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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亚杰
本报通讯员 杨强 代彬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不是‘找麻烦’，
而是和企业一起‘除隐患’。”7月1日，在
冠县新瑞实业有限公司举行的安全生产
座谈会上，冠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大队长李海生表示。

连日来，冠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冠县司
法局组织党员服务队持续开展“党员送服
务”活动，将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与精准帮扶
指导有机结合，用实际行动践行“群众需求
在哪里，服务就到哪里”的宗旨，实现了执
法效能提升与企业减负增效“双赢”。

清单化管理让企业“心中有数”

今年初，冠县应急管理局向辖区企业
发放了冠县应急管理涉企执法检查清单，

明确列出了18项检查事项和32条常见隐
患整改标准。“有了这份清单，我们日常开
展安全自查就有了明确方向。”冠县凯磊
轴承有限公司安全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该局全面规范涉企行政执法
检查，并通过“鲁执法”平台实现执法全程
留痕。为进一步提升执法服务水平，该局
还成立了党员服务队。在此次活动中，服
务队专门设置了“执法回访”环节，听取企
业对近期执法工作的意见建议。“上次检
查指出的5项问题，执法人员不仅详细说
明整改要求，还主动联系专家指导我们整
改，这样的执法我们心服口服。”郝锐德
（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人员
说。

党员服务队精准服务解难题

在规范执法的同时，党员服务队更注

重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在冠县新瑞实业
有限公司，服务队发现其在特殊作业中存
在电子围栏区域划分和区域报警超员的
问题，现场联系信息化专家对企业的困惑
给予及时帮扶指导；针对山东冠县国祥交
通设施有限公司反映的有限空间作业培
训不足问题，现场安排专人对接培训机
构。这种“执法检查发现问题—专家指导
整改问题—跟踪服务杜绝问题”的闭环模
式，已成为冠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常态。

“我们既要当好安全‘监督员’，更要
做好企业‘服务员’。”李海生介绍，今年以
来，该局已开展“说理式执法”活动23次，
组织“执法+服务”帮扶15次，通过“柔性
执法”“轻微违法责令改正”等方式，让执
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统计显示，1—6
月，全县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改率同比提
升41%，投诉举报量下降35%。

让宗旨意识在一线闪光

“党员服务队不仅帮我们规范了安全
管理台账，还指导建立了风险分级管控机
制，这样的‘执法+服务’正是企业需要
的。”冠县冠星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科
长李振国感慨道。活动中，服务队还向企
业发放了政企连心卡，卡片印有各业务科
室服务电话和网上办事二维码，确保企业
需求“随呼随应”。

冠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赵
振东表示，将持续推进“执法+服务”理念
的制度化建设，通过建立“企业点单、支
部派单、党员接单、群众评单”的服务机
制，推动规范执法与精准服务深度融合，
为优化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
屏障。

执法清单变帮办清单
——冠县党员服务队让安全监管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 李兆宪 通讯员 刘朋利） 7月3日，东昌府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举办以“练兵提质强作风，服务尊崇显担当”为主题的业务
骨干能力大比武，来自拥军优抚、就业创业等业务股室和直属事业单
位的业务骨干齐聚赛场，通过实战化比拼锤炼本领。

此次大比武是该局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推进
“能力作风提升年”活动的重要实践，旨在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
通、作风优良的骨干队伍，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在“政策通”环节中，选手们围绕就业创业、优待抚恤等核心业务，
融入服务优化与社会监督的创新思路，深入剖析政策要点、执行难点；
在“实战家”环节，选手们聚焦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突发信访事件处置
等高频难题，充分展现政策运用、应急处突和群众工作能力。最终，评
委多维度综合评分，评选出“业务标兵”“服务能手”等荣誉奖项。

东昌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大比武不仅是业
务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激发队伍内生动力的“催化剂”。该局将以此
次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推动竞赛成果转化，用实干践行服务承诺，以更
优作风、更强本领为退役军人提供暖心服务。

东昌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开展岗位技能大比武

本报讯（记者 钟伟 通讯员 田一珂 商贺）“这种把课堂搬到田间
地头的形式，内容看得见、摸得着，党员们学得快、记得牢，参与积极性也
更高了。”7月2日，在阳谷县阎楼镇汤庄村党员示范田里，县农业农村局
专家魏燕、周脉昆和本地种植能手汤占顺结合农时，现场讲解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和病虫草害防控措施，并分享产业发展思路。

