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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晓磊 范艳红

12345，不仅是一个电话号码，更是
对市民的暖心陪伴。市12345市民热线
受理中心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
在肩膀上，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从
群众关心的小事入手，以办实事的力
度，提升民生温度。

畅通听民声解民困的“开头一分钟”

“您好，××号受理员为您服务，请
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走进市12345市民
热线受理中心，悦耳的声音此起彼伏。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这里，是政

府倾听群众呼声的“窗口”。只要拨通
这个电话，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都会得到快速回应，合理诉求都会得
到有效处理。

“这边有个大型广告牌松动了，摇
摇晃晃的，很危险，要是刮风下雨，就
有可能砸伤人，你们快派人过来修修
吧！”3 月 29 日，冠县的杜鑫（化名）拨
打12345市民热线，反映冠县冉子路路
北一大型广告牌破损晃动，存在安全
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协助固定或拆除。

群众的诉求就是“哨声”。接到热
线转办件后，冠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立即
安排执法人员赶往冉子路北侧调查处
理。经查，该广告牌横架在两排房屋通

道上，是某宾馆负责人私自设立的。该
通道每天有居民频繁出入，存在一定安
全隐患。执法人员对宾馆负责人讲解
了相关法律法规，告知其未经许可，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大型户外广告
设施。经执法人员耐心说服教育，在执
法人员的督促下，该负责人叫来吊车将
广告牌拆除。为避免在广告牌拆除过
程中造成交通拥堵，执法人员一直在拆
除现场疏导来往行人。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紧张施工，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牌
拆除完毕。随后，执法人员将处理结果
反馈给杜鑫。“12345市民热线办事效率
真高，这么快就把安全隐患解决了，我
们附近来往的群众也可以放心了！”得

知松动的广告牌已经被拆除，杜鑫终于
放心了。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机井通上电，俺不用再为浇地发
愁了。”家住东昌府区斗虎屯镇张李村
的李令福看着村北首通上电的灌溉机
井，激动地说。此前，由于张李村村东
首及村北首的灌溉机井未通电，他家里
的耕地无法灌溉。不知该如何处理的
李令福拨打了12345市民热线。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有人办、马
上办，更要办得好。

3 月 24 日，市民邱民（化名）拨打

12345市民热线，反映东昌府区梁水镇
镇邱庄村村内路灯的熄灭时间为每晚
10时，但事实上，熄灯后仍有不少村民
在外活动，没有路灯照明十分不便。
邱先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将路灯熄灭时
间适当延后。接到诉求后，东昌府区
梁水镇镇政府结合群众的实际需求，
第一时间将该村路灯的熄灭时间调整
至 10 时 30 分，解决了一些居民夜间出
行的难题。

“我2月份在建设路一家公司做了
不到一个月的保安，但公司一直拖欠
我的工资，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协
调解决。”3 月 21 日，市民路梓飞（化
名）通过12345市民热线反映拖欠工资

问题。
接到诉求后，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与路梓飞之前工作的公司联系
并调查情况。经核查，路梓飞反映的情
况属实，在市人社局的协调下，他拿到
了自己应得的1600元工资。“真没想到
这么短的时间就帮我讨回了工资。感
谢12345市民热线，感谢有关部门的协
调。”路梓飞满意地说。

一直以来，市12345市民热线受理
中心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群
众的诉求往快里办、往实里办、往深里
办，做实群众身边事，织密为民服务网，
让市民生活更舒适。

做实群众身边事 织密为民服务网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法印 张瑜）
为帮助干部职工更好地理解掌握医保
政策，近日，阳谷县“医保大讲堂”开
讲，通过业务能手授课，让大家对医保
政策有全面、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从
而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专业的医保服
务。

该活动是阳谷县医保局加强业务
能力建设的一大举措，由班子成员和科
室业务骨干授课，对医保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以及经办管理等方面知识进行

讲授和讨论，通过以讲代训、以学促干
方式，增强全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和能动性，丰富干部职工的政策理论知
识储备，提高其业务工作能力。

“医保大讲堂”每次选一个主题，明
确一名业务骨干授课。据了解，该局将
常态化开展“医保大讲堂”活动，形成互
学互鉴、取长补短的良好学习氛围，通
过政策解读、业务研讨来提升医保服务
水平，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服务体验，细
化服务举措。

阳谷“医保大讲堂”开讲

■ 刘小希

“这块牌匾意味着嘉明的农副产
品深加工产业迎来了新的开端。”4月5
日，聊城嘉明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
部长王文利如是说。

王文利所指的，是“山东省农副食
品深加工特色优势食品产业基地”牌
匾。去年底，2021年度山东省特色优势
食品产业集群、强县、强镇、基地名单公
布，嘉明经济开发区农副食品深加工特
色优势食品产业基地榜上有名。就在
近日，这块荣誉牌匾从山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发至聊城，将在挂牌仪式后正式

“落户”嘉明经济开发区。
“省级产业集群、强县、强镇和基

地申报，需满足产业特色鲜明、产业规
模和经济效益突出、科技创新能力强、
动力足等多个条件。”王文利介绍，“嘉
明经济开发区申报成功的背后，既有
对传统优势产业长远发展的思考，也
有对推动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转型升

级的举措支撑。”
嘉明经济开发区的农副产品深加

工产业，一直有深厚的发展根基。上
世纪90年代，紧抓京九铁路贯通为经
济发展带来的良好机遇，以食品加工
为主业的聊城嘉明实业有限公司势头
强劲，其触角更是延伸至东南亚等
地。嘉明经济开发区的前身——嘉明
食品工业园，随之在发展的春风中正
式建成。

