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责任编辑 谷常浩 视觉编辑 吕向红 电子信箱 jnrbs@126.com

2018 年5月28日 星期一

“关注特殊儿童，情暖与爱同行”。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市各界纷纷举办各种活动
表达对儿童、特别是特殊儿童的关爱。图为任城区越河街道与一家人车友爱心服务中心联
合为特殊儿童送上节日礼物。 ■记者 刘传伏 摄

本报金乡讯（通讯员 程建国）近年来，
金乡县采取媒体宣传、社会宣传和阵地宣
传等全方位、立体式宣传新模式，使移风易
俗入脑入心，在全县上下营造了“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的浓厚舆论氛围。

强化媒体宣传。充分利用报纸、电视
台、网站等新闻媒体，整合资源，集中力量，
采取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进行
大密度的宣传报道，做到天天有文字、有视
频、有声音、有图片。各新闻媒体开设“移

风易俗”专题专栏，报道该县在移风易俗工
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同时对大操大办、
婚丧陋习等现象进行公开曝光，提高广大
干部群众对移风易俗的认同感、参与度。
加大新媒体宣传。“掌上金乡”“文明金乡”
等公众号每周及时发布活动信息，各镇街
微信公众号每周及时发布经验做法。今年
以来，共利用各类微信公众号发布各镇村
活动信息1000余条。

强化社会宣传。春节前，印发了《移风
易俗、倡树新风》宣传年历和《金乡县移风
易俗活动文明节俭办红白事的倡议书》各
18万份，发放至全县农村各家各户；利用村
广播，每天播放《倡议书》及宣传标语口
号。各镇街驻地共新增移风易俗宣传标语
口号200幅，新粉刷移风易俗永久性宣传标

语3000余条，镇村新增移风易俗公益广告
1000余条。

强化阵地宣传。进一步加大村级活动
场所建设，推进移风易俗顺利开展。各镇
街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宣传活动。金
乡街道组织巡逻队员、社区志愿者及文明
劝导队定期走上街头、入户发放移风易俗
倡议书等宣传材料共计20000余份；霄云
镇定期组织开展各类座谈、知识普及等活
动，让农民群众充分认识移风易俗的必要
性，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不搞铺张浪
费，着力培养农民群众文明科学的生活方
式。胡集镇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宣传“进家
庭、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活动，
营造了文明节俭光荣、大操大办可耻的浓
厚氛围。

金乡促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孙涛）今年以来，
泗水县积极完善村级“小微权力（公共服
务）”清单规范运行机制，创新思路，强化措
施，全面推动村级权力规范运行，以组织振
兴凝聚乡村振兴合力。

加速健全机制。相关镇街按照“民主决
策、过程公开、全程留痕”总体要求，加强组
织领导，明确任务目标，积极打造高效的“小
微权力（公共服务）”清单规范运行机制。同
时，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推进措施，科学规范
农村“三资”管理工作，健全基层财务审批机
制。

加强教育培训。相继组织召开“小微
权力”专题培训会，对照“小微权力（公共
服务）”清单逐条进行讲解学习，并要求各
村居支部书记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
责，利用每月5日、25日基层组织活动日，
组织村干部和党员学习，加快学习成果转
化。

加大宣传引导。积极拓宽宣传渠道，
及时总结工作中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通
过传统媒体、“互联网+”等方式及时广泛
宣传推介。结合村级廉政文化长廊、文化
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宣传方式，突出
宣传实效。

泗水严管
村级小微权力

本报邹城讯（通讯员 孙平 王守银 时帅旗）邹城市认真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采取多项措施，加大破
损山体地质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力度，不断促进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和生态发展的良性循环。

加大宣传教育，提高矿山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充分利用
“3.19”《矿法》颁布日、“4.22”世界地球日、“6.25”全国土地日
等纪念日活动，大力宣传国土资源基本国情、矿山生态地质
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不断强化矿山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资源
忧患意识和地质环境保护意识。

