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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刘儒静 赵欣

“上次的节目真不孬，我们看得可高
兴了”，兖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民情
书记”一队刚到新兖镇楚洼村，就有村民
围上来说。据了解，“民情书记”前期走访
时，有些村民提出村里的文体活动太少
了。“在7月份‘民意5来听’走访日，我们
根据前期群众诉求，协调区梆子剧团到村
内演出，同时与村民拉呱说事了解民情，
听取民意，这样‘民意5来听’的活动氛围
也更足了”，兖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负责人介绍道。

“民意5来听”行动开展以来，兖州区
按照市委安排部署，选派了 1297 名机关
干部组成287个“民情书记”团队，紧密围
绕“转作风、察民情、听民意、解民忧、汇民
智”，按照“六访六必报”“四知四清楚”的
工作要求，坚持到联系村、小区开展大走
访，变被动接访为主动下访，零距离倾听
群众诉求，面对面解决群众难题。截至7
月底，已走访群众1.6万户，收集民意诉求
1634条。

规范工作流程，实现按需服务

为提高群众的参与度和知晓率，兖州区
进一步规范开展“民意5来听”行动流程。
活动前，在村、社区公示活动时间、形式、参
与人员，标明“民情书记”团队的单位、职务
和联系方式；活动中，发放联系卡、明白纸，
逐户建立民意诉求档案；活动形式除入户倾
听外，还有居民恳谈会、说事拉呱、主动家
访、定期回访；用好新媒体，开发新方式，采
取添加微信好友、面对面建群等网上交流形
式，更快汇集民声民意，更好倾听群众诉求。

群众所需就是努力的方向。区委编办
前期走访时，部分居民反映绿化管理不到
位，“民情书记”一队、三队及党员志愿者自
行购置镰刀、镢头等工具，主动到联系的达
巷社区旧关东区清理小区中心绿化带内杂
草。天气炎热并未阻挡挥汗除草的脚步，反
而热情高涨。经过两个小时的辛勤劳动，让
社区环境变得更加美好，“民情书记”心有所
慰，他们用“辛苦指数”换来了社区居民的

“幸福指数”。

自活动开展以来，兖州区通过“沉到一
线倾听群众心声，解决基层难点痛点堵点”
这种形式，第一时间广泛收集群众意见，深
入了解群众诉求，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自己的
事有人问、有人管，进而增进党群干群关
系。区委党史研究中心“民情书记”二队将
山拖小区老年群众反映的“小区内缺少室外
休闲座椅”的问题上传到“12345”服务热线
平台后，及时批转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在一
周内该问题就得到了妥善解决，目前小区内
已安装了4个漂亮实用的长座椅，得到了小
区群众的“点赞”。

创新工作模式，实现精准服务

兖州区各“民情书记”团队将开展“民意
5来听”行动融入到做好自身业务工作、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经济发展等当前基层
重点工作中，不断推动工作落地落实。区交
通运输局在颜店镇后郗村走访时，群众反映

“该村位于济阳线两侧却未通公交车导致群
众出行不便”。得知这一情况后，交运局多
方协调将4路公交车终点站向北推进了3

公里，同时对公交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改造，
在村委会北侧建设了一处候车亭，待兖颜路
通车后同步启用，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

在推进“民意5来听”行动过程中，兖州
区坚持“一把手”带头，各区直部门单位主要
负责人切实发挥“第一责任人”作用，通过常
态化入户走访、拉呱说事等方式转作风、察
民情、听民意、解民忧、汇民智，走入群众家
中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同时，拓宽民意
诉求渠道，将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作为推进
有关工作的“晴雨表”和“坐标系”，通过全面
分析研判找准工作在一线落实中的难点堵
点。一方面，“民情书记”团队充分发挥所在
部门优势和自身特长，使一些困扰社区和群
众棘手的基层治理难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另一方面，区直部门单位通过在村、
社区开展服务，进一步加深对基层的认识和
了解，想问题、办事情更接地气，在“察民情、
听民意、解民忧”的过程中逐步实现“转作
风”“汇民智”，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引领社会
治理水平。

