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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孙清亮 陈硕）近
年来，兖州区小孟镇立足农业大镇实际和资
源禀赋，大力培育壮大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初步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骨干、以农民专
业合作社为纽带、以家庭农场和专业种养大
户为基础，多种生产经营主体共存的新型农
业经营格局，有力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和优
势特色农业发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
了坚实产业基础。截至目前，小孟镇共登记
注册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118家，家庭农
场46家，培育创建国家级示范社1家，省级
示范社3家，市级示范社3家，市级家庭农场
2家，入社成员达到2000余户，辐射带动农

户4000余户。
小孟镇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村级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火车头”作用，在全
镇42个村均成立了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
通过流转土地，发展规模种植和特色农业
产业，走出了一条稳定的逐年壮大的村集
体经济之路。

进入6月份，李堂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的水果玉米种植基地和优质果蔬种植基地内
忙得热火朝天，前来采购的客商络绎不绝，一
筐筐水果玉米和优质蔬菜码放得整整齐齐，
李堂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理事长苏茂法正
忙着带人过秤装车。李堂村由村党支部领办

的合作社，流转土地300余亩，主要用于种植
优质高筋小麦、水果玉米和优质果蔬，每年可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20余万元。

小孟镇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新型经营主体，积极组建产业合作社联盟，
大力发展小麦良种繁育、食用菌、优质果蔬种
植等特色产业，引导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务
等方式分享红利，增加群众收入，以产业振兴
支撑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以来，小孟镇以山
东省示范合作社菲阳食用菌种植合作社为依
托，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成立了“食用菌种
植产业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联盟”，吸纳8个村
发展食用菌种植，带动就业群众100余人，实

现了由单打独斗向质量提升、资源整合、抱团
发展的转变，进而实现集群发展，促进集体和
农民双增收。

小孟镇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通过流转土地、土地托管等方式，发展规
模经营，实现了农业发展提质节本增效。刚
刚过去的麦收时节，对国家级示范社良友合
作社理事长刘保柱来说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合作社流转种植的4000多亩小麦喜获丰收、
颗粒归仓。合作社目前有50多台大中型农
机，实现了“机耕、机种、机收、机干“的粮食生
产加工环节全覆盖，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农业
机械化、规模化和专业化耕种的发展。

小孟镇 激发新型经营主体活力

■本报通讯员 孟洁

一条条街道干净整洁，一排排树木枝繁
叶茂，一缕缕清新空气扑面而来……走在兖
州区酒仙桥街道的村道上，一辆辆载满土石
的大卡车来来往往，沿路四处可见挖掘机作
业和村居干部带领村民清扫道路的身影，道
路建设、沿线整治、垃圾清运等一系列环境整
治活动，正在辖区如火如荼地开展。

三级联动 掀起“新热潮”

酒仙桥街道成立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
挥部，统筹兼顾，上下联动，推进落实人居环
境整治各项工作。实施党员网格化管理，将
4大网格化治理区延伸细化为66个基础网
格，建立“网化区-村党支部（社区党委）-网

格”三级网络体系。每个网格根据各自实际，
又延伸细化路长、街巷长、楼长等“六长”，各
司其职、分工负责，推进管理更加精细化、高
效化。通过组织发动、党员带动、党群互动，
充分发挥支部堡垒作用、党员先锋作用、群众
主体作用，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热潮。

拆整融合 形成“新景象”

酒仙桥街道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
坚持拆整融合并举，对各村的残垣断壁、废弃
柴房、废弃畜禽圈舍、乱搭乱建等棚舍建筑进
行拆除和清理，确保应拆尽拆。对拆危、拆旧
腾挪出来的土地，按照宜绿植绿、宜耕还耕的
原则，集约高效利用。各村以道路沿线、沟渠
河道、村庄内外为重点，填埋低洼地块、平整
土地、清垃圾、清河沟、清畜禽粪污、清杂物，

全力打造卫生干净整洁的农村人居新环境。
坚持“边整治边提升，边清洁边绿化”，在各村
主次干道两侧、村部、休闲文化广场、沟渠堰
塘周边等重点地段植树绿化，打造“花园式”
新农村。

疏堵结合 发挥“新作用”

