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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在高唐县三十里铺
镇印象三十里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主播正在以直播方式销售农副
产品。

该合作社由高唐县三十里铺镇
三十里铺村党支部领办，村“两委”
成员带头入股，对农产品进行深加
工，研发了石磨面粉、芝麻饼等60
余种食品项目，注册了“马颊河畔”
“锦鲤小镇”等10余个商标，通过线
上线下销售，提升产品品牌价值和
合作社效益。合作社走“支部+合
作社+公司+电商”的运营模式，带
动了村民家庭式就业，实现了村集
体经济和农民双增收。

■ 商景豪

本报讯 （记者 王培源 通讯员
裴崇旭）“谢谢你们，让孩子得到及时
治疗的同时，还享受到了国家医保政
策，给我们家省了三四千块钱的费
用。”4月15日，东昌府区古楼街道望湖
社区居民洪艳感激地说。

原来，古楼街道望湖社区网格员
在辖区例行巡查时发现，居民洪艳的
宝宝出生一个多月，因新生儿黄疸住
院，急需办理医保，于是便帮忙联系了
社区负责劳动保障的工作人员，及时
为其办理了新生儿医保手续和临时社
保卡。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有网格员
的身影。在新区街道文锦苑小区，20
把崭新的休闲长椅刚刚安装完成。前

期，网格员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小
区内供大家休息的长椅偏少，便把信
息反馈给社区。经实地考察、征求意
见，该街道为配套设施薄弱的老旧小
区安装了休闲长椅。“我们每天会进行
日常巡查，了解居民的需求，解决居民
所需所想，平均每天帮居民办两件实
事，涉及文明养宠、邻里纠纷、小区环
境等。”文锦苑社区第三网格网格员代
方艳表示，她一直认为“群众的小事就
是网格员们的大事”。

东昌府区坚持以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为抓手，以网格化信息平台为支
撑，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目标，精细划
分网格，精准延伸服务，用“小网格”撬
动社会“大治理”，有效打通了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米”。
今年以来，东昌府区 2227 名网格

员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信息员、宣
传员、服务员作用，在矛盾纠纷调解、
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中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截至目前，广大
网格员上门普及疫情防控相关知识
32.6万余人次，推动辖区新冠疫苗接种
249.7万针，排查或协助排查重点风险
区域入聊人员82963人；对网格内门店
进行专项摸底检查，走访门店 5.9 万
次，督促商户落实并及时整改问题
5466 个，向群众发放创建材料近 14.3
万份；共上报事件线索174684件、结案
172615 件，其中涉及矛盾纠纷风险隐
患 2056 件、结案 2014 件；为民服务类

事件95900件、结案92504件。围绕建
设“六个新聊城”目标定位，东昌府区
坚持“党建引领、一网统筹、资源下沉、
协同联动”工作思路，以“五级联动”网
格化信息平台为支撑，创新打造“党
建+治理”智能网格，构建网格化治理
新格局，筑牢基层安全稳定防线。

“聚焦建设安定和谐的幸福新聊
城，扎实推动社区网格服务站建设，深
入开展‘平安网格’创建活动，推动网
格员、人民调解员‘两员’融合，持续擦
亮‘群众点单，格格跑腿，民有所需，格
有所为’的服务品牌，切实为网格内群
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精细化服务。”
东昌府区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
书记李曙光表示。

东昌府区开展“平安网格”创建活动

2227名网格员服务群众“零距离”

本报讯 （记者 申东方） 购买农
药时商家售卖错误，导致小麦大面积
死亡。拨打12345市民热线后，问题很
快得到处理，这让临清市康庄镇肖庄
村的商丽丽（化名）感动不已。

这背后默默奉献的聊城 12345 市
民热线受理岗，是一支年轻充满活力
的队伍。4月14日下午，在聊城市2022
年青工技能振兴计划动员大会上，他
们与其他 9 个集体被命名为“2019—
2020 年度山东省青年文明号”。市
12345 市民热线受理中心信息宣传科
科长范艳红介绍，热线受理人员秉承

“以‘四心’促‘四快’”的工作原则，真
正做到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接诉即
办。

近年来，我市扎实有效开展青年文
明号创建和管理工作，在10个集体荣获
新称号的同时，219家集体被继续认定
为山东省青年文明号。

会上还为5个荣获“2021年度聊城
市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的集体代表
颁发奖牌。市消防救援支队陈口路特
勤站等 49 个集体获评“2021 年度聊城
市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称号。

“我们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继续
强化团员青年安全生产意识和技能，
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青年
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保障群众安全
可靠用电，为‘六个新聊城’建设作出
新贡献。”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团委书记
寇行顺说。

我市一批优秀青年集体获表彰

本报讯（记者 曹天伟）为更好地
服务企业和群众，今年以来，高新区深
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出“帮办
代办上门办”、建筑工程分阶段办理施
工许可等创新举措，打通了行政审批

“高速通道”。
聊城市联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是

高新区一家以劳务服务为主的企业。
近期，企业订单大幅增加，急需在短时
间内办理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了解
情况后，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部为该企
业量身定制帮办代办服务方案，主动与
市行政审批局相关科室对接，两个小时
就为企业办理了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以及企业经营范围调整后的营业执
照。今年以来，高新区在“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基础上，全面推行特色“帮办代
办上门办”暖心服务，推动政务服务提
质增效，最大限度方便了企业和群众。

针对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办理过程
中时间跨度长、涉及事项多的问题，高
新区常态化实施新建房屋建筑工程分
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让施工企业早进
场、早施工，加速项目落地。3月25日，
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部为中鲲未来科
技产业园项目颁发了全区首张分阶段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首先为项目办理
第一阶段基础工程施工许可证，待后期
取得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后，再办理第二
阶段主体工程施工许可证。前不久，聊
城高新财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同样拿
到了第一阶段基础工程施工许可证。

