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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两统筹 夺取双胜利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张丽君 何溪）政
务服务更精细，企业发展更省力。今年以
来，曲阜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锚定

“工业立市”“制造强市”目标，紧扣服务企业
发展“智慧线”、项目建设“发展线”、群众满
意“规范线”三条主线，狠抓政务服务标准化
建设，全力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持续提升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截至目前，共完
成各类行政许可、依申请服务和便民服务事
项80万余件，制证发证总量超4.7万件，政
务服务整体水平再提升。

紧贴“智慧线”，以智慧政务为基点促服
务升级。依托山东政务服务网、“爱山东”
App等网上平台，大力推行“云服务”，企业
开办实现“网上办”“掌上办”“全程网办”，优
化企业开办“三一”服务模式（三种路径、一
小时办结），7个环节压缩为1个，完成由“当
天出照”向“当场拿照”的升级，实现“一门一

站服务、一事一次办成”。为了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在流程再造上精准发力、优化组合，
相继推出“简易注销”“代位注销”“证照同
销”“企业歇业”“县镇同权”“全域通办”等系
列创新举措，真正做到了利企便民，助推企
业发展。1至 9月份，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6640家，同比增长4.2%，新登记企业全程
电子化登记率达到99.72%，在营各类市场
主体80069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紧扣“发展线”，以改革创新为突破促提
质增效。围绕“双全双百”事项清单，优化
场景服务，深度推进“事项联办”和“一链办
理”，相继推出企业开办、企业准营、投资建
设、就业入职、扶持补贴等“一件事”套餐服
务。特别是，工程建设项目领域，创新优化
联合验收“一件事”模式，变企业“多次申
请”为“一次申请”，变企业“一对多”跑腿为

部门“多对一”服务，打通了项目从建设到
启用的“最后一米”，验收时间比原来平均
减少30天以上，实现联合验收最快3日办
结，大大提高了验收效率，节省了企业成
本。大力推行先许可、后规范的“承诺+容
缺”审批模式，48项事项可容缺，15项事项
可承诺，30项事项可即办。截至目前，共
为 130 余个投资项目办理审批事项 187
件，办理备案2067个，涉及项目总投资315
亿元。其中完成“网上办”1025件、信用承
诺审批85件。

紧抓“规范线”，以标准化建设为契机
促管理规范。立足于严标准强规范，瞄准
行政审批服务的县级规范、标准，编制发布
首个县级业务标准——《曲阜市行政审批
服务业务操作标准》，把高频业务事项的办
理流程和改革创新举措的落实应用全部标
准化、规范化，为企业群众办事指明了方便

快捷的路径，也为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提供
了有力保障，让标准成为权力运行的“硬规
范”、服务群众的“指南针”。另外，在基层
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方面，按照“一次办
好”改革工作要求，坚持便民利民、务实高
效、公开透明、规范服务的原则，扎实推进
镇街为民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高质量打
造服务大厅，高标准推动便民服务示范点
建设，高效率推进“县镇同权”权力下放工
作，全力构建功能完备、运行规范、服务高
效的镇街为民服务体系，进而打造城区、镇
街、村居（社区）10分钟可达的“政务服务
办事圈”。今年上半年，曲阜市创新推出

“暖心告知、整点报时”服务，精准筛选潜在
服务对象，通过电话预告知、“点对点”短信
通知、邮件告知等形式，主动提供换证服务
并免费邮寄到家，实现了“零申请、零材料、
零跑腿”换发证件。

曲阜：扣紧“三条主线”提升政务服务

本报济宁9月24日讯（记者 郝明雷）今天上午，雄商高铁
山东段、津潍高铁济南联络线等重点高铁项目建设推进会举
行。我市组织收看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于永生出席并在会
上发言。

会议指出，高速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关键基础设施和
重大民生工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近年来，
山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论述，全
力推进高速铁路大建设、大发展、大提升。在国家铁路集团的
大力支持下，我们建成了一批高铁项目，形成了“两横两纵”环
鲁高铁网。加快推进高铁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要求的具体实践，是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的关
键支撑，是推进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稳
定宏观经济大盘的迫切需要。山东作为经济大省，必须勇挑大
梁，以更高站位认识和推动高铁建设，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的高
速铁路网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

会议强调，要围绕建设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以打造“轨道
上的山东”为目标，按照“内联外通、适度超前”原则，加密、提
速、扩通道，全力打造覆盖全省、通达全国的现代化高铁网。在
整体布局上，要突出打通通道，突出完善网络，突出建强枢纽。
在项目推进上，要加快“通车一批”，加快“开工一批”，加快“储
备一批”。

会议指出，要强化高铁建设的要素保障，做好规划，保障好
用地，统筹用好资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坚持“全省一盘
棋”，加强协同配合，压实责任，细化分工，抓好推进落实。要创
新体制机制，争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高铁建设管理经验成
果。要强化工作统筹，重点推进平安建设、绿色建设、智能建
设、人文建设。要加强督导调度，确保工程建设安全高效推进。