酒仙桥街道拟定了人居环境整治宣传标
语、《全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倡议书》，通过发
放倡议书、悬挂横幅、微信公众号宣传等方
式，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形成“户户支持、人人
参与”的环境整治良好社会氛围。制定完善
村规民约，把讲卫生、爱环境纳入村规民约，
形成制度约束。开展星级文明户、“美丽庭
院”评选、“文明实践家庭站”建设、“信用+”
积分管理，对卫生情况好的家庭进行表扬及

物质奖励，以先进带后进，在村组内营造一种
以维护环境卫生整洁为荣的舆论氛围，树立
文明健康的社会新风尚。

互查互评 激发“新动力”

为充分发挥村党组织书记在党建引领环
境治理工作中的带头人作用，今年6月以来，
由街道党工委书记带队，相关班子成员、各村
书记成立互查互评组，每月采取各村自荐一
个点，随机抽查一个点的形式，进行现场观
摩、现场互评打分，对道路沿线、河沟水渠、房
前屋后进行仔细检查。在互评活动中，各村
书记直面问题，虚心接受不足之处，学习借鉴
其他村的工作经验，用全力赶超、奋勇争先的
劲头不断刷新村庄“颜值”，为乡村振兴注入

“绿色”动力。

开启人居环境“美颜新模式”
——酒仙桥街道实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侧记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孔卿 王大尉）“孩子们，你书写的
‘尊老爱幼’‘家和万事兴’‘勤俭节约’都是家风家教的好内容，
每一幅字里都有着家风传承的好故事，希望我们说到做到，做
文明家庭的小主人。”8月3日，兖州区鼓楼街道息马地社区“家
风小课堂”正式开讲，来自辖区内的书画爱好者、学雷锋标兵、
道德模范、优秀志愿者为孩子们上了第一堂家风家教课。

在息马地社区活动现场，绘画老师围绕廉洁家风、文明
礼让等主题，首先为孩子们分发临摹字帖，随后讲解练习书法
过程中的知识要点，并手把手地指导孩子们进行书法练习。
孩子们争先恐后讲述自己所了解的家风故事，“孔融让梨”“孟
母三迁”“祖昌教孙”……“这堂家风课不但丰富了我的假期文
化生活、还让我更多更深地理解了家文化，家风不是空洞的说
教，也不是摆摆样子，而是每个人的日常养成和美德修养，是
青少年的一种高尚追求。”兖州实验小学荣玥珊同学说。

“从暑期开始，我们依托遍布城乡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雏鹰课堂’，专门针对青少年学生开办了‘家风小课堂’，
加强家风家教传承教育，从青少年抓起倡树美德健康生活方
式，让文明新风熏染心灵、提高素养，以良好家风带起社会新
风。”兖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李鸿飞介绍。“家风小课
堂”以村（社区）文明实践站和文明实践家庭站为阵地，以老党
员、老干部、老退役军人等“五老”和身边好人、道德模范、优秀
志愿者为“主讲”，紧密结合倡树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列出宣讲
计划、每周一期，实践站长负责，专管员落实。宣讲内容着眼个
人、家庭、社群等，突出实践养成。设置了绘画、阅读、心得交
流、文明家庭户现场观摩教育等内容和形式，以文化人、成风化
俗，推动美德健康生活方式转化为青少年的精神追求、日常生
活和行为习惯，形成人人崇德向善、助人利他的社会风尚。

兖州区

在“家风小课堂”里
熏染美德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徐计良）近日，兖州区行政
审批服务局办理出来一张特殊的证书，这张证书是该
局大力创新企业开办模式，积极推进“一业一证”改革
以来的重大惠民成果。

“一业一证”改革是在一窗受理和一链办理的基
础上，以服务市场主体为中心，以办成“一整件事”为
导向，将一个行业经营所需的多个行政许可事项以一
个二维码的形式加载在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上，扫
描二维码就可以查看企业所有的行政许可信息，市场
主体取得该证，即获得准营资格，实现行业许可信息
一码覆盖、一证准营，市场主体不必准备多套材料，不
必跑多个部门，不必办理多个经营许可证，而是实现
了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同核
查、一并审批、一次盖章、一证准营，只需要跑一次窗
口，甚至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就可以办成一整件事，
材料精简率达75%，时限压缩率达95%。