编制专项规划，明确地质环境治理任务目标。按照邹城
市矿山开发利用及地质环境现状，科学编制《关闭矿山恢复
治理工作规划（2018年—2025年）》，详细调查摸清全市破损
非煤矿山情况，明确治理任务目标、时限和要求，确保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工作有序推进。

严格监督管理，切实督促矿山企业履职尽责。组织专家
入矿检查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治理资金、土地复
垦费缴纳等情况，压实矿山企业主体责任，督促矿企落实地
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土地复垦义务，结合破坏现状，积极
开展破损山体恢复治理工程，确保按照时间节点，保质保量
完成治理任务。

积极主动作为，扎实推进破损山体恢复治理。成立破损
山体恢复治理工作专班，积极争取省、市专项资金，严格按照
规划设计要求，积极推进工程治理，完成大束镇云山、卧虎
山、白塔寺盘龙山和城前镇东山4个矿山复绿，恢复治理破损
山体600余亩，砌筑挡土墙1万余方，种植圆蜀桧、刺槐、黑松
等树木2万余株，播撒草种1600公斤。全力推进石墙镇犁耙
山、郭里镇侍玉山、峄山镇牙山等7个历史遗留破损山体和邹
城市鑫山石材、城前镇南沃采石厂、香城镇南羊皮采石六矿
等6个关停露天开采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邹城加大破损山体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力度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王红琳）5月 23
日,汶上县2018年农机跨区作业出征仪式
在汶上县郭仓镇举行。

据悉,汶上县今年将有 600 台农机和
4200多名农机手参与跨区作业，他们将赴河
南、安徽、江苏等地区开始作业，然后经过菏
泽、济宁、汶上。参加出征仪式的以汶上县
雷沃农机专业合作社的12台小麦联合收割
机为主,同时有3辆后勤保障服务车跟随车
队出征,跨越三个线提供维修、配件供应和
处理作业纠纷等服务。

为做好跨区作业服务工作，汶上县农机
局连续多年免费上门服务，组织工作人员为
出征的收割机进行维修、年检、办理入队登
记、填发跨区作业证等；同时，为农机手及时
提供各地农机作业信息，协调通信公司，建
立整个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局域网，及时发布
收割进度、价格、气象、当地政策、维修网点
等信息。

汶上600台小麦
收割机南下出征 本报济宁讯（记者 杨兆锋 通讯员 王亮 周亚飞）5月

25日，济宁市物联网发展促进会成立，这标志着我市物联网
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近年来，我国物联网发展迈入黄金时代，在加快经济发
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社会民生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我市已基本形成了涵盖芯片器件、设备、软
件、集成等在内的物联网产业生态链，一大批本土企业在物
联网技术领域的创新应用涌现，加速了我市物联网产业发
展进程。

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进一步推动物联网产业发展，由
济宁移动、济宁联通、济宁电信、动脉智能、金水科技、广安车
联等10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济宁市物联网发展促进会，为
我市物联网企业发展搭建了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交流促
进平台。据介绍，促进会成立后，将积极发挥好政府和企业
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本市乃至全省的物联网应用企业
力量，整合分布于物联网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企业和单位，促
进物联网产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应用推广，提升物联网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培育物联网产业生态，营造发展环
境，为我市物联网产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助推我市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

市物联网发展促进会成立

本报梁山讯（记者 张彦彦 通讯员 刘
继华）自黄河滩区迁建工程全面开工以来，
梁山县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采取有力措施，
做实迁建，盯准扶贫，成效明显。

团队军事化。成立黄河滩区迁建指挥
部并设立专项小组。制定严格管理制度，严
密工作程序，准确工期时限，分工到组，负责
到人，专项落实，同步推进，确保工程高速
度、高质量稳步前进。

工作人性化。首先做好群众动员工
作。反复上门细致讲透迁建政策，公开信
息，让群众知情且乐意参与进来。同时对施
工建设规范有序监督和指导，实行现场质量
检查。

规划现代化。科学编制实施方案，按照

生态美、生活美、生产美的蓝图，高标准规划
迁建社区，配套建设小学、幼儿园、医护室、
社区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
公寓、农机存放处等基础设施。在严格落实