兖州：“民情书记”下基层 倾听诉求心相应

■本报记者鲍童本报通讯员邹灵

“你们来的真是太及时了，这个‘点
单’模式也很方便，有什么需求直接‘下
单’就能服务到点。”家住任城区古槐街
道玉米仓小区的陈阿姨如是评价到。自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全市广泛推广以
来，关帝庙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便不
断接到来自社区居民、志愿服务的订单，
居民“点单”，志愿服务就“外卖”服务到
点，在高效满足居民需求的同时，也不断
创新服务形式，让社区舒适度和满意度
不断上升。

关帝庙社区居民楼外和背街小巷的
绿化带有三百多米长。由于一些行人往
绿化带内乱扔垃圾，导致绿化带内杂物
和垃圾越来越多，加之绿化带四周安装
有护栏，环卫工人无法进入，慢慢的这里
就成了被人遗忘的垃圾死角。“古槐路中
段小区南侧临街居民楼外的绿化带里有

不少杂物和垃圾，十分影响市容环境。”
有居民“点单”反映了问题，立马志愿服
务团队就跟进着手开始解决问题。

为彻底清除这些积存垃圾，净化城
市环境，济宁市“关爱”志愿者协会的志
愿者们对此处垃圾进行清理。大家先用
铁锹等工具将绿化带内的垃圾清除到路
边，再集中清理到垃圾车上，最后再用夹
子捡拾起细碎垃圾。热火朝天的工作场
景也感染了过路行人，志愿者们借此还
提醒行人不要向绿化带内乱扔垃圾，争
做美化市容环境的支持者和参与者。经
过志愿者两个多小时的努力，绿化带内
的垃圾和杂物被彻底清理干净。

在文明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关帝
庙社区整合各类人才队伍，联合志愿服
务组织，开展志愿“点单式”服务，让新时
代文明实践服务与群众需求实现“点对
点”高效对接，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

居民“点单”便民项目
志愿服务“外卖”到家

■本报通讯员 陈曙光 张艳

“武家村，曲阜南，文昌祖，数百年，前朱山，后玄武，左青
龙，右白虎，居宝地，好家园，重仁义，讲孝贤，村绿化，赛桃园
……”8月3日上午，在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里，74岁的岳丙田老人像平日一样，打起了这首广为流传的
快板，围坐在一旁的老人们轻喝着、欢笑着，幸福写在每个人脸
上。清脆有力的快板声，将武家村的悠久历史、文明乡风、美丽
村貌娓娓道来。

在武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老人们集吃住休闲于一体
的日间照料中心，有孩子们嬉戏玩耍的操场，有洗涤心灵的乡
村记忆馆和家风展示馆，有为村民提供各类课程的文化讲堂，
展示评先树优结果的四德榜……凡是村民需要的文化内容，都
能在这里找到归宿。“俺们村环境美生活好，要啥有啥，比城里
都强！”这是武家村老少乡亲们的共识。

然而在十年前，武家村还是“穷山沟”的代名词，通过环境
整治、基础设施建设、传统文化弘扬等方面的全面整治后，曾经
的小山村成了“全国美丽乡村”“生态文化旅游示范村”“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村”，成为曲阜新农村发展的亮眼名
片。今年5月，武家村入选首批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
典型案例。

“我十年前嫁过来的时候，俺娘家人还有点反对，一回老家
邻居亲戚也都说怎么嫁到武家村了，我也没想到才没几年就彻
底‘翻了身’。这几年整个村开始大变样了！”38岁的“外来媳
妇”孔丽说起自己的经历，脸上写满了自豪，“你看，这是我们的
文化广场，这里还有篮球场，俺家孩子在街道中心小学上学，同
学经常来俺们村玩，很是羡慕。”

从小山村到国家级美丽乡村的华丽蜕变，靠的不仅是村容
村貌的全面整治，更多的是乡村“善治”的顶层设计。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恰恰为“善治”打开了一扇窗，为村民们送来源源不
断的幸福感、获得感。