雄商高铁济宁段过境梁山县，全长19.1公里。于永生在发
言时说，雄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路网干线工程，济宁
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扛牢雄商高铁济宁段建设
重大责任，卡紧节点、奋力攻坚，狠抓重点任务落实，靠前解决
堵点卡点，全力为项目建设提供最优质的施工环境和服务保
障，确保如期完成各项建设任务。

副市长刘东波出席济宁分会场会议。

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的
现代化高铁网

我市组织收看省电视会议
于永生出席

■本报通讯员 王洪玮 宋墁 王锋

时下正值“三秋”生产季节，兖州区“倾
情三农”志愿服务队的20多名农技专家走
向田间地头、来到智能大棚，进行精准指导，
助力农业生产。

“这是我们打造的‘3+N’志愿服务模式
中17支专业服务队中的其中一支，‘3+N’
志愿服务更专业、更精准、更有效益。”兖州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李鸿飞介绍。
所谓“3+N”，即全区344个村（社区）实践站
必须有理论宣讲、疫情防控、“五为”（为老、
为小、为困难群体、为心理疏导和情感慰藉
群体、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3支志愿服务
队和文化活动、红白喜事帮办等N支志愿服

务队，志愿者们按照自身特点认领志愿服务
项目，紧贴群众需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成
为群众身边不走的志愿服务队，这让文明实
践更具有吸引力和粘合力。

今年春节前后，兖州区依托党校教员培
训了119名“乡音宣讲队”充实到村（社区）
文明实践站“3+N”志愿服务队，担任骨干宣
讲员，身边人讲身边事，百姓讲给百姓听，让
理论宣讲接地气、冒热气、入心入脑管用实
用。“俺村有个王怀银，身边聚拢了一帮文化
人。”王怀银是兖州区新驿镇民间艺人兼文
化站副站长，也是“3+N”志愿服务队伍中的
一员。每天晚饭后他带着周边村民吹、拉、
弹、唱，好不热闹。他把党史、省党代会精
神、村风村貌、好人故事等编成快板、三句半

等曲艺节目，把深奥的理论变成通俗易懂的
说唱段子，说古喻今，讲事明理。

“大爷晚上休息得还好吧？吃早饭了
吗？”几乎每周一次，鼓楼街道息马地社区妇
联主席孔卿都要敲开本社区宋桂堂老人的
家门，边拉呱边帮老人打扫卫生。这种“敲
门”习惯，息马地社区实践站的47名党员志
愿者已经坚持了8年。“五为”服务是兖州区

“3+N”志愿服务队的重头戏，今年上半年共
精选出了“五彩讲堂”“惠工学堂”“新风堂”

“雏鹰课堂”等73个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重点
项目，4万名志愿者加入“爱心来敲门”“雏
鹰课堂”“家庭心理辅导”等专职志愿服务队
伍，受益群众达8.2万人。

家风家训、孝老爱亲、倡树美德健康生

活方式是实践站“3+N”志愿服务队的必设
课，522名村（社区）实践站“五老”热心人是
倡树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的主角。今年中秋
节前夕，小孟镇后孟村红白理事会会长王相
金掰着手指头给事主算了一笔账：白事上村
里有统一定制儿女穿戴的孝服20件、亲朋
使用的袖章100个；实行“一碗菜”……一共
6项合计可节省约两万元。今年以来实践
站“3+N”志愿服务队在红白喜事上累计为
群众节约费用高达2000万余元。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服务群众
更专业、更精准、更贴心，效益更凸显。下一
步志愿服务将在专业化、特色化上规范完
善，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让群众
更方便、更满意。”李鸿飞表示。

兖州：贴近群众需求 志愿服务高效

■本报记者 徐斐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绿码通行”已
是市民们进入商超、市场、医院、酒店等公共
场所的“标配”。近日，记者在家家悦超市购
物时发现，在超市入口的醒目处设置了贴有

“场所码”的展板供购物市民“扫一扫”，佩戴
了口罩的市民排队进行扫码、亮码，工作人员
逐一查看并测量体温。对一些不方便使用智
能手机的老年人，工作人员会指引他们用身
份证在一旁的专用表格上登记，现场秩序井
然。

据工作人员介绍，超市客流量大，现在有
了这个能完成健康码、行程卡核验的“场所
码”确实更加方便了，市民扫一下码，姓名、健
康码、行程码一目了然，不仅显示了场所位
置、场所名称等信息，还可以实现出入场所人
员信息的自动化登记和健康信息的核验，安
全快捷。“现在群众对进场‘扫码’都十分理
解，都能扫码亮码后才进场。‘场所码’的应
用，不仅方便了广大群众，还提高了疫情防控
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工作人员罗先生说。

