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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商景豪 通讯员 李金萌 常文欣）9月10日，山东
齐鲁合力叉车有限公司聊城分公司企业法人占女士从开发区行政审
批部工作人员手里拿到了叉车牌照。“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快速受
理并审批，办理过程非常顺利。”占女士说。

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严把许可准入关，以优质政务服务促进
高效审批，为每台合规使用的特种设备装上“身份标识”。“窗口采用

‘一窗通办、综合服务’方式，同时提供线下线上同步指导、延时服务、
免费邮寄等一系列服务措施。”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市场准入科负
责人潘磊介绍，“今年以来，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累计办理特种设
备使用登记600余件，其中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218件。”

开发区

提升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办理效率

本报讯（通讯员 丁环 徐言艳 刘延华）今年以来，阳谷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聚焦企业需求，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阳谷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在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的基础上，建
立联办机制，实行“一次告知、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减少
企业和群众办事环节、办理时间和跑动次数。对于高频事项，阳谷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不断拓展政务服务通道，通过爱山东App、电脑端等
多种方式，实现政务服务“全程网办”“掌上快办”。健全线上帮办代
办机制，通过远程业务咨询、审前辅导、远程导办等服务，实现高频服
务事项专业人工帮办代办。在园区等实行专班服务、专员跟进，推进
项目全流程、企业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服务，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
重点事项落地见效。

阳谷县

聚焦企业需求提升服务效能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张福
庆 郝彤彤） 记者近日从临清市了解到，
临清市积极响应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通过
强化农技指导与探索农业规模化种植新
模式，双管齐下推动秋粮增产增收，成效
显著。

当前，正是决定玉米穗粒数和粒重的
关键时期。临清市迅速行动，组织了8个
专家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针对不
同区域、不同地块，制定精准的技术指导
方案，确保各项增产措施真正落地生效。

临清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多种
经营科科长李宏华对当下的农田管理给
出了建议。针对玉米灌浆期的特点，他建
议农户根据前期施肥量和田间长势，适时
追施少量氮肥，并通过叶面喷施芸苔素内
酯、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以提高粒重，实
现增产。针对近期雨水较多易发病害的
情况，他推荐使用苯醚甲环唑、嘧菌酯等
杀菌剂结合叶面肥，预防后期病害，降低
损失，提高产量。

在努力提升玉米单产的同时，临清市

还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小田并大田”的农
业规模化种植新模式。通过“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公司”的生产模式，整合辖区
内的农机手、农资经销商等资源，为成方
连片的地块提供全方位托管服务。这一
模式不仅拓宽了生产道路，引入了大型智
慧型机械耕作，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还
解决了村民一家一户种植田块散、面积
小、农业机械难入地、粮食产量低、收益差
的问题。

临清市金郝庄镇栗官屯网格党支部

书记贾国军说，通过“小田并大田”模式，
平均每100亩地可以增加3到5亩的可耕
面积。同时，集中科学的管理，也让每亩
玉米地的产量增加 50 到 100 公斤。今年
流转的1500亩地预计能增产4万公斤。

据统计，今年临清市共建立了 74 个
“小田并大田”示范方，示范面积达到5.46
万亩。在提升玉米产量的同时，平均每亩
地节约了180元的成本，实现了粮食产量
和品质的“双提升”。

农技指导与“小田并大田”并进

临清“两手抓”确保秋粮增产增收

本报讯（记者 朱海波 通讯员 许翠霞）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
为营造风清气正节日氛围，9月7日，冠县纪委监委到东古城镇开展

“新农村夜校——纪法教育进农村”专题宣讲活动。
宣讲以近年来该县查处的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为

鉴，围绕“发展党员岂能儿戏”“守好农村‘三资’钱袋子”等主题，以案
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德、以案说责，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和纪律教
育。下一步，冠县纪委监委将不断丰富宣讲内容，优化宣讲形式，让
宣讲既符合基层党员干部的“口味”，又有纪律教育的“辣味”，切实引
导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用权。

冠县

绷紧农村党员干部廉洁弦

本报讯（记者 岳耀军 通讯员 黄焕） 9月11日，记者从高唐县
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以来，高唐县大力开展国省道、农村公路及
铁路沿线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彻底整治路域环境“脏乱差”问题。

该局以公路路域绿化补植、规范垃圾倾倒、黑臭水体治理、道路
设施维护和铁路沿线环境为重点，扎实开展国省道及农村公路路域
环境专项治理工作，共出动人员35000余人次，出动机械设备900余台
次，累计清理公路周边堆积垃圾等800余处、侵占公路用地100余处、
河道沟渠垃圾和淤塞150余处、非公路标志200余处，处置路面病害
5000余平方米，公路路容路貌及安全通行水平显著提升。

