148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8处养老服务综合体，为全区12万
名老年人提供“六助”服务。
　　除此之外，区供销社还坚持兜牢
新区人民食盐底线，依托现有盐业
仓储集配中心，建立食盐储备管理
体系，保障全区食盐安全稳定供应。
实现公益殡葬服务新发展，加快惠
民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逐步探索
符合时代和群众需求的殡葬公益惠
民发展模式。推动“两新”工作走深
走实，深入开展报废汽车拆解、建筑
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等工作，在20
家基层供销网点规划废旧家电回收
服务功能全覆盖，畅通资源循环利
用链条。
　　“下一步，我们将以获得‘全国供
销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这一荣誉为
新起点，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
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努力为
全市、全省乃至全国供销系统高质量
发展输送更多新区经验，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区贡献供销力
量。”丛国栋表示。

全面打通供销为民“最后一公里”

由区供销社打造的供销超市让城镇居民购物更便利。

深化综合改革
资源配置持续优化

聚焦主责主业
倾情服务乡村振兴

发挥多元优势
助力兜牢民生底线

　　□本报记者 陈蔚
　　本报通讯员 曾书瑞 陈刚
　　
　　为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及相关权
益，压紧压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
体责任，今年以来，西海岸新区根据

《2024年全市卫生健康监督执法“蓝盾
行动”工作方案》统一部署和要求，积
极开展职业健康权益保护“蓝盾行动”
专项行动。
　　行动中，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以下简称“大队”）积极与职
业病诊断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等
对接，获取2023年度新发职业病、疑似

职业病、职业禁忌证及职业病危害因
素超标的用人单位信息。同时，对重点
行业领域的用人单位进行摸底，掌握
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和潜在风险点。
目前，大队将59家用人单位纳入职业
健康权益保护“蓝盾行动”，并制定详
细的执法计划和行动方案，确保这些
单位能够切实履行职业病防治责任。
　　同时，大队组织开展职业健康权
益保护“蓝盾行动”暨职业病防治专
题教育活动，邀请职业病防治领域的
专家对“蓝盾行动”专项方案进行详
细解读，逐条讲解用人单位职业病防
治责任自查要点；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模拟职业卫生违法典型案例场
景，让参会人员身临其境感受职业卫
生违法的严重后果。大队还与59家用
人单位签订《职业病防治责任承诺
书》，明确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工
作中的主体责任，增强职业病防治意
识和能力。
　　此外，大队还坚持监督检查与上
门指导相结合的原则，对纳入行动范
围的用人单位进行全面细致的职业
卫生监督检查。检查过程中，重点关
注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职业卫生培训等方面的情况。针对检
查过程中发现的个别单位存在的职

业卫生档案不完善、警示标识设置不
规范等问题，当场指导用人单位进行
改正，并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明确
整改要求和时限，后续对存在问题的
单位进行“回头看”，确保整改措施落
实到位。
　　下一步，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将深入推进“蓝盾行动”，结合
职业病危害因素抽检工作，对存在问
题的单位进行跟踪和监管；加大普法、
宣传、培训力度，提高全社会对职业健
康权益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推动
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职
业健康权益保护良好氛围。

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积极开展职业健康权益保护“蓝盾行动”专项行动

加强职业病防治监管，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

　　□本报记者 谭宁
　　
　　近日，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70周年纪念会上，青岛西海岸
新区供销联合社集团有限公司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授予“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近年来，区供销社持续深化综合改革，扎实推进农资农产品保供稳价、
农业社会化服务、现代商贸流通等重点任务，为农服务、民生保障、资产盘
活等工作持续走在前列，全面打通供销为民“最后一公里”。

 区供销社做实做优为农服务、民生保障等工作，荣获“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