随着村容村貌的持续改善，武家村开始着力提升村民的
“幸福指数”，然而由于缺乏专业化的阵地和系统化的活动设
置，村“两委”的很多愿景难以实现。直到2018年4月，曲阜市
成为山东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之一，武家村成为首批试
点村，实践阵地纷纷建立起来，实践活动迅速开展起来。整合
村闲置房屋打造乡村记忆馆，围绕独居老人饮食起居问题建立

“日间照料中心”，一系列的百姓儒学工程、知识讲堂、评先树优
活动让实践站一时间热闹起来，不知不觉中，和谐有序、向上向
善的乡风民风愈加浓厚。

村民的所需所求，就是村“两委”的所谋所为，也是实践站
服务延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孤寡老人无人照料修建了
日间照料中心，针对幼儿就学不便新建了幼儿园，（下转2版）

曲阜市

文明实践提升村民幸福指数

本报济宁讯（记者 王粲 通讯员 刘师师）又是一年升学
季，为帮助我市孤儿顺利完成学业，促进身心全面健康成长，今
年我市将继续开展“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和“孤儿医疗康
复明天计划”项目，符合条件的孤儿都可申请资助。

据介绍，“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资助范围为，我市年满
18周岁后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高等
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中专、大专、本科
孤儿和硕士研究生孤儿，按月或季度发放每人每学年1万元助
学金至孤儿本人银行卡。儿童福利机构抚养孤儿的助学申请
由儿童福利机构所属民政部门受理；社会散居孤儿由孤儿向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时报
县级民政部门确认孤儿身份，对学籍等进行核实，确认为受助
对象的，纳入“助学工程”发放助学金。

“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资助范围为，具有济宁市户籍的
0至18周岁和年满18周岁后仍在校就读的孤儿，其医疗康复费
用的自付部分。福利机构孤儿由所在儿童福利机构提出申请，
填写《“明天计划”资助表》，逐级报市级“明天计划”办公室审
核、结账；社会散居孤儿经本人或其监护人提出申请、所在地县
级民政部门初审通过后，填写《“明天计划”医疗资助申请书》，
治疗完毕、符合资助条件的由县级民政部门填写《“明天计划”
资助表》，报市级“明天计划”办公室审核、结账。

助力孤儿插上圆梦翅膀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杨玉栋）为加强社区物业工作人员的
防汛抗灾意识，提高应对极端天气风险管控应急处置能力，保
障业主生命及财产安全，近日，山东九巨龙物业东区在泗水龙
城御园开展了2020年度防汛应急综合演练，组织各项目所有
员工参加此次实战演练，提升全员防汛意识，增强应急抢险避
险能力。

在演练的准备阶段，各项目组织相关人员明确分工，对紧
急情况的处理有了一定的认识，明确应急成员在应急岗位的职
责及联系方式，对应急防汛物资、应急设备清单做到人人心中
有数。

此次防汛演练模拟小区车库入口雨水灌入，信息员第一时
间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险情发生位置及具体情况，在演练总指
挥的统一调遣下，物业部各班组及时反应，按照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迅速赶赴现场。短短10分钟，安保人员用挡水沙袋封堵住
了车库入口，同时工程维修人员也组织人员做好了抽水排水准
备。保洁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对积水进行清理。整个演练过程
指挥有序、保障有力、措施得当、处置有效，达到了演练的目的，
为物业在汛期做好防汛排险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
防汛突发事件积累了实战经验。

此次演练得到业主高度赞赏，认为这样的实战演练，让大
家学到了防汛知识，增强了安全意识，提升了汛情期间的应急
处置能力。同时，看到物业在此次演练中应对紧急突发事件表
现出来的快速、有序、高效的能力，也进一步提升了居民们的安
全感。

