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9日，在度假区朱老庄镇大
集上，群众在卖糕点的摊位前选购年
货。

春节临近，置办年货成了市民
“忙年”的一项重要内容。朱老庄镇
大集上，春联、年画、小吃、果蔬应有
尽有，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处处
洋溢着新春的喜庆氛围，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来选购年货。

■ 吴建正

■ 本 报 记 者 吕晓磊
本报通讯员 李爱芹

“传云四叔就是俺村的‘跑腿员’，
村里人的大小事都是他给帮忙办，真是
俺们的贴心人。”1 月 15 日，受益“帮代
办”服务的茌平区肖家庄镇朱楼村村民
朱忠良深有感触地说。朱忠良口中的

“传云四叔”是朱楼村的帮办代办员，村
民谁家有事都找他帮忙。

朱忠良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
妻子患有精神疾病，家庭困难，需申
请办理残疾证、低保证。办证过程中，
朱传云全程帮办。“我用心，您省心。”证
件办好后，朱传云又将证件送到朱忠良
手中。

推行网格员一线代办，将问题化解
在群众家门口，成为茌平区肖家庄镇提
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生动缩影。

2021年，肖家庄镇按照“全域覆盖、
边界清晰、因地制宜、便于服务”的原
则，将全镇划分为4个综合网格和28个
小网格，建立起涵盖镇、村、企业等共计
60 人的帮代办队伍。帮办代办员围绕
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卫生健
康、重点项目等领域，针对交通不便、居
住分散的居民和老弱病残群体，开展上
门办理、帮代办服务，将“帮代办”延伸
到群众身边，实现“全领域、全流程”帮
代办。

为有力推动全镇深化“放管服”改
革，该镇不断加强镇村干部纪律作风建

设，大力整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问题，按照“即收即办、当日办结、限时
办结、代办服务”管理制度，在认真梳理
本级本部门承担的全部办理事项的基
础上，加强岗位业务培训，提升工作人
员素质，落实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
预约服务和责任追究等便民服务制
度。镇纪委不定期进行督查检查，确
保便民服务人员在职在岗、热情服务
群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打造服务
型政府。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事，该镇便民
服务中心及辖区各服务站点还全面推
广电子证照，通过“爱山东”App或微信
小程序实现电子证照领证、用证、亮证、
核证全流程便利运用。

该镇便民服务中心积极承接落实
市级下放事项，如个体工商户、食品经
营许可，小作坊、小餐饮、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林木采伐、农药经营许可，出版物
零售许可等行政审批业务，群众可直接
在镇上办理，真正实现了零距离、无盲
区服务。

近期，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
革，有效解决企业群众异地办事“多地
跑”“折返跑”的难题，该镇积极对接茌
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推进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和“全省通办”向基层延伸，
切实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

2021年，肖家庄镇累计办理便民服
务事项 3970 件，向群众提供咨询服务
1000余次。

“我用心，您省心”
——肖家庄镇“小网格”办好群众身边事

■ 本报记者 苑莘

1月12日，王洪广获得2021年度“齐鲁乡村之
星”荣誉称号，“这是对我这几年工作的莫大肯定。”
退伍后返乡创办莘县博远涵丰家庭农场和博远涵
丰种植合作社的王洪广，以生产富硒山药、富硒面
条在家乡樱桃园镇闻名。如今他的产品年销售额
超过20万元，其合作社社员种植优质富硒小麦，每
户每年可增收2000多元。

返乡“归雁”，温暖无处不在。颇有经营头脑的
王洪广返乡后，樱桃园镇党委将其列入本土人才信
息库，协调农村信用社帮其解决贷款问题，并推荐
其参加莘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业农村主体人才
和支撑人才培训等各类培训。

一系列的培训活动开拓了王洪广的视野。王
洪广至今记得，2016年5月，他参加省农业厅首期

“青年农场主”培训班，结识了全省农业界的同学、
朋友，拓展了人脉。王洪广十分珍惜这些来之不易
的学习机会，在近几年的培训中，他先后5次被山东
广播电视大学、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大学评为“优
秀学员”。

逐步积累了经验的王洪广，创办了家庭农场，
把单一种植拓展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他注册
了“耿王村”“小乐乐”等商标，上马石磨设备，把富
硒生态农产品和传统石磨工艺相结合，打造具有地
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耿王村’富硒石磨面粉结
合地方文化特色，将生态品质和石磨工艺有机结
合，生产出富含原始麦香的面粉，由这种面粉生产
的高筋富硒面条、山药面条在市里的‘年货节’上得
到市领导的好评！”王洪广自豪地说。