兖州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调研专班，深入开展
市场考察，全面梳理、分类整合市场准入领域涉及到
两个及以上经营许可证的行业，首选人力资源服务、
药店、便利店等50个与群众生活和消费关联度高、发
生频次高、审批环节多的行业作为试点，对办理条件、
办理流程、申报材料、审批时限等要素进行汇总梳理，
设置“一业一证”服务专区，落实专人专岗负责制，全
面推进“一业一证”审批模式改革,大幅压减审批环节
和时限，进一步提升基层政务服务效能和办事效率。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规范整合服务流程，进一步
扩大服务范围和链条长度，进一步打破层级和部门壁
垒，形成优化协同高效的审批服务模式，把优化营商环
境真正做到人民的心坎儿上，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
价值导向落在实处。”兖州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事务
一科人社窗口负责人杜岭说。

兖州区

“一业一证”改出高效率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张鹏 孙文征 史丹）“刚开始想

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来窗口咨询时工作人员向我介绍可以
办理歇业备案登记，多亏了歇业备案政策，让我的公司有
了休整时间，等有合适机会再申请恢复经营。”山东鲁商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先生激动地说道。

近日，山东鲁商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先生
来到兖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成功办理了企业歇业备案手
续，从在线申报到完成备案仅用了10分钟。这也是兖州区
首个完成“歇业备案”登记的市场主体。

近年来，部分市场主体因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暂时无法开
展经营活动。在以往的市场主体登记中，如果市场主体经营不
善面临困境，超过6个月不经营，企业会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
异常目录，甚至吊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会遭到惩戒、影响贷
款等。企业只能选择注销，而注销后如果想再开业，需要重新
办理设立登记。今年实施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创设了
歇业制度，规定对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
全事件等原因造成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以自主决定在一定
时期内歇业，且歇业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年。有了歇业备案制
度，既能保留市场主体资格又可以降低市场主体维持成本，为
企业保留了字号、长期积累下来的无形的品牌效益，为经营困
难企业设立“缓冲期”，给企业留足调整时间，充足能量再启程。

兖州区

“歇业备案”助企纾困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王磊）日前，位于兖州的芯诺电
子新推出一款半导体功率器件芯片，备受市场青睐。企业
想扩大产能，但高达5000万元的资金缺口，让企业犯了
难。关键时候，兖州区的助企攀登团队主动上门给企业提
供政策服务，帮助解决难题。区财政局负责同志表示：“我
们多部门共同为企业打造了基金‘政策包’，积极引导企业
对接有关基金公司。”最终，通过梳理基金政策，帮扶团队
成功从省财金创投基金为芯诺募资2000万元，并带动市、
区两级再拿出5000万元扶持基金，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讲，资金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低
的。通过我们上下游整合的方式，未来用5年的时间，至少
要达到一个30亿元产值规模集群。”山东芯诺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国顺说。

为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兖州区深入开展助企攀登工
作，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集群，集聚政
策、资金、要素等资源，助力攀登进阶。金大丰机械是兖州农机
产业集群龙头，亟需高端研发人才。帮扶团队多番牵线搭桥，
帮企业搭建了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区工信局负责同志
表示：“我们就对接济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把专家教
授请到企业来共同开展研发课题。”眼下，研发人员正围绕一款
专利智能化玉米联合收获机的功能提升，展开技改攻关。山东
金大丰机械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郭和甲说：“比如说在某一些领
域，像行走系统、操控系统，在这一块大专院校更有它的优势。
我们双方积极合作，让我们的产品综合性能有了很大提升。”

目前，兖州区助企攀登企业已达76家，成为拉动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

兖州区

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推动攀登进阶

助企攀登 推进制造强市建设

■本报通讯员 宋彤 束婧冉

进入兖州区颜店镇史家村会议室，醒目
的“史村三省”映入眼帘，“班子强了吗？集体
富了吗？群众笑了吗？”的发问振聋发聩。“我
们坚信‘三省吾身、必有精进’，对支部、村干
部、党员分别设置了‘三问’，通过这种‘揽镜自
照’找短板、找差距，在自省中不断增强自身

‘战斗力’。”史家村党支部书记王转奎解释道。
面对乡村振兴的新形势、新任务，史家村

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红色引
擎”和“动力源泉”，充分发挥“头雁”引领、“群
雁”齐飞的“雁阵效应”，舞出了乡村振兴的“满
园春色”。近年来，史家村先后荣获“山东省乡
村振兴示范村”“市级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党建引领 发挥“头雁”效应

“村子要想富，关键看支部”。史家村不
断强化党支部领导核心地位，抓实党员干部
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选齐配强
了一支综合素质高、带富能力强、作风严谨正