这场“田埂课堂”是阳谷县创新党员教育形式的一次生动探索。该
县将党课从传统课堂延伸至田间地头、生产车间、文化广场，依托“流动
课堂”“院落讲堂”等教学点，让党员在熟悉的场景中更直观地学习理论、
提升技能、掌握技术，并将所学转化为服务乡村发展的实际行动。

“七一”前后，阳谷县精心组织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讲党课、听党
课、学榜样”系列活动。全县各级党组织书记纷纷走上讲台，结合本地
实际，带头讲授专题党课，依托“新农村业校”的“需求采集、课程定位、
送课上门、效果反馈”全链条服务体系，将党课课堂延伸至基层一线，
在全县掀起学习孔繁森精神、对标身边榜样的热潮。

此次活动以“新农村业校”为支撑，实现了县、镇、村三级联动，线
上直播与线下讲授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服务并重，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坚定理想信念，汲取奋进力量，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实践。活动期间，全县共举办各类党课展演及系列活动100余
场，覆盖党员1.6万人次。

阳谷县

拓宽党员教育新路径

7 月 2 日，国能聊城
公司检修人员在检查 1
号机密封油站。迎峰度
夏期间，该公司成立6个
机组特护工作组，党员带
头每日 3 次巡查现场设
备，挖隐患、除缺陷，全力
保障机组高效运行，力求
稳发电、多发电，全力打
赢迎峰度夏攻坚战。

■ 本报记者 朱海波
本报通讯员 陈清辉

■ 本报记者 张目伦

“听了老师的讲解，我才知道，原来我
们每天走过的街道藏着这么多精彩故
事。”由聊城市民政局指导、聊城市行政区
划与地名文化学会主办的“地名文化进校
园”活动7月3日在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
假区于集镇中心小学启动。活动现场，孩
子们接受了一场历史文化的洗礼。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活动中，聊城
市行政区划与地名文化学会会长姬广军
以《地名里的聊城密码》为题，用幽默风
趣、深入浅出的语言，从“临清钞关”到“孔
繁森精神”，围绕聊城众多历史文化遗迹，

以地名文化为切入口，解读地名背后的家
国情怀，让学生们以新的视角了解聊城、
了解家乡。他说，地名不仅是地理坐标的
标识，更是历史长河中的故事讲述者，是
文化传承的鲜活载体。推广和传承地名
文化，对于增强文化自信、身份认同感以
及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活动中，来自聊城大学、聊城技师学
院的专家教授邢柱东、李晓红等通过“民
族英雄马本斋”的事迹、“仁义胡同”的故
事等，剖析历史文化带来的影响，让普通
的地名瞬间生动起来。专家们精彩的讲
述，让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学生积极回
答提问，和专家进行了互动交流，并对地
名文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聊城的许多地名都承载着沉甸甸的
历史，这些地名一方面使我们铭记历史，
一方面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我们
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邢柱东说，地名文
化的传承需要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希望
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能够成为地名文
化的传播者和守护者，将这份珍贵的文化
遗产传承下去，让地名文化在新的时代焕
发新的光彩。

于集镇中心小学老师路肖莉说：“专
家们准备得非常充分，基于孩子们的认知
水平，讲授了丰富的内容，为孩子们补充
了课外知识。”“马本斋的英勇与傅以渐的
智慧，让我重新认识了家乡的文化厚度。”
该校三年级学生孙依涵在分享环节感慨

道。
活动最后，杨连柱等5位书画家围绕

地名文化进行了现场创作，20多幅作品让
校园飘满了墨香。“聊城地名是聊城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将历史文化与地理空间融
为一体，延绵不绝传续下来，成为我们学
习聊城历史文化的‘立体书’。希望通过
地名文化进校园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聊
城的地名、了解聊城的历史，感受聊城的
文化，热爱我们的祖国。”

活动中，聊城市行政区划与地名文化
学会联动高校、书画界力量，构建“学术+
艺术+教育”协同机制，针对小学生认知特
点，采用“故事化讲解+游戏化互动”模式，
将地名文化传播开来。