高新区

打通行政审批“高速通道”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4月8日，
潍坊市昌乐县“一河两路”（方山路南
拓、九龙湖环湖东路）工程EPC总承包
项目通过远程异地评标系统在东阿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昌乐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的共同配合下顺利完成，这
是东阿县自 3 月 30 日以来开展的第 3
个跨市远程异地评标项目。

“目前受疫情影响，潍坊市昌乐县
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不能有效开展，严
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行和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东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工作人员郭磊介绍，对此，东阿县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依托电子化平台搭建远
程异地评标系统，连续开展了3个远程

异地评标项目。
据了解，这些项目是昌乐县重点

项目，因疫情原因无法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东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合理
安排项目评标场地，利用远程异地评
标系统，以昌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主场，东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
副场，双方共同配合，顺利完成了项目
的招投标工作，有力保障了昌乐县的
经济发展。

“东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继
续推进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发展，与
更多的市县区进行远程异地评标合
作，共同抗击疫情带来的挑战。”东阿
县公共资源中心主任孟宪鹏表示。

东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远程异地评标实现常态化

本报讯 （赵琦）“把家政服务培
训送到基层，让待业妇女有更多从业
选择，便可以改变一位妇女甚至一个
家庭。”4月14日，阳谷县狮子楼街道妇
联主席李运蒙这样评价阳谷县“巾帼
家政进乡村（社区）”活动的实际意义。

早在4月8日，阳谷县妇联就已组
织聊城市阳光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阳谷分公司、阳谷县陆大姐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阳谷新兴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聊城市好友爱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阳谷分公司深入到狮子楼街道金园社
区、寿张镇西门村等8个乡村（社区），
开展“巾帼家政进乡村（社区）”活动，
共有300余名妇女参加。

活动中，阳谷县陆大姐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讲师陆彩从对家政
服务的认识出发，让狮子楼街道金园
社区的妇女们对家政工作有了进一步
了解，扭转了大家对家政服务工作的
偏见。

宣讲中，其他讲师就当前家政行
业的发展前景、扶持政策、市场需求和
就业优势进行了宣讲和分析，现场妇
女积极参与互动问答。“活动现场氛围
很活跃，内容也很实用，妇女们的学习
热情很高涨。”李运蒙说，阳谷县妇联
积极组织活动，把家政培训活动送到
家门口，为帮助妇女实现灵活就业提
供了有力保障。

阳谷县妇联

开展“巾帼家政进乡村（社区）”活动

■ 文/图 本 报 记 者 朱海波
本报通讯员 林东全

黄河故道冠县段，俗称西沙河或
古黄河，呈西南东北方向纵贯冠县西
部，它流经冠县 12 个乡镇、243 个村
庄，沙荒土地面积20万亩。

如今，曾经风沙滚滚的黄河故道
上，碧绿的毛白杨把风沙死死地“踩”
在脚下，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不仅为

“黄龙”穿上绿衣，更成为“绿色银
行”。

黄河故道是母亲河给冠县留下
的一道伤疤。曾经，这里杂草丛生、
沙丘连绵，冬春季节风沙滚滚，“大风
一刮不见家，庄稼年年被沙压”，群众
深受其害。从 1976 年开始，历届县

委、县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开始
了与风沙的斗争。目前，冠县国有毛
白杨林场占地 10880 亩，林木蓄积量
2.3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57.9%，
2021年，冠县再次被列为全国防沙治
沙综合示范区，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
被评为“全国十佳林场”。

绿意盎然的万亩林场，带来的不
只是生态环境的改善，更是生活水平
的提高，在这里，生态带、产业带、富
裕带同时铺展，向远方延伸。

冠县充分利用林场技术，发展以
毛白杨为主的绿化苗木产业和以大
棚油桃、大樱桃为主的水果产业，每
年培训农民技术员3000余人次，带动
群众育苗6000多亩，繁育毛白杨育苗
木500多万株、其他苗木300多万株，

形成以贾镇为代表的苗木百强乡镇，
以东古城镇为代表的大棚水果乡镇
等特色乡镇。目前，冠县经济林总面
积达32.5万亩，年产量可达40万吨，
年创产值8亿元。依托丰富的林木资
源，冠县积极打造生态旅游景区，春
赏花、夏观叶、秋尝果、冬品树成为一
大特色，每年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

在冠县人眼中，坐落于万亩林场
中的白杨树种质资源库可谓“万绿丛
中一点红”，那是货真价实、千金不换
的宝贝疙瘩。

20世纪80年代初期，冠县国有毛
白杨林场与北京林业大学、山东农业
大学、山东省林科院合作，建立全国
毛白杨种质资源库，2010 年，又与北
京林业大学合作，建立起北方平原林

木良种创新与示范实践基地。目前，
占地 875 亩的杨树种质资源库汇集
毛白杨种质资源 2430 份、小叶杨种
质资源426份，刺槐、榆树、柳树种质
资源 300 余份，共计保存种质资源
3156 份，成为我国毛白杨种质资源
保存份数最多的地方。同时，冠县建
有各类杨树无性系对比测定林、栽培
密度实验林、节水灌溉实验林15处，
广泛开展各种试验，在毛白杨的收
集、保存与利用等方面走在前列。

1979年，冠县万棵雄株毛白杨进
入北京，扮靓了首都容貌，成为冠县
人的骄傲，今天，从冠县培育的毛白
杨遍植沿黄河10多个省市，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演奏出
雄浑的绿色交响。

绿杨烟外春意盛
——冠县国有毛白杨林场探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