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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手机“国补”首单交易成功

盆栽蔬果走俏春节市场

近日，山东省商务厅等5
部门联合印发《山东省手机、
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购新补
贴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
细则》)，为山东的数码产品消
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20日上午，山东手机“国补”
首单在泰安五矿商场小米之
家交易成功。

每人每类可补贴1件
每件最高不超过500元

《实施细则》规定，2025
年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
板、智能手表(手环)3类数码
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
6000元的，可享受购新补贴。
每人每类可补贴1件，每件补
贴比例为减去生产、流通环节
及移动通信运营商所有优惠
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
件最高不超过500元。补贴时
间自1月20日起启动，具体
时间以各市通知为准。

20日上午10点02分，山
东手机“国补”首单在泰安五
矿商场小米之家交易成功。市
民李先生购得一款2899元的
红米K80手机，按照15%的
补贴政策，该款手机最终实付
2464.15元，成为山东首位享
受到购机补贴政策的消费者。

李先生表示，一开始没有
想要换手机，看到有15%的
补贴后特别心动。20日当天
补贴政策一落地，他就前往了
小米手机售卖店。“店家服务
很好，又赶上政府补贴，然后
就换了。”

在补贴流程及方式上，
《实施细则》也做了详细规定。
首先，消费者可通过所在地指
定购新补贴平台，实名认证申
领补贴资格，然后在当地政策
参与企业范围内，自愿选择门
店参加购新补贴活动。支付方
式以方便消费者为目标，以支
付立减为主要方式，丰富支付

渠道，确保资格申领界面友
好、操作便捷。同时，在确保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资金拨
付进度，采取提前预拨资金、
滚动兑付资金等方式，减轻政
策参与经营主体垫资压力。

不得“先涨价后补贴”
电子产品需现场拆封
并激活

《实施细则》对审核流程
作出了严格规范。一方面，各
市要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品
牌产品、不同类型经营主体公
平参与购新补贴政策，合理确
定政策参与企业并公示，建立
企业库，实行动态管理。同时，
强化数字赋能，对消费者身份
信息真实性、补贴产品交易真

实性以及同一消费者补贴资

格的唯一性、同一件产品享受

补贴资金的唯一性进行校验。

另一方面，《实施细则》明

确，针对手机、平板、智能手表

(手环)等易变现电子产品，需

现场拆封、开机并激活，销售

企业要做好SN码、IMEI 码

等必要产品信息的采集工作，
规范开具交易凭证与发票，并
载明相关必要信息，确保所有
信息真实无误后，由各市交易
平台审核并上传至省平台系
统校验，确保每笔交易闭环、
可溯，有效防范骗补套补行
为。此外，各政策参与主体对
补贴资金安全负直接责任，不
得“先涨价后补贴”、变相涨
价、以次充好等，切实保障补
贴资金安全。

空调产品最多可补贴3件
4类家电产品新纳入
补贴范围

记者了解到，2024年，山
东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成效
显著。全年出台了10个促消
费政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支持资金规模超过140亿元；
全省汽车报废更新 49.2 万
辆，数量超全国总量1/6，居
全国首位；汽车置换更新27.1
万辆，家电以旧换新 412 万
台，家装厨卫更新8.5万件，电
动自行车更新5.2万辆，合计
带动销售1270亿元左右，全
省近500万户家庭从中受益。

2025年，除3C产品纳入
政府补贴的范围外，其他消费
品以旧换新补贴也在加力扩
围实施。山东省商务厅市场运
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王龙
军介绍，今年国家将大幅增加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规模，加
力扩围实施“两新”工作。

汽车以旧换新方面，将符
合条件的国四排放标准燃油
乘用车纳入可申请报废更新

补贴的旧车范围。个人消费者

报废2012年6月30日前(含

当日，下同)注册登记的汽油

乘用车、2014年6月30日前

注册登记的柴油及其他燃料

乘用车，或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

车，并购买纳入《减免车辆购

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的新能源乘用车或2.0升及以

下排量燃油乘用车，购买新能

源乘用车单台补贴2万元、购

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

车单台补贴1.5万元。

家电以旧换新方面，将
2024年8大类家电产品扩充
到12大类产品，把微波炉、净
水器、洗碗机、电饭煲等4类
家电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另
外，在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
补贴1件的基础上，空调产品
最多可补贴3件，每件补贴不
超过2000元。2024年已享受
某类家电产品以旧换新补贴
的个人消费者，2025年购买
同类家电产品可继续享受补
贴。