派、群众高度认可的村“两委”队伍，为乡村振
兴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坚持“每天一学
习”，村党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等制度，结合党员实际，采取“线上+线
下”灵活有效的学习方式，不断提高党员干部
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坚持“每日一反思”，
制定了史家村“每日三省”制度，督促党员干
部始终保持自身思想、行动不懈怠，激发干事
创业的激情。坚持“每人一带头”，为每名党
员制作了“专属”座位牌，开展党员“亮身份、
当先锋”活动，鼓励党员干部在环境卫生整
治、移风易俗等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
到平时亮行、共建亮智、攻坚亮力、帮困亮心。

“群雁”群策 共建有条不紊

村“两委”一班人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原则，
将环境卫生、村容村貌等内容纳入《村规民
约》，约束村民自发保持庭院内外、房前屋后干
净整洁，对乱扔烟头、乱倒垃圾等不文明行为
及时进行批评教育，确保环境卫生整治常抓常
新。建立文明养犬制度，群众遛狗牵绳、在家

圈养，及时清理动物粪便，让干干净净的村容
村貌成为全村靓丽的风景线。建立“一人一早
一胡同”卫生保洁责任制度，让“群雁”的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组建了由2名乡贤和9名热
心群众组成的卫生协管员队伍，每人负责1条
胡同的卫生保洁和管理监督，对各自负责胡同
的环境卫生进行督促检查、带头保洁，通过以
人带人、以户带户，广大村民主动打扫自家庭
院和房前屋后卫生，营造了村庄环境卫生“人
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氛围。

“雁阵”齐飞 产业蒸蒸日上

史家村苗木种植产业优势明显，2019年
成立了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村党支部书
记王转奎带领村民对田间道路进行了修复、
整平、铺垫沙石，采取“集体供苗、群众管理”
的方式，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苗木5000余
棵。发挥100余亩集体土地的规模效应，按
照“支部＋合作社＋股民”的合作经营模式，
打造“史村田缘”田园综合体，建成高标准大
棚8个，开发火龙果、草莓、口感番茄采摘项

目，同时建造了休闲垂钓鱼塘、嬉雪乐园滑雪
场，安装娱乐影音设施，提供休闲娱乐“一站
式”体验，吸引了大批周边游客前来游玩。
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6万元。

“雁鸣”声声 生活红红火火

“雁阵”飞行，“头雁”发声，“群雁”备受鼓
舞。坚持每月评选环境卫生示范户，被评为示
范户的，给予免交一年水费的奖励。对清理庭
院卫生效果明显、维护公共环境积极主动、获得
街坊邻里充分认可的，给予一定的食品、生活用
品等物质奖励。深入开展“好媳妇”“好婆婆”“最
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对当选的好媳妇“敲锣打鼓
送喜报”到娘家，“人人争做先进、人人争当榜样”
蔚然成风。近年来，先后建设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老年活动中心、“幸福食堂”，组建了秧歌
队、高跷队，每月组织开展“秧歌扭起来”、戏曲进
村庄等文化惠民活动。每年重阳节开展“孝老
爱亲”活动，为全村70岁以上老年人送去生活用
品和关心；对考入大学的学生进行奖补，以对“老
雁”和“雏雁”的呵护持续倡树文明新风。

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史家村

“雁阵效应”舞出振兴“满园春”

近日，兖州区启动
建设国际陆港物流园
综合服务中心已完成
竣工验收。投产后，可
实现报关、报检、结汇、
中转、仓储等“一站式”
口岸服务，年货运服务
能力达 500 万吨，有效
吸引周边区域的进出
口产品在兖州集散。

■通讯员 苏强 摄

近日，我省工信厅公
示了 2022 年度省级智能
工厂、智能制造场景、数
字化车间及智能制造系
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名单，
兖州区有 6 家企业入围。
其中，神州轮胎入选智能
工厂、天意机械入选数字
化车间、经典重工和国丰
机械入选智能制造场景、
蒂德精机和天意机械入
选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图为神州轮
胎生产车间。
■通讯员 杨宁波
严贺 摄

8月6日晚，济宁市“清凉夏夜·职等你来”人才夜市兖州
会场暨“走进新兖”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兖州区新兖镇
牛楼小镇举办。此次招聘会场设置“现场招聘”“委托招聘”

“政策畅行”等主题区，全区百余家企业参加招聘，提供工程技
术、自动化、物业管理、家政服务、财务管理等各类工作岗位近
3000个，达成初步意向327人。 ■通讯员 邱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