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 月 3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贺壮 美编：辛政 校对：赵鹏4 新 农 村·公 益 广 告

本报讯（通讯员 张震）“这电暖
扇送得真及时，感谢党委政府一直想
着我，真是太感动了。”2023年12月27
日，阳谷县定水镇炉里宋村脱贫户宋
益常紧紧握着帮扶责任人宋义磊的手
激动地说。

入冬以来，定水镇坚持把保障困
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作为解决群众实
际困难、帮办实事的重要举措，积极开
展“访寒问暖”帮扶活动，全面部署、入
户问需、精准帮扶。

定水镇组织全镇帮扶责任人走访
203 户脱贫户、监测户等家庭，详细了
解群众近期生产生活状况，掌握群众
的实际困难，明确救助帮扶措施。对
部分脱贫户缺少取暖设备问题，积极
筹集发放电暖器39个、电热毯11套、电

暖扇41台。同时，定水镇组织人大代
表和党代表组成志愿服务队进村入
户，逐一对用电用气用煤等进行全面
检查，宣传取暖安全知识和防范措施，
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用实
际行动温暖民心。

“我一个人生活好几年了，每年到
了取暖季，镇里村里的干部就来家里
检查炉子，咱这屋里暖和，心里更暖
和。”王把势村的脱贫户王世庆说话
时，眼里满是感动。

“定水镇将进一步压实帮扶责任，
落实落细帮扶措施，持续开展关爱慰
问，帮助群众解决好各类难题，不断提
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定水镇党委
书记闫瑞鹏说。

定水镇

“访寒问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晓丽 孙奎
斌）“这次代表入户走访，俺说了许多
掏心窝子的建议，代表们都仔细地记
了下来。”近日，阳谷县阎楼镇王振扬
村村民柳风柱在人大代表入户走访时
这样说。

自阎楼镇“情满西楼”衔接乡村振
兴集中推进区工作启动以来，镇党委
组织代表委员深入村庄走访调研，了
解村里亟待解决的问题及群众所需所
盼，为镇党委决策搜集一手资料，把推
进区项目真正建成惠民生、暖民心、顺
民意的“民心工程”。

“现在村里环境比原来干净多了，
但电线网线还是太乱，影响美观。”谷
岩寨村党支部书记谷风国根据村实际
说到。镇党代表刘希国说：“不少村民
反映村里的大街该修修了，路灯、广场

等一些基础设施需要再提升。”
“从走访结果来看，群众关注度较

高的还是村庄基础设施的改造和提
升。”推进区建设负责人、镇人大主席
张广猛说。

镇党委积极关注群众诉求，采纳
代表委员和群众的合理化建议，于
2023 年 8 月份启动推进区项目建设。
为确保工程质量，各村均建立了以党支
部书记为组长的监督小组，定期组织

“两代表一委员”实地勘察，将常态化、
多元化监督贯穿施工过程。截至目前，
发现问题30余条，逐项进行了整改。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接
下来的项目建设中，阎楼镇将持续狠
抓工程建设，多查实情，广听民意，用
责任和脚步建设人民满意的“衔接乡
村振兴集中推进区项目”。

阎楼镇

入户走访倾听民意

本报讯 （记者 吕晓磊 通讯员
朱红光）“我是来办理台球厅营业执
照的，办完了还要办理登记手续，原来
这两个手续得跑两次，但是今天在这
个大厅窗口一次就办完了，感觉便捷
高效！”2023年12月27日上午，在临清
市新华路街道服务大厅，来自葡香社
区东胡村的办事群众张有超说。

变多个窗口办理为一个窗口受
理，推行政务服务“一窗办”，是去年以
来新华路街道为民服务的一大改革。
该街道负责服务大厅工作的副主任蒋
艳慧表示：“我们为了让办事群众有更
好的办事体验，由多个窗口办理变成
一个窗口受理，把过去的‘串联审批’
变为现在的‘并联审批’。”

据介绍，该街道根据审批业务性
质，重新进行窗口整合，将同类审批服
务事项集约化，将高频事项所涉及的
商事服务、社会事务等业务专窗优化
为综合受理窗口。人社、民政、计生、
办证、不动产、电商等窗口并入综合服
务窗口，实行“一窗式”服务，提供一次
性书面告知、一次性收取材料、一次性
反馈意见、一次性统一出证的“四个

一”服务，变“串联审批”为“并联审
批”。

新华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姚强介
绍，过去需要提交多套材料，现在只需
提交一套材料，办事的企业或群众在
综合受理服务区的任何一个窗口都可
以提交申请材料，通过业务整合归并、
重构办事流程、统一收取申报材料，业
务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实现了“一窗通
办”的大融合。

除此之外，新华路街道还试行了
“在家办”业务。设立线上的“一网通
办”，变“出门办”为“在家办”。通过山
东省政务服务网、“爱山东”App等自助
申请办理事项，业务申请直接推送至
审批部门，实现“一次登录、一表申请、
一次提交、一次验证、一网通办、邮寄
送达”，让“数据跑”代替了“人工跑”。

“为了更加简便省时，我们还依托
山东政务服务网、电话、微信工作群、
电商直播平台等，设立了‘帮办代办’
服务区，助力审批效率的提高。通过
在线指导、线上填报等方式为企业、群
众提供帮办代办服务，最大限度让群
众办事少跑腿。”蒋艳慧说。

新华路街道

“并联审批”提升服务温度

■ 本 报 记 者 贾新伟
本报通讯员 高鹏

社区无大事，件件百姓事；社区无
小事，事事牵人心。

去年以来，度假区湖西街道坚持
党建引领，思政铸魂，围绕“善美湖西”
目标定位，打造城市治理新格局，物业

“红”了起来，小区“活”了起来，民心
“暖”了起来。

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网格化

“红晟活，暖万家。”2023 年，端庄
社区民生·壹号院红色物业服务品牌
荣获山东省第二批“齐鲁红色物业”星
级服务项目，成为湖西街道推动物业
服务与社区治理同频共振的缩影。