据了解，我市推进“场所码”全覆盖，商
场、超市、酒店、宾馆、饭店、医院、学校、公园
等各类门店和公共场所严格落实查验措施，
入口处安排专人负责查验，所有进入人员必
须严格落实扫码验码、一人一码、测温、戴口
罩、核查健康码、行程卡等防控措施，特别是
重点查看是否来自中高风险区和核酸检测记
录，坚决杜绝“进场不扫码”或“一人扫码、多
人进入”“扫码不验码”等问题，做到逢进必
扫、逢码必验，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去公
共场所办事扫‘场所码’都已经习惯了，使用
起来很方便，能精准确定自己什么时候到过
什么地方，使自己和他人多了一层健康保
障。”购物的市民翟先生说。

“场所码”
助力精准防控

本报济宁讯（记者 孙逊 通讯员 郭晓璇）我市以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为契机，立足孝悌为本、邻里互助、乐善好
施的优秀传统文化，紧扣新时代文明实践要求，以文化养老作
为突破口，创新机制，强化措施，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儒乡圣
地·孝养济宁”文化养老品牌。

建章立制，为文化养老制定“路线图”。将文化养老作为全
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提出“打造济宁
特色文化养老服务品牌”目标。14个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实现“孝老敬老爱老养老”教育基地全覆盖，5个县市区的镇街
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设置“孝老敬老爱老养老”主题活动
室。开展文化养老课题研究，组织专家研究文化养老标准指
标，为文化养老品牌创建提供规范指引。

坚持古为今用，孝养文化夯实家庭养老基础地位。 积极倡
导百姓儒学，全市建成乡村（社区）儒学讲堂、“孝·讲堂”6230
处，开展儒学活动1.2万场次，以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弘扬孝善文化。开展以孝为核心的家风家训教育，村居建立

“善行义举四德榜”，全市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孝老
敬老爱老养老”教育基地、家风家训教育基地、宣传展室1100
余处，组织开展孝老志愿服务活动7900余场次。广泛开展“孝
德榜”“好媳妇”等系列评选活动，培塑孟子故里邹城母亲文化
节、鱼台孝贤文化节一系列文化活动品牌。

坚持推陈出新，邻里文化孕育互助养老新模式。立足“守
望相助”儒家文化，创新互助养老模式，以曲阜市为试点，建立

“相约黎明”关爱帮扶机制，采取“四个一”工作做法，有效破解
留守、空巢、独居等特殊老年人养老难题。制定一个实施细则，
明确具体帮扶范围、帮扶内容、帮扶措施等；建设一支志愿服务
队伍，每个村居成立不少于5人的“相约黎明”志愿服务队，并建
立“时间银行”将志愿者服务时间进行储蓄；明确一个帮扶标
准，为老人提供日常探视、代买代购、精神关爱、发现紧急情况
及时处理上报等；建立一个资金保障机制，政府列支一部分，村
集体拿一部分，社会捐赠一部分，曲阜市爱心企业设立2000万
元的“爱心孝善基金”，同时鼓励村居设立“孝善基金”，为工作
开展提供资金支持。（下转2版）

儒乡圣地 孝养济宁
我市着力打造特色文化养老服务品牌

为扎实推进“三
秋”生产，任城区安居
街道组织农技人员奔
赴秋收一线，指导群
众尽早抢收，确保颗
粒归仓。图为玉米收
获现场。

■记者 刘项清
通讯员 冯丹 摄

创新济宁行 改革济先锋
·民生改善创新

日导读今

2版>>

■喜迎二十大

巴渝儿女以奋勇争先的姿态，喜迎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

■本报通讯员 颜琦韬 秦鹏

“这玉米秸秆还成宝贝了，不孬，
不孬！穗茎兼收真是省事又省钱。”近
日，微山县两城镇南薄村屈伯伯站在
地头高兴地说。

为解决玉米秸秆还田等传统收获方
式带来的农作物病虫害、秸秆焚烧、农业
成本增加等问题，今年两城镇提前部署，

大力宣传推广玉米穗茎兼收的收获方
式，并在今年“三秋”生产中推广应用。

两城镇农机站组织银牛农机专业
合作社通过穗茎兼收玉米收割机为村
民们收割玉米，收玉米的同时将秸秆
一并收割分离出来，回收的玉米秸秆
变成草料，可以打包出售给畜牧养殖
户，也可以打包储存。合作社只收取
农户部分燃油费，降低了农民种地成

本。合作社通过秸秆回收，让秸秆利
用最大化，创造了经济效益，实现了双
赢的局面。

目前，该镇出动10余台穗茎兼收
玉米收割机作业，每天作业面积可达
800多亩，加班加点，确保玉米颗粒归
仓。明年计划更大力度推广，根据需
要增加穗茎兼收玉米收割机数量，让
更多农民享受到实惠。

微山县两城镇

玉米秸秆“变废为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