2019年，合作社再次尝试新鲜事物，打造“富硒白玉山药”品牌。王洪广
带动社员集中连片种植，采取“统一管理、统一用肥、统一用药”模式打造拳
头产品。目前，合作社富硒白玉山药种植规模超过100亩。2021年7月，合
作社的石磨面粉、富硒白玉山药2个品种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

“绿色食品A级产品”。
温暖的冬日阳光下，合作社的山药田里，微滴灌、支架丝网设备闪闪

发光；麦田里，富硒高筋小麦连片种植，生物防虫治虫技术广泛应用，提
高了小麦品质……

一幕幕丰收景象，让樱桃园镇党员群众感受到了“归雁”创业的魅力。
“家乡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拿到新的荣誉称号的王洪广表示，将努力把家庭
农场和合作社经营好，带动更多乡亲走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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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桐） 新春将至，为
弘扬传统民俗文化，营造浓厚的节
日气氛，1月18日，高唐县清平镇文
化和旅游服务中心联合清平镇工会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剪纸迎
新春 非遗共传承”公益培训活动，
为即将到来的新春增添喜庆的氛
围。

培训课上，民间剪纸非遗传承
人陈忠芬向学员介绍了剪纸的基本
方法和技巧，现场展示剪纸过程：一
张红纸，寥寥数剪，一只栩栩如生的

“小老虎”就变了出来，让现场学员
对剪纸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
家在随后的剪纸过程中互相讨论、
互帮互助，在陈忠芬的耐心指导下，
每个人都剪出了属于自己的作品。

此次剪纸活动营造了欢乐祥和
的节日氛围，不仅让学员感受到传
统非遗文化的魅力，也为大家提供
了沟通交流的机会，增进了邻里感
情。活动负责人常志敏表示，今后
还会举办此类活动，为清平镇群众
提供更多更有意义的体验。

清平镇

开展迎新春剪纸公益培训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你
好，你是什么时候回到烟店的？请
扫一下这个二维码，这是咱联村推出
的‘返烟店人员信息登记二维码’，
可以直接线上登记信息。”1月18日，
临清市烟店镇烟店联村村委会主任
李斌对刚回村的村民说。

春节临近，人员流动频繁、人群
聚集风险加大，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复杂。烟店镇加强对中高风险地区
返回人员全流程闭环管理，精准做
好返烟店来烟店人员网格化摸排，
坚决防止疫情输入。按照常规措
施，工作人员需入户对所有返烟店
来烟店人员进行信息登记，不仅耗
费时间长、统计可能存在漏洞，而且

走访过程中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
为提高工作精准度，降低交叉感染
风险，烟店联村设计推出“返烟店人
员信息登记二维码”，通过微信群、
村村响等宣传发动，让村民自发登
记家人朋友的出行信息。

“用二维码登记很方便，根据提
示填写身份信息、返回前住址、返回
方式、核酸检测情况、是否到过疫情
发生地，所有信息填完不超3分钟，
还不用出门……”刚刚回家准备过
年的刘常厚说，这种二维码登记方
式推开后，村民也成为“疫情防控排
查员”，和镇党委政府共同筑起抗击
疫情防线。

烟店镇

“码”上登记做好疫情防控

■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政哲

“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翻雪

山、过草地的场景太真实了，仿佛
亲身经历一般。”1 月 20 日，摘下
VR 眼镜的孙莹莹难掩激动心情，身

临其境的真实感让她十分震撼。临
近春节，在度假区湖西街道傅家坟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VR 党建互动学
习平台吸引了不少社区党员群众前
来体验。

记者戴上 VR 眼镜，选择了“红军
过草地”的学习场景。只见红军战士在
一望无际的草地上艰难跋涉，吃树皮、
草根，条件异常艰苦。记者不仅置身于
该场景中，还能参与互动，比如给场景
里的战士递树皮，营救陷入泥潭的战友
等。除了能体验特定的学习场景，该
VR 党建互动学习平台还包括党史体
验馆、廉政教育馆、建党 100 周年馆等
多个学习场馆，体验者可根据需要体验
学习。

“以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方法途
径单一，这次引入‘VR 党建’，再现革
命场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学习模式，
学习效果远远超出预期，新颖接地气的
视听体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傅家坟
社区党委书记李洪波说，VR党建互动

