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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天伟）深化区域
评估成果应用，累计为企业节省成本约
20万元；在全市率先将“云导办”配置到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推进“政银企+
部门”联动、“金融管家”入企辅导，上半
年普惠金融重点领域贷款余额达到22
亿元……9月2日，记者从高新区“营在
高新”营商环境品牌暨营商环境工作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高新区强化尊
重企业家、厚待投资者、服务纳税人的
亲商安商理念，建设对企服务主动高
效、对企政策精准有效、对企环境和畅
舒适的营商新高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

在政务环境建设中，高新区把好三
个“度”，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聚
焦“集成度”，服务供给由单一转向链
条。打造项目帮办区、项目帮办队，提
供“一企一策”定制服务；推行分阶段施
工许可、“联验即发证”、“打捆环评”、

“签约即投产”等审批模式，深化区域评
估成果应用，推进市政公用设施协同报

装和简易低风险建设项目“极简办”，跟
进重点项目提供“绿色通道”服务250余
次。聚焦“快捷度”，服务渠道由实体转
型数字。围绕事前指导、事中事后审管
联动等，打造“云评审”“云勘探”“云导
办”等链条式“云”服务；推出“无感审
批”，实现“一表申请、智能填报、结果秒
批”。聚焦“便利度”，服务效能由能办
升级好办。优化升级就近办、智能办、
链条办、网上办、远程办、寄递办等“不
见面审批”机制，打好疫情防控和政务
服务组合拳。

在市场监管方面，高新区实施以知
识产权为主体的增彩工程。聚焦“专精
特新”“单项冠军”“瞪羚企业”，着力打
造知识产权创新、培育、保护、服务“全
链条”。截至目前，高新区拥有发明专
利 1081 件，高价值发明专利 134 件，万
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为8.97件，是
全市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6.9
倍，位居全市第一。全区累计16家企业
通过知识产权贯标认证。

高新区打造“营在高新”环境品牌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以前一
到冬天就犯愁，烧煤炉子那叫一个麻
烦，自从用上天然气，家里暖和又干
净。”9月3日，说起“煤改气”的好处，东
昌府区堂邑镇肖庙村村民王有新笑容
满面。

今年，我市计划实施清洁取暖改造
17.64 万户，督导主城区以外的县（市、
区）上报农村地区清洁取暖改造计划
17.37万户。截至目前，已开工17.48万
户、开工率 100.6%，完工 13.03 万户、完
工率74.5%，已超额完成改造10万户的

年度绩效目标。
“我市着力深化能源结构调整，积

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加快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建设，推
进低碳能源转型。严格落实煤炭减量
替代政策，制定‘十四五’减少煤炭消费
的计划和年度计划。完善清洁能源推
广和效率提升政策，加快电气化、智能
化发展，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实施农村
清洁能源建设项目。到2025年底，清洁
供暖率将提高到 80%以上。”市生态环
境局总工程师、四级调研员杜广立说。

我市积极推进清洁取暖工程建设
今年计划改造17.64万户

■ 口述人：李桂莲（度假区于集镇六

和新村党总支书记、东靖村党支部书记）

这几天，村东头大棚里的甜瓜成
熟了，一个个圆滚滚地挂在瓜秧上，
离近了还能闻到瓜香。棚外面，老大
哥孙西范开始盘算起了收入，不时发
出一阵阵憨厚的笑声。见到我，他还
会炫耀一番，“小莲妹子啊，你哥我这
一棚又得赚万把块钱。”

我叫李桂莲，今年54岁，现任于
集镇六和新村党总支书记、东靖村党
支部书记。发展瓜果产业，让我们村
尝到了甜头。种瓜的村民今年每亩
能赚1万多块钱，这在以前想都不敢
想，都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俺也
有机会晒晒俺村的“甜蜜账单”。

我的父母都是铁道兵，一直在
外工作。1968 年，我出生在河北省
承德市滦平县，并在那里读书长
大。1990 年，中专毕业的我随父母
回到家乡——东靖村。当时，我说着
一口普通话，村里人都不相信我是他
们的老乡。

2011年，我进入村“两委”，担任
村会计和妇女主任。那时候，东靖村
还是一个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农作
物的小村，村民收入较低，过着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2015 年，在村民的支持下，我成

功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里面
临生产路被占用等难题，前几任村支
书一直没能解决，我也很犯愁，差点
打退堂鼓。村民都信任我，没办法，
硬着头皮上吧。从这年6月开始，我
带领村“两委”干部起早贪黑，先从自
家人开始做思想工作，再挨家挨户去
劝，真是没少挨了骂。最困难的时候
我都没放弃，坚持以情感人、以理服
人，前前后后忙活了3个月。乡亲们
觉得我的话说得在理、透彻，逐渐把
占的地退了回来。