高唐县

整治路域环境“脏乱差”问题

本报讯（记者 赵艳君 通讯员 张晓阳 曹书瑞） 9月6日，山东
宏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凯瑞，对东昌府区的餐饮行业“一件
事一次办”称赞不已。东昌府区全力推行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改革，
将跨部门分散办理的4个相关联事项优化整合为“一件事”。

东昌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设置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服务专窗，
安排专员主动对接、全程帮办，通过部门数据共享、材料内部流转、业
务协同办理、归并重复表单等方式，实行“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窗
受理、联合勘验、一次办结”的服务模式，实现开办餐饮店由“多窗跑”
到“一窗办”转变，办理时间由至少7个工作日压减至1个工作日，申报
材料从18份缩减至11份，跑动次数从6次减少至1次。

东昌府区

餐饮开店“一件事一次办”

9月11日，位于临清市
潘庄镇数字经济产业园区
内的山东海赛轴承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在
赶制轴承订单。

临清市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瞄准产业链、价值
链中高端，大力实施科技赋
能、数字赋能、服务赋能，推
进轴承产业转型升级。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 本报通讯员 商贺 张晓

“未来会有更多的利好政策向农村倾
斜，村里的基础设施也会更加完善，咱们
村也会变得更美……”9 月 9 日，初秋黄
昏，在阳谷县侨润街道西八里营村里，村
妇联主席王玉平正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讲给村民们听。

近年来，阳谷县妇联精准把握广大妇
女群众的不同需求，积极探索打造内容多
元、形式多样的“巾帼美·小板凳”宣讲课
堂，让党的声音、先进的理念和实用的知
识在“沾着泥土”“带着温度”的宣讲中传
递给广大妇女群众身边。

组建多元宣讲队伍

“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带动更多的
姐妹参与到家庭文明建设中来。”说这话
的陈有爱，是十里八乡的女能人、好媳
妇。她还有一个响当当的身份，那就是阳

谷“巾帼美·小板凳”宣讲团成员。
一批影响带动力强、能讲会讲的优秀

女性，组成了190余人的“阳谷巾帼美·小
板凳课堂”宣讲团。根据不同受众和主题
规范宣讲内容，针对基层妇女在思想、生
活和发展等方面的不同需求，围绕党的理
论、乡村振兴、红色教育、巾帼榜样等主题
定制“N”个特色课堂，以菜单式灵活组合
安排宣讲人员，让宣讲更具针对性和实效
性。

打造三大宣讲阵地

“听了宣讲后，我深受鼓舞，我要在
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在狮子楼街
道会盟社区妇女儿童家园“小板凳课
堂”宣讲示范点，社区妇联执委刘成琦
说。

“像这样的宣讲示范点，阳谷县目前
共有 80 余处，主要依托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群服务中心、

妇女儿童家园等场所建立，目的是进一
步确保巾帼宣讲的常态化和覆盖率。”
阳谷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秋云介绍
说。

除了打造固定的理论宣讲阵地，灵
活、便捷的小板凳“流动课堂”是阳谷县妇
联积极探索的巾帼宣讲平台之一。阳谷
县妇联还积极拓展“云上课堂”，利用“阳
谷融媒”“阳谷新女性”等微信公众号平台
录制推出“新时代 她力量”、“家教15分钟
微课堂”、巾帼创业大讲堂等系列微视频
79个，让妇女群众在农闲时、下班后可以
随时随地观看学习，点击量已达 10 万人
次。

整合宣讲资源

“连续听了几堂家庭教育公开课，学
到了很多科学的教育方法，感谢妇联为我
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平台！”在县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宣讲示范点，一位家长说。

每周五下午，是阳谷县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宣讲小分队开设家庭教育公开课的
固定时间。针对家长在育儿过程中遇到
的困惑和教育焦虑等问题，县妇联招募培
育了一支由56人组成的家庭教育指导员
队伍，定期发布科学实用的家庭教育、亲
子关系、心理辅导等公益课程，目前已连
续举办了17期。

今年以来，阳谷县妇联共组织医疗健
康宣讲小分队深入镇、村送健康宣讲和义
诊服务44场次，惠及妇女4000余人次；组
织巾帼家政员走进社区、走进家庭开展家
政宣讲、技能培训54场次，受益妇女3000
余人次，并有200余名妇女入职巾帼家政
公司；由镇村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组成
的基层宣讲小分队开展“舞前十分钟”微
宣讲、“美丽庭院”快板宣讲、故事分享等
70余场次，有力推进了移风易俗，引领乡
风文明新风尚。

小板凳上讲故事

综合·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