时间的指针转到 20 余年后的当
下。如今，聊城龙大肉食品有限公司、
聊城市福润禽业食品有限公司、聊城
市祥润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福吉食品
有限公司等多个实力突出的食品公司
相继扎根嘉明经济开发区。那么，企
业发展能否与地方发展有机融合？聊
城市立海冷藏有限公司给出了肯定的
答案。

立海公司是煌上煌、海底捞、湖南
湘佳、中国火锅协会委员会等的指定供
应商，也是“聊·胜一筹！”品牌首批使用

单位。“2021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9.52
亿元，共吸纳就业工人1000余人，带动
肉鸭养殖户3000余户。”该公司负责人
朱斌说，“等二期项目建成后，一年能产
肉鸭近1亿只，年产值近30亿元，能为
嘉明经济开发区作出更多贡献。”

此外，在嘉明经济开发区，农副产
品深加工产业也不断追求着创新。

“电视购物、直播带货进一步打开
了产品销售的渠道，我们也正从代加
工转向深耕自身品牌，火锅口味的虎
皮鸡爪、盐焗鸡翅根等新产品也在加
紧研发中。”聊城市昌德食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杨光义介绍。今年1—2月，该
公司销售产值53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231 万元，增长率为 77%，实现了
2022年的“开门红”。

两个公司虽主营业务不同，但都
呈现出十足的发展劲头，这与嘉明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提供的政策支持与精
准服务密不可分。

嘉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确定了农

副产品深加工、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新技术、现代物流、新能源汽车及零部
件产业等5个特色产业集群，并制定领
军企业培育机制，全方位培育壮大领军
企业，形成优势带动的局面。此外，加
大力度推进部门网格化服务模式，压实
部门帮包片区责任和个人帮包企业责
任，同时设立总商会及农副产品分会，
充分发挥商会的平台纽带作用，帮助企
业抱团发展，促进企业做强做大。在不
断的实践与探索中，嘉明经济开发区打
造了“产业+配套”“平台+生态”的农副
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化发展新模式。

《山东省特色优势食品产业集聚
区培育实施方案》提出，要通过培育认
定省级特色优势食品产业集群、强县、
强镇、基地，引领带动我省食品产业基
础加快向高级化演进，不断提高产业
链和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王文利表
示，获得“省牌”后的嘉明经济开发区
将总结过往经验，亮出农副产品深加
工产业新名片。

亮出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新名片
——“山东省农副食品深加工特色优势食品产业基地”落户嘉明经济开发区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俗语说

‘地湿无晚麦’，这是我们祖先根据千百
年种植实践总结的经验。我给大家举
几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了：2018 年，
夏津县种粮大户程爱红400亩小麦11
月初播种，亩产600公斤；2021年，寿光
市种粮大户张殿斌1000亩小麦12月底
播种，亩产 450 公斤；东平县农科所
2021 年 2 月初播种，小麦亩产 400 公
斤……”日前，在东昌府区“一起向未
来”第二届社长素质技能培训活动中，
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山东
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法宏教
授围绕 2021 年秋季以来气候因素分
析、2022年春季小麦苗情分析、2022年
春季麦田管理技术等内容，讲授了春季
麦田管理技术。

本次培训吸引了东昌府区 100 余
名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和各合作

社社长参加。活动中，王法宏教授通过
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与学员进行互动
交流，取得了良好效果。

张炉集镇对新增有务工意愿的务
农人员进行再摸排，帮助其务工就业，
同时重点培养新型农业人才，推进乡村
人才振兴。该镇把当地农村人力资源
的培养和挖掘摆在突出位置，努力形成
人才、资金、土地、产业汇聚的良性循
环，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

今年，东昌府区坚持以提升农民科
技综合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为目标，聚
焦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农业发展人才需
求，以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导
向，以满足“新型职业农民”理念知识技
能需求为核心，以提升培育质量效能为
关键，加速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乡村振
兴提供强力人才支撑。

东昌府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本报讯（通讯员 李少阳）“龙山
路北首路西的人行道因建筑施工，改造
后的路坡度很大，不便于行人通过，建
议相关部门予以处理。”4月4日，临清
市新媒体协会党支部书记刘英顺通过
职能运行监督员工作群反映问题。

同为职能运行监督员的临清市住
建局法规科工作人员王蕾看到该问题
后，立即向单位汇报，第一时间代表单
位认领了该问题。目前，该问题已经纳
入临清市住建部门工作计划，待雨污分
流工程结束后即进行改造。

职能运行监督员是临清市委编办

为拓宽监管渠道，在“两代表一委员”、
企业、社会各阶层等领域选聘的一支部
门职能运行监管队伍。监督员将工作、
生活中发现的涉及部门履职的问题进
行反映，临清市委编办进行跟进处理。
对反映的问题，有的由相关部门监督员
主动认领，有的由临清市委编办通过监
管函形式向责任部门反馈，通过查摆问
题，达到优化职能运行的效果。

职能运行监督员上岗后，反映涉及
城市管理、教育、卫生等领域部门履职
问题 30 余个，成为临清市监督部门履
职、“为民办实事”的中坚力量。

临清职能运行监督员上岗

4月6日，在山东中正钢管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
正在操作生产线。中正钢管持
续在技术改造、装备升级上做
文章，引进先进的曼式鼓形辊
穿孔机、精密纵轧轧管机组、12
机架微张力减径机组、70米链
式冷床等设备，产品质量稳定
可靠，始终保持在行业领先水
平。2021年，该公司被评为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 本报记者 曹天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