2016 年，我们村修了生产路，挖
了排水渠，农业生产有了基础保障。
之后，我们带头示范“旱改厕”，栽种
树木，美化村庄环境；给村里安装了
监控和路灯，还建起了秧歌队，大家
心里可高兴啦。人心齐，泰山移。这
些基础有了，剩下就是寻找合适的产
业项目。

2019 年下半年，我带领村民去
“香瓜之乡”莘县燕店镇东孙庄村学习
考察。大家一致认为，种甜瓜收益高，
是一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随后，我们村与东孙庄村签订了
合作协议，聘请他们的专业技术人员

在播种、管护、移栽等环节提供全程
服务。我也闲不住，经常下去跟村民
聊聊天，一边劝人种瓜，一边看看棚
里瓜果的长势，同时也学到了很多农
技知识，现在，我都快成技术员了。

2021年，我们的“大家庭”又添了
新成员，东靖村和另外5个村合并成
立六和新村。从 500 多人的小村一
下子变成5000多人的大村，我感觉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幸好，有区里“三

遍访”服务队问需解困，有镇里的干
部出谋划策，还有科技特派员来给我
们进行技术指导，现在六和新村的瓜
果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500多亩。

如今，村里想种瓜的人越来越
多，我们准备成立六和新村瓜果种
植合作社，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带动
大家一起富裕，让“甜蜜账单”成色
更足。

（本报记者 李政哲 采访整理）

晒晒俺村的“甜蜜账单”

本报讯（记者 朱海波 通讯员 许
翠霞）“洁不洁，看过节。大家一定要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到过节不忘责
任、过节不忘廉洁、过节不忘纪律……”
8 月 31 日，冠县纪委办公楼会议室，县
纪委常委徐吉峰对县公安局新提拔的
10名科级以上干部开展中秋节前集体
廉政谈话。

中秋节、国庆节将至，为营造风清
气正的节日氛围，冠县纪委监委紧盯

“节日病”，立足监督职责，通过提醒教
育、监督检查、执纪问责等方式严明纪
律，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清廉
过节，严防“四风”反弹。

除开展廉政谈话外，该县纪委监委
还通过“廉洁冠县”微信公众号和冠县

纪委监委网站等平台发布廉洁过节提
醒、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
例等，对党员干部早打招呼、早敲警钟，
持续释放全面从严治党一严到底的强
烈信号，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下发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切实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拿出实招硬招，把压
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实到位。

为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作用，冠县纪委监委公布中秋、国庆期
间“四风”问题举报方式，同时成立了两
个专项监督检查组，对重点领域、重点
岗位及人员、重点环节、重点场所开展
监督检查。截至目前，该县共开展检查
15 次，明察暗访 30 余个“四风”问题高
风险点位。

冠县“提醒+监督”严防“节日病”

政情简讯L

本报讯（记者 叶晨雯） 9 月 5 日
下午，全市模范机关建设暨机关党建工
作推进会以视频形式召开，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的建设重
要论述，以模范机关建设为抓手，推动
机关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
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刘昌松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各级机关要持续在学懂
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的
建设重要论述上下功夫，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把机关党建工作和模范机关建
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模范机关建设
为抓手，打造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组织
过硬、坚强有力、务实为民、风清气正的

模范机关，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建工作。
会议强调，要狠抓任务落实，牢牢

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深入推进党
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凝神聚力抓好党务
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树立“抓好党建
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大力弘扬“严真细
实快”的工作作风。市直机关各单位要
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加强督导，将
此项工作情况纳入模范机关考核体系，
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会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政府办
公室、市医保局、市税务局、聊城日报
社、阳谷县委组织部6家单位介绍了推
进模范机关建设、加强机关党建工作的
经验做法。

我市推动机关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9月3日，中通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在安装道路保洁车辆部
件。

该公司将环卫装备制
造和环卫产业服务深度
结合，实现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目前已为国内多
个地市提供市政道路清
扫、垃圾收运及城乡环卫
一体化服务，实现环卫装
备服务一体化、装备制造
绿色智能化、运维服务平
台智慧化。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 （记者 林金彦） 9 月 5
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我市不断规范公开内
容、完善公开制度、优化公开平台、增
强公开实效，持续提升政务公开标准
化规范化水平，擦亮“公开聊亮”政务
公开品牌。

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侯
德功介绍，今年以来，市政府办公室全
面升级了全市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信
息管理系统、智能检索系统、运维管理