来源：齐鲁晚报

30张急救床位一字排
开，112种各类应急药品
日常储备，1265张床位实
现“平战结合”快速转换
……近日，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
省立医院）承建的国家紧
急医学救援基地(山东)启
用，这也是我省唯一的国
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国
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山
东）为何设立在山东省立
医院，对我省医疗应急救
援体系建设有怎样的意
义？记者来到山东省立医
院东院区一探究竟。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
地（山东）设在省立医院
东院区，紧邻济南市经十
路，包括应急医学中心综
合楼及感染性疾病综合
楼。平时，这里是服务群
众患者的急救中心、创伤
中心、心血管中心；一旦
发生重大突发事件，需要
紧急医学救援，这里将立
刻变成全省的紧急医学救
援“中枢”。

在功能布局上，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山
东）将创伤中心、急救中
心以及与紧急救援相关的
重症医学、烧伤科等专业
全部纳入、统筹安排，建
立起功能齐全的硬件配套
设施平台。

“以总建筑面积12万
平方米的应急医学中心综
合楼及感染性疾病综合楼
为依托，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基地（山东）总体建设
思路就是2+N。”省立医
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默
介绍，“2”即两个中心，
应急医学中心和感染性疾
病防治中心。“N”是指N
个应急救援平台，包括建
设批量伤员救治、立体救
援转运、突发中毒事件伤
员救治、突发核辐射事件
伤员救治、传染病应急救
治、信息指挥等平台，从
而打造立体化高水平应急
救援体系，有力提升我省
重特大突发事件紧急医学
救援能力。

近年来，我省认真总
结新冠疫情防控等突发事
件紧急医学救援实践经
验，不断健全完善紧急医
学救援体系，构建突发事
件医疗应急工作“叫应”
机制，积极创建国家级紧
急医学救援基地、紧急医
学救援队、突发中毒事件
卫生应急移动处置中心等
工作载体，建成国家突发
中毒事件卫生应急移动处
置中心（山东），以及17
个省级紧急医学救援基
地，指导16市建设市级区
域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51

个，建有包括3支国家级
队伍在内的 557支国家、
省、市、县四级医疗应急
队伍体系，紧急医学救援
能力稳步提升。超70%的
县级行政区建成背囊化医
疗应急小分队，综合专科
兼顾、上下协同配合的全
省紧急医学救援网络逐步
织密。

据了解，省立医院是
我省首支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队所在机构，是国家突
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移动
处置中心（山东）承建单
位，建有国家突发中毒事
件卫生应急移动处置队伍
1支（156人）、国家紧急
医 学 救 援 队 1 支 （126
人），拥有省级以上医疗
应急工作专家27人。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医
学救援、重大活动保障等
急难险重任务面前，省立
医院始终坚持公立医院的
公益性，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

在省卫生健康委组织
协调下，省立医院与山东
应急、山东消防、山东航
空等部门以及解放军第九
六〇医院、省疾控等救援
队伍之间，建立起有效的
协同联动机制。先后在多
市组织开展整建制队伍野
外实战化拉练11批次，参
训队员815人次，队伍装
备水平及应急处置能力基
本达到 TypeII 国际应急
医疗队标准。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
院）党委副书记、省立医
院党委书记吴向东介绍，

“紧急医学救援是医疗应
急工作的关键支撑，是卫
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
是健康优先战略的具体体
现。医院将大力加强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山
东）建设，持续提高应急
救援能力，为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保驾护航。”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
地（山东）的启用，是我
省推进高水平医院建设、
全面提升医疗应急能力的
又一标志性成果。“全省
卫生健康系统要以此为契
机，强化创新驱动，深化
医教协同，加快高层次医
学人才汇聚，打造实力雄
厚的区域医学高地；要对
标更高水平，为急危重症
患者开辟快速高效的一站
式急救通道，保质保量完
成各类紧急医学救援任
务，加快推动医疗应急工
作迈上新台阶。”省卫健
委党组书记、主任，省中
医药管理局局长马立新
说。

来源：大众日报

在山东聊城莘县东鲁街道的一处盆栽基地，一盆盆新鲜的京水菜、青梗白菜、樱桃萝卜、
茼蒿等被整齐摆在一起，农户们忙着将它们打包、装箱、发货。

莘县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年产瓜菜菌超过500万吨，是我国重要的蔬菜供应地。从
2014年起，当地一些农户开始涉足盆栽蔬菜领域，引发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目前，当地培育
的盆栽蔬菜有50多个品种，除供应当地一些餐馆、饭店，还通过线上销售到全国各地。

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农户们也忙着在大棚里按订单对盆栽韭菜打包和装箱发
货。当地韭菜种植面积超过7000亩，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年销售额超过3亿元。 来源：新华社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山东）启用

我省医疗应急救援体系
日益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