“六统一”标准的同时，结构、样式、环境等确
保达到“宜居”和“宜业”布局。

产业科学化。该县因而地制宜统筹规
划脱贫经济建设，积极探索实施搬迁社区、
黄河滩区现代农业园区、家居产业园区“三
区同建”。 家居产业园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后
可提供上千就业岗位，将有效解决黄河滩区
居民回迁后就业问题。目前已有7家企业入
驻，已建成投产企业3家。进一步规划黄河
滩区宅基地复垦及耕地流转问题，引进华大
基因、隆平高科、菱花科技等大型公司进行

农业开发，规划建设华大黄金谷农业产业示
范区、华大集团生态康养社区、隆平高科优
质粮食生产基地、黄河文化旅游观光区等，
为回迁群众“住不愁，吃不愁”的长期利益夯
实基础。

生活文明化。发掘黄河滩区文化底
蕴。结合水泊梁山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大
力宣传教育，提高群众整体文化素质。规划
特色乡村旅游项目，打造独具特色的梁山文
化品牌。目前，小路口镇已启动“鲤鱼小镇”
规划建设，今年将举办捕鱼节等活动。

黄河流经梁山县黑虎庙、赵堌堆、小路
口三个乡镇。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决口，
给两岸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梁山现在的
滩区居民大多明清时期定居在这里，村里街

巷狭窄，院小简陋，居民生活出行十分不
便。作为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程的一部分，
梁山县黄河滩区迁建工程具有基础性、公益
性、战略性及全局性的意义。

据了解，梁山县黄河滩区迁建工程被列
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共涉及2
个乡镇22个村、6945户、20415人，总投资
29.1亿元。规划建设居民楼415栋，建筑面
积131万平方米。今年3月15日，梁山县黄
河滩区迁建工程全面开工。截至5月25日，
试点社区已完成主体，整体迁建工程赵堌堆
社区108栋楼完成桩基施工、60栋楼完成土
方开挖，小路口社区18栋楼开始基础施工。
两年内，滩区迁建任务会全部建成，滩区群众
将迁入新居，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让滩区群众“搬得出、居得稳，可发展、能致富”

梁山：全力推进黄河滩区迁建和脱贫工作

■本报通讯员 赵磊 刘颖

“拓宽了3000米的路，疏通了6000米
的沟渠。”日前，在鱼台县召开的第一书记工
作现场观摩会上，县农业综合开发办驻王鲁
镇闫村第一书记刘强说：“践行稻改精神，争
做干事创业排头兵，我们基层干部要勇于冲
在一线，干在实处。”

当天的现场观摩会上，来自鱼台县的60
名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实地调研、深入交流，
全方位展示驻村工作成果，达成了扎根基
层、服务农村、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做干事创
业排头兵的共识。目前60位第一书记围绕
抓党建促脱贫，协调各类帮扶资金1570万
元，实施帮扶项目96个，引进集体增收项目
8个，走访慰问困难群众、留守儿童1980人
次，发放慰问金9.5万元。

为凝聚全县上下谋发展、干事创业的强大
力量，持续掀起建设“四宜”新鱼台热潮，在深
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基础上，鱼台县以“居
弱图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拼搏奉献”的稻
改精神为主题，围绕工业立县、品牌兴农、城
建提标、文化复兴、党的建设、民生保障等方
面，组织开展“践行稻改精神，争做干事创业
排头兵”活动，真正使稻改精神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在鱼台大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70岁的鱼台县李阁镇房庄村退休村
党支部书记李忠厚，虽然已卸任多年，却一
直发挥着一名老党员的余热。上世纪六十
年代，鱼台县开始实行稻改，他还不到二十
岁。现在，他把当年挖河修渠建排灌站的
亲身经历，变成了一堂堂精彩的宣讲课。
年高体弱的他毅然加入义务宣讲团，将稻
改精神带进机关、学校课堂、企业车间，让