系统，进一步完善了政府门户网站的
功能和内容。将政府各部门新闻发布
会开展情况纳入政务公开考核范围，
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对涉及民生等群
众关注的重点领域政策文件，鼓励采
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多形式、
多角度解读。我市还着重加强了对市
政府常务会议的发布解读工作，对常
务会议的召开设置了详细的时间轴和
图标，每次常务会议均配有图文解读
和视频解读，使“高冷政策”更接地

气，确保政策“人人看得懂、人人用得
足”。

我市将和群众互动交流作为政务
公开的重要延伸，通过搭建政民互动
平台，强化互动交流，进一步增强社会
认同和公众支持。线上，在市政府门
户网站设置“互动交流”板块，下设

“市长——群众直通交流台”、市长信
箱、智能问政、意见征集等栏目，回应
市民关切；及时在人民网市长留言板
回复群众留言，解决了一批涉及城建、

“三农”、讨薪等方面的问题，网友评
价中“效率高”“圆满解决”“感谢”“暖
心”成为高频词。今年以来，在人民网
领导留言板市级板块中，我市答复率、
满意度均列第一，总回复率排名第
二。线下，持续开展“居民公开议事
日”活动，今年以来共开展活动 9618
次，收集问题 4139 条，助力解决群众
揪心事、烦心事、困难事3645件，该活
动被评为聊城市“法治为民办实事十
大项目”之一。

我市擦亮“公开聊亮”政务公开品牌
助力解决群众烦心事3645件

9月1日，在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任堤口村老年大学，农技人员（左一）在诊断
西红柿病情。任堤口村老年大学是我市首所乡村老年大学，除开设书法、太极拳、
广场舞、医疗保健等常规课程外,还因地制宜开设了蔬菜栽培管理、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畜牧养殖等农业科技课，受到老年人的欢迎。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李桂莲正在瓜棚内与村民交流。 ■ 李政哲

■ 本报记者 吕晓磊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
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
盘。”9月2日上午，东阿县高集镇旦镇
村的农家小院里传出一阵阵清脆的琵
琶声，打破了这个小乡村的寂静。在
即将开幕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
博览会、首届中华传统工艺大会上，东
阿琵琶将首次亮相，东阿“司金星手工
琵琶制作技艺”传承人司统兴的女儿
司琪正在加紧练习琵琶名曲《十面埋
伏》。

琵琶是我国历史悠久、最富特点
的民族弹拨乐器之一，“葡萄美酒夜光
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在文学作
品还是影视作品中，素有“民乐之王”

美称的琵琶从未缺席。但关于琵琶的
制作技艺，却鲜为人知。

司统兴是一位有着30年琵琶专业
演奏经验的手工匠人，也是家族手工
琵琶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他的“金
星手工琵琶”在业内小有名气。与记
者交谈时，司统兴正在制作琵琶面板，
一边刨一边用手敲击，并不时侧耳听
音，表情十分专注。他介绍，琵琶主体
由背板和面板组成，二者共同组成了
琵琶的共鸣箱。面板是用来振动发
声，背板则是用来反射声音。而面板
和背板中间的空间是用来调节音色。

“背板的厚薄决定声音反射的强度，面
板的厚薄会影响音色。琵琶制作不仅
是体力活，更是脑力活。”司统兴说，丰
富的经验，是做出一把好琵琶的必备

条件。
凿子、刨子、锤子、锯、锉刀……在

司统兴面积不大的工作室里，琵琶制
作工具摆满了上下几排架子。从选
材、作坯、自然风干、背板制作再到打
磨、调音、抛光、烫蜡，一把琵琶的制作
要经历大大小小160多道工序，一步一
做，精雕细琢。

因为每一步都恪守纯手工制作原
则，虽然司统兴每日埋头于工作室，但
他每年制作的琵琶成品只有五六十
把，基本都是预约定制。司统兴说：

“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想做一把精品琵
琶，就不能急于求成。”

良工不如良材，琵琶音质的好坏，
除了匠人的技艺，材料的选择也很关
键。“木质越硬，音质越好，琵琶的背板

一般选用红花梨、鸡翅木、酸枝、缅甸
花梨等木材。”司统兴小心翼翼地捧着
一把即将完工的琵琶向记者介绍，“音
色是一件乐器的灵魂，不同的材质会
产生不同的音色。”

在耳濡目染下，司统兴的女儿司
琪也爱上了琵琶这个古老的民族乐
器，今年21岁的司琪已经跟着专业老
师学习了三年琵琶弹奏。在今年的中
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上，司统兴准
备展示琵琶制作技艺，而司琪正在加
紧练习《十面埋伏》《彝族舞曲》等琵琶
名曲，届时展示美妙的金石之声。

“琵琶制作是一门老手艺，希望更
多的人能看到东阿琵琶，我会把这门
技艺好好传承下去，做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践行者、传播者。”司统兴说。

琵琶新弹 东阿“有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