端庄社区共有居民8000余人。曾
经物业和社区党委“各自为政”，机构
不健全，机制不完善，管理松懈，给基
层治理带来很多难题。

湖西街道从小区管理服务入手，
探索党建引领“红色物业”新模式，构
筑起“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
党支部、物业党支部—楼道党员”四级
组织架构。

目前，端庄社区辖区细分为9大网
格，建立了网格微信群，居民遇到下水
道堵塞、道路破损等问题，可以直接在
群里上报，由物业及时解决。社区与
物业企业党支部、业委会党支部、红旗
驿站一道，举办“爱心义剪”“重阳敬
老”“健康讲座进社区”等活动 100 余
次，凝聚起为民服务的强大合力。

湖西街道积极打造“党建引领、多
维互动、上下联动”的城市治理新格
局，通过多部门融合、共建共享，发挥

“红色物业·聊来温暖”党建品牌效应，
推动“党建+红色物业”示范片区建设，
提升小区治理水平。

倾情服务 当好居民“贴心管家”

配套设施不完善，绿植覆盖不足，
环境治理不到位……2023 年以来，民
晟物业党支部解决居民反映的突出问
题30余件，推动“红色物业”提效升级。

湖西街道把党的奋斗目标、社区
群众的期盼结合起来，在解决问题中
寻找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点，并充分运
用“小区党支部+物业企业+业委会”的
三位一体红色物业体系，通过议事协

商、共治共享，制定红色物业服务制
度，完善小区居民公约，建立“红色物
业议事厅”，每月召开“红色议事会”，
及时掌握居民的需求，及时解决涉及
居民利益的事项，当好群众的“贴心管
家”。

“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关键
在党建，力量在群众，支点在为群众办
实事、解难事、做好事。”湖西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高志骞说，湖西
街道将进一步打造一批“红色物业”、
红旗驿站等亮点工程，以“红色物业”
为引领，亮身份、建阵地、提服务，以点
带面，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
全意服务业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

一颗“红心”点亮“民心”
——湖西街道“红色物业”赋能基层治理

■ 本 报 记 者 马永伟
本报通讯员 刘润瑶 倪群力

2023 年 12 月 29 日，时至岁尾，
天寒地冻，而临清市戴湾镇的平菇
种植大棚里却暖意融融。眼下正是
大棚平菇收获的季节，只见一朵朵
平菇从菌棒中探出脑袋，鲜嫩肥厚，
惹人喜爱。菇农们正忙着采摘装
箱，将这些平菇陆续发往全国各地。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去年以来，戴湾镇对辖区未形
成规模的蘑菇种植户进行深入摸
排，发现空间走向限制了产业发
展，亟待提档升级。“为使蘑菇生产
销售更加便利，我们利用临博路产
业聚集带的闲置土地 20 亩、坑塘 25

亩建设蘑菇种植项目，既为蘑菇产
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也盘活了闲
散土地。”戴湾镇副镇长孙鑫介绍，
他们在水城屯联合村成立了乡村
振兴公司，对蘑菇种植项目进行全
面运营，经营收入全部用于联合村
发展，并先后筹集资金 100 万元，建
设大棚 10 座，放置菌包 10 万个，随
后对大棚进行了二期投入，吸引周
边群众就近就业，每人每年可增加
收入2万元。

为延长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
值，戴湾镇在用好蘑菇基地基础上，
指导联合村新上锅炉、蒸料池等菌包
生产线，自用和售卖菌包，蘑菇也从
过去的每年采摘一季变为每年采摘
两季，出菌时间长、产量高，大大提高

了产品经营效益。目前，年制作菌包
24万个，生产鲜菇50万公斤，年收益
可达200万元。在此基础上，联合村
又与辖区电商企业合作，开发鲜菇盲
盒系列产品，发展“电商+蘑菇”模
式，进一步打响产品品牌，提高经营
收入。同时，引进光伏公司，在棚上
和坑塘安装光伏板 2670 块，每年可
为联合村带来租赁收益5万元，打造

“棚光互补”增收模式。
为进一步延伸蘑菇种植末端，

破解部分村集体增收难的问题，戴
湾镇在东王、廖庄、水中、水东等村
盘活闲散房屋、宅基地试种蘑菇，以
点带面促进产业发展。各村依托支
部领办的合作社与房屋、宅基地所
有人签订租赁协议，对内外环境进

行彻底消毒整治。合作社与联合村
领办的乡村振兴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由乡村振兴公司提供菌包和种
植技术，所生产的蘑菇由乡村振兴
公司统一回收、销售，形成“党支部+
合作社+公司”的生产经营模式，有
效解决了销路和技术问题。

目前，该镇已盘活闲置宅基 8
处，放置菌包2万个。蘑菇种植基地
通过不定期举办培训、邀请专家现
场指导，培育出精通生产技术的“土
专家”“田秀才”5 名，使普通农民从

“门外汉”成为蘑菇种植的行家里
手。同时，基地还与山东农业大学、
聊城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推动蘑菇
生产技术提升和链条延伸。

“小蘑菇”种出富民“大产业”

2023年 12月 28日，茌
平区杜郎口镇鲍庄新村百姓
种植合作社举行农户分红仪
式。

近年来，鲍庄新村按照
“党支部引领、村集体持股、
群众参股、土地分红”的方
式，将村里1500余亩土地整
合到股份制合作社，依托合
作社农业技术、农业机械、优
质化肥农药种子等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玉米小麦等粮
食产业，提高粮食产量，增加
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