更多的干部群众，重温本土那段激情澎湃
的干事历程，体味那段峥嵘岁月的精神力
量，不断汇聚新时代干事创业的正能量。

像李忠厚这样的义务宣讲员，在鱼台县
还有很多，这其中除了有老支书、老党员外，
还有农技专家、致富能人、先进个人等。该县
不断扩充宣讲队伍，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党的
好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

在青岛打拼多年的李小刚，放弃了一年
60多万的收入，于2011年回到家乡王庙镇
古李村。他筹资100多万元，流转土地20多
亩，建起了厂房，并成立了大学生创业联盟，
致力于打造“绿色农业王国”，专业生产、网
上销售杂粮、鱼台大米等特色农产品。如
今，他的特色农产品已畅销全国近30多个
省市，年销售收入达1000多万元，带动周边
800多名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敢为人先，

在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是争做干事创业
排头兵的内在要求。”李小刚说。

在“践行稻改精神，争做干事创业排头
兵”活动中，鱼台县涌现出一批来自各行各业
的先进典型。其中，有为老年人免费理发的青
年志愿者，被称为“爱心保姆”的姜艳侠；有特
殊病患者的守护神“赤脚医生”郝艳超……

创建省级文明县、省级卫生县城、省级
食品安全县、省级森林城市“四城同创”，开
展“不忘初心，做忠诚担当党办人”“践行稻
改精神，彰显代表风采”“做守纪律讲规矩的
纪检监察干部”……一系列活动的开展，让
党的十九大精神在鱼台大地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该县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说：“作为新
时代鱼台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担
当、艰苦奋斗，为宜业宜居宜游新鱼台建设
贡献力量。”

汇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
——鱼台县开展“践行稻改精神,争做干事创业排头兵”活动纪实

本报济宁讯（记者 孙逊）记者从近日召开的2018年全
民科学素质工作推进会议上获悉，“十三五”以来，我市全面
贯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坚持“政府推动、
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的工作方针，继承创新、拓
展提升，开放协同、普惠共享，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实现新
进展。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十三五”以来，我
市进一步加强领导，完善组织机构，推动任务落实，全市上下
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部门分工合作、社会广泛参与的全民
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新格局。

群众性社会性科普活动广泛开展。围绕“节约能源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促进创新创造”的主题，各
级各部门统一部署，联合协作，组织开展了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科技活动周”“科普日”“防灾减灾日”“食品安全周”和

“安全生产宣传月”等主题科普宣传教育活动，活动超过300
场次，参与群众120多万人次，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科普氛
围。

重点人群科学素质工程深入推进。青少年科学素质工
程成效显著，农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城镇劳动者职业技能
和创新创造能力得到加强，社区居民科学素质显著提升，领
导干部和公务人员科学素质显著提高。

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基础不断夯实。县级科技馆建设取
得突破，社会科普资源更加丰富多样，科普信息化建设作用
进一步凸显，青少年科学教育与培训基础进一步巩固，科普
工作队伍建设得到较快发展。

我市扎实推动
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苏凤兰）“二婶，这是刚给您办理
的慢性病卡，您放到‘精准扶贫一袋清’口袋里，别弄丢
了。”“哟，是建龙呀，太感谢你了，还给我送到家来，多亏了
咱们村扶贫理事会，办事真周到，我自己都没想起办卡这
件事。”汶上县南站镇石村贫困户王小菊抚摸着手里绿色的
小本本，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为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在脱贫工作一线中的积极
性、主动性，实施好“扶贫暖心工程”，打赢全镇脱贫攻坚
战，南站镇将抓党建与促脱贫有机结合起来，在各村推选成
立了扶贫理事会，成员经村民代表大会推选或由村两委会、
驻村干部共同商讨推荐产生。理事会每名成员主动结对帮
扶2至5户贫困户，充分发挥熟悉群众情况、协调经验丰
富、与群众感情较深的优势, 宣传贯彻精准扶贫政策，向
村两委提出合理化的扶贫意见和建议，全程参与贫困户认
定、退出等业务，有效监督扶贫政策的落实和执行。截至目
前，该镇35个村庄全部推选成立了扶贫理事会，选出理事
会成员245人。

汶上县南站镇

村里有了“扶贫理事会”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