泗水进行社区汛期应急演练

■本报记者 孙逊
本报通讯员 贺宗亮 郑慧康

“全市重点项目现场观摩总结暨冲刺三
季度动员会议，吹响了‘冲刺三季度、决战下
半年’的冲锋号。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会议
精神，聚焦当前重点工作，集中优势兵力打
攻坚战、歼灭战，力争三季度好于二季度、下
半年快于上半年，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8月6日，泗水县委书记谢成海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谢成海介绍，今年以来，面对疫情不利
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泗水县按照“重点工
作攻坚年”要求，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围绕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和构建

“1+2345”工作体系，打紧节奏、调整战术，
改变打法、精准施策，加快恢复经济社会秩
序，主要指标基本实现二季度逆势上扬。“双
招双引”项目建设成效明显，新签订亿元以

上项目合同14个，其中500强项目3个；省
“十强”产业到位内资17.73亿元，完成全年
任务的80.6%；实施5000万元以上在建项
目77个，15个省市库项目完成投资9.8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69.9%；亲亲食品入选
省“双招双引”重点项目，在全省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分会场举行开工仪式，并作为4
个外资项目之一作了发言。食品饮料产业
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上半年实现工业产值
20.81亿元、同比增长15.6 %，盼盼食品、无
穷食品、陈村食品正在加紧建设。乡村振兴
战略稳步实施，龙湾湖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
级示范区17个重点项目加快推进，等闲谷
艺术小镇被评为市级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在
本次观摩中入选全市十佳观摩项目。

盛夏的泗水，一幕幕热火朝天的项目建
设场景充满生机，一串串振奋人心的数字令
人激动。谢成海说，“我县上半年的实践充
分印证了那句老话，‘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
总比困难多’。只要我们倍加坚定加快发
展、争先进位的信心决心，让信心决心转化
为团结实干的强大力量、开拓创新的思路办
法、克难攻坚的有效举措，持续掀起“冲刺三

季度、决战下半年”的强劲攻势，就一定能够
战胜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圆满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

项目建设是扩投资、促发展的“牛鼻
子”。谢成海表示，泗水县将继续把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主抓手，
用好集中推介、以商招商、市场化招商等方
式，更加积极主动走出去，持续攻坚“十强”
产业和500强项目，努力扩大招商引资成
果。聚焦开工率、竣工率、投产率，对16个
新签约项目、20个集中攻坚产业项目、13个
集中开工项目、15个省市新旧动能转换项
目和101个政府投资项目，实行挂图作战、
集中调度，积极破解土地、资金等瓶颈制约，
努力形成“在谈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
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更大力度优化营商
环境，在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上
下更大功夫，着力擦亮“一次办好·泗事如
意”金招牌，全方位提升为企为民服务水平。

产业发展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核心和基
础。谢成海说，泗水县将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加快建设制造强市部署要求，进
一步细化产业发展目标，明确主攻方向，打

造强企方阵，优化产业生态，更大力度推进
产业集群发展。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赢得未来发展优势，泗水
县将培育新经济作为打好新旧动能转换攻
坚战、推动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新
模式，发展壮大工业新经济，创新培育新型
消费业态，着力打造泗水新经济“隆起带”，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活力、新
支撑。

谢成海说，压力挑战面前，考验的是担
当精神，检验的是作风干劲。全县上下将按
照“说了算、定了干、按期完”要求，在担当作
为、狠抓落实上下细功夫、苦功夫、实功夫，
进一步提振“苦干不苦熬”的精气神，奏响

“奋力争上游”的最强音。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对照全年目标，逐天、逐
旬、逐月算好时间账，铆足干劲、奋力攻坚，
以分秒必争的“硬核”行动，努力冲出经济增
长、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深化改革、外资外
贸、优化营商环境和民生保障的“加速度”，
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
阶。

再鼓干劲抓落实 决战决胜保全年
——访泗水县委书记谢成海

近日，济宁市物业管理服务协会组织志愿
者开展“依法文明养犬，共建和谐家园”宣传活
动。志愿者们向过往的居民发放文明养犬倡
议书，现场讲解养犬行为规范、养犬登记办理

流程等知识，倡导居民做文明自律的养犬人。图为都市豪庭小区志愿者文明劝导员正
在向小区居民宣传文明养犬知识。 ■记者 刘建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