丈量家乡的文化厚度
——聊城“地名文化进校园”活动启动现场见闻

7月2日，齐鲁漆业职工查看智能生产线情况。近年来，齐鲁漆业
升级制罐生产线，融合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高效精准制罐，有
效提升了产能，降低了成本。 ■ 本报记者 苑莘 本报通讯员 任家川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盛殿华） 7月3日，山东师范大学
“英烈精神寻根团”的师生走进高唐县三十里铺镇锦鲤小镇，在乡村振
兴一线体验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在锦鲤小镇养殖基地，师生们近距离观察了高品质锦鲤的现代化
养殖模式，了解了当地通过科学育种、生态养殖和品牌化运营，将锦鲤
产业打造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金色名片”。据介绍，该镇锦鲤年产值
已突破千万元，形成了集养殖、观光、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生动诠释
了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在麦秆画制作工坊，师生们见证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传统技艺，
经过蒸煮、漂白、剪贴等十二道工序，普通麦秆变身“松鹤延年”“富贵
牡丹”等精美画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演示的“断秆续接”“烫色
渐变”等绝活，让师生们直观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据悉，高唐县将持续拓展红色思政课堂外延，计划年内推出“非遗
工坊研学”“乡村振兴案例库”等特色项目，推动价值观教育从理论宣
讲向实践浸润转化，为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注入持久活力。

高唐县

打造“行走的思政课”

经阳谷县人民政府批准，阳谷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3（幅）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见附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5年7
月8日至2025年8月4日到聊城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http：//ggzyjy.liaocheng.gov.cn）获取挂牌
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5年7月8日至2025年8

月4日到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东昌府区
昌润路153号市政务中心三楼CA办理窗口）办
理CA数字证书。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2025年8月4日16时30分。经审核，申请人
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在 2025 年 8 月 4 日 17 时 00 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六、网上交易时间自2025年7月28日9时
开始，截止时间：2025X-04号地块，2025年8月
6 日 9 时 5 分；2025X-05 号地块，2025 年 8 月 6
日9时10分；2025X-06号地块，2025年8月6日
9时15分。网上交易期间竞买人可以在聊城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http：//ggzyjy.liaocheng.
gov.cn）进行竞价。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竞买要求请

登录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lia-
ocheng.gov.cn）查看。

2.本次挂牌出让土地不接受电话、邮寄及
口头竞买。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和竞
买须知（http://ggzyjy.liaocheng.gov.cn）“电子交
易系统—新”。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阳谷县城区黄山南路

谷山北路181号
联 系 人：罗先生、杨女士

杨先生
联系电话：0635-6212153

0635-6016889
阳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阳谷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阳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阳自然资规告字〔2025〕5号 2025-07-08

宗地编号：2025X-04

出让年限：50年

土地用途明细：工业用地

场地平整：达到建设要求，具备开工条件基础设施：通路、通讯、供电、供水、排水

备注：该宗地按“标准地”方式出让，网上交易后，具体要求详见出让文件、竞买须知。

宗地编号：2025X-05

出让年限：50年

土地用途明细：工业用地

场地平整：达到建设要求，具备开工条件基础设施：通路、通讯、供电、供水、排水

备注：该宗地按“标准地”方式出让，网上交易后，具体要求详见出让文件、竞买须知。

宗地编号：2025X-06

出让年限：50年

土地用途明细：工业用地

场地平整：达到建设要求，具备开工条件基础设施：通路、通讯、供电、供水、排水

备注：该宗地按“标准地”方式出让，网上交易后，具体要求详见出让文件、竞买须知。

宗地总面积：1644平方米

容积率：1.0＜容积率≤2.0

起始价：45万元

宗地总面积：1258平方米

容积率：≥1.0

起始价：34万元

宗地总面积：528平方米

容积率：≥1.0

起始价：14.3万元

宗地坐落：侨润街道办事处南北二路东侧、银河路北侧

不动产单元号：371521003017GB00443W00000000

建筑密度（%）：≥40

加价幅度：2万元

宗地坐落：石佛镇金桥路西、创业路北

不动产单元号：371521105037GB00011W00000000

建筑密度（%）：≥40

加价幅度：2万元

宗地坐落：石佛镇金桥路西、创业路北

不动产单元号：371521105037GB00012W00000000

建筑密度（%）：≥40

加价幅度：2万元

绿地率（%）：≤15

保证金：45万元

评估备案号：3726925BA0005

绿地率（%）：≤15

保证金：34万元

评估备案号：3726925BA0006

绿地率（%）：≤15

保证金：14.3万元

评估备案号：3726925BA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