学习平台通过动态场景搭配交互技术，
利用高科技手段展现廉政教育、党建党
史等内容，尤其通过 VR 党建互动学
习平台、3D党史馆、VR党建智慧沙
盘等，让党员群众通过沉浸式、互动
性的体验学习，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党
史的学习和了解。

“上学的时候，老师曾给我们讲过
《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红军战士浴
血奋战勇夺13条铁链的英雄事迹令我
印象深刻。如今，我通过 VR 技术，化
身奉命前行的红军战士，身临其境地
参加了这场激战，书本中的图画和文
字一下子‘活起来’，让我对长征精神
的认识更深刻了。”谈及体验感受，孙
莹莹感触颇深。

2021年，傅家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创新学习形式，借助科技的力量，搭建
VR 党建互动学习平台，引进 VR 党建
智慧沙盘、VR党建交互机柜、VR党建
观景台等设备，开启智慧党建学习新体
验，让红色文化融入群众生活。

VRVR党建让红色文化党建让红色文化““活起来活起来””

11月月2020日日，，傅家坟社区群众正在体验傅家坟社区群众正在体验VRVR党建互动学习平台党建互动学习平台

本报讯（刘小希）“早些年，村
里人临近春节就开始放烟花、点鞭
炮，火药味很浓。现在大伙儿要么
不放鞭炮，要么买电子烟花，素质都
提高了！”1 月 19 日，东昌府区广平
镇马明智村村民马升旺感慨地说。

原来，该村利用条幅、村广播等
方式开展禁燃禁放禁销烟花爆竹宣
传，村干部将 《致群众的一封信》
张贴到每家每户的门口和村头公开
栏上，全方位提高村民知晓率。此
外，广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还时常走街串巷宣传禁燃禁放烟花
爆竹的相关规定，详细介绍燃放烟
花爆竹对公共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

的危害，大力倡导文明乡风。
该村是广平镇多维度推进禁燃

禁放禁销烟花爆竹工作的一个缩
影。春节将至，为全面保障公共安
全和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噪声污
染，广平镇迅速成立烟花爆竹禁燃
禁放禁销工作领导小组，各新村成
立管控领导小组，鼓励村级、企业、
商超等负责人以身作则，共同签订
承诺书，带头支持禁燃工作。截至
目前，该镇110余名干部、志愿者参
与宣传活动，8家门店利用滚动电子
屏进行宣传，各村庄悬挂条幅 200
条，张贴分发宣传页5000余份。

广平镇

推进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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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蒋红帅

“坑里还有什么鱼？给我留两条大
花鲢，我想明天串亲戚用。”1月18日
上午，高唐县尹集镇王庄村村民唐艳
霞在村微信群里“拍了拍”村里的坑
塘承包户，预定了两条大鱼。

随着年关临近，王庄村坑塘的鱼
开始售卖，坑塘边顿时热闹起来。“村

里的大坑废弃了多年，经过治理变干净
后就承包了出去，夏天垂钓，冬天卖
鱼，废坑变成了‘金坑’。” 说起村里
这个大坑的变化，唐艳霞说。

坑塘环境治理是乡村清洁“百日
攻坚”专项治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由于历史原因，尹集镇不少村庄都有
大大小小的坑塘，不少坑塘边生活垃
圾堆积，坑塘水面漂浮着各种白色垃
圾，甚至形成黑臭水体。为了解决坑
塘环境的治理问题，尹集镇党委政府

因村施策，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做
好“水面文章”，根据各村的具体情况
形成分类治理方案。

尹集镇对于可以引入水源的坑
塘，承包给农户，引导其发展乡村垂
钓、坑塘种养等旅游观光项目，王庄
村便是其中之一。王庄村将整治后的
坑塘承包给农户，发展渔业。夏天垂
钓，冬天鱼肥收获，废弃坑塘被“盘
活”。对于不能引入水源的坑塘，尹集
镇进行了绿化、美化。例如武花园村

便将废弃的坑塘打造成了别具一格的
乡村花园，种植了绿植，成为村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目前，尹集镇共治理坑塘 70 余
处，原来群众躲着走的地方，如今摇
身一变成为村民集中游玩的热闹地。
坑塘的成功治理，不仅充分调动了广
大干部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
性，更美化了人居环境、增加了村集
体收入，成为真正的“民心工程”“民
生工程”。

坑塘整治美了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