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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文化“两创”的济宁实践 ■本报记者 杜文闻 本报通讯员 冯贵雨 徐庆民

“孔清华，在城里做房产中介，前年开始进园参与经营，每
年收入17万多元。张亚州，在外打拼，空余时间在产业园里
搞网上销售，销售量最大的时候，两天能销售7个大棚的土
豆。”据邹城市张庄镇魏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常龙介绍，
近两三年以来，产业园中已有8名外出打拼的年轻人主动返
乡创业，他们脑子转得快、眼界高、思路宽，同样的大棚，一年
能比其他人多收入两三万元。

张庄镇魏庄村现代农业产业园自2021年开始兴建，由最
初的两个大棚发展到5个大棚，再到40个大棚，共种植香椿、
樱桃、千禧果、西瓜等特色果蔬6个品种，成功打造出“魏小
西”西瓜、“张小椿”香椿优质品牌两个，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200余万元。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产业园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该
村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更为农民带来直接效益，背后蕴藏的
就业和创业机遇，为农村吸引、用好和留住人才开拓了更大空
间。

魏庄村共530户，2000多人，外出务工、经商的有1200多
人。这两年，400多人陆续回家从事农业产业，将在外学到的
技能、积累的人脉等运用到农业生产中。

“产业园经营条件好，经营成本低，产品有销路，效益高，
趁着手里有外出务工积攒的一点活钱，来产业园建个大棚，对
在外打拼漂泊的人，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年龄较大的人来说不
失为一条可靠的门路。”孔清华深有感触地说，他前年开始到
产业园参与经营，栽植的千禧果采摘时间持续9个月，亩产超
过4万斤，最好的时候能卖到4元每斤，2亩的大棚，一年收入
17万多元。

“通过这两三年的经营，我认识到，农业尽管没有暴利，但
是经营好了回报率也不低，更重要的是收入稳定、心里踏实。”
孔清华说。

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成为“新农人”的“孵化场”，“新农
人”的不断涌现也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汩汩活水。得益于农
业产业园发展的外溢效应，除了外出年轻人返乡创业成为“新
农人”外，产业园还安排20余名村民轮流外出学习果蔬栽植、
施肥、采摘、包装等先进生产技能，同时还带动周边6个村庄
80多户村民发展起特色农业，拓宽了增收致富的渠道，真正让
农民共享产业发展的成果。

“新农人”的“孵化场”

■本报通讯员 袁进 王琴

近年来，任城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建设“1+10”社区
治理共同体为契机，明确推进网格支撑、志愿服务、信用融
合、红色物业、乡村振兴等10条工作线，向基层放权赋能、凝
聚多元合力，有效提升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让城市不
仅有高度，更有温度。推出“信易批”，对114项审批服务事
项“信用加速”；政务服务平台“一件事”专区配置79个服务
场景，实现一揽子事一次办；近三年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占比
均在80%以上……一轮接一轮的改革措施，让任城区发生
蝶变，记录着全面深化改革造福人民的温暖步伐。

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更有“诚”色

悠悠运河穿任城而过，儒家文化熠熠生辉。千百年来，
任城区吸吮着孔孟之乡的厚重儒雅，浸润着运河之都的灵
气神韵，融汇了四海八方的广博气概，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相
互交融的精神品质与文化神韵。

“有礼节，互尊重，礼貌待人好品行……”在济宁市永丰
街中心小学，文明礼仪健身操的音乐每周一至周五准时在

操场上响起，学生们边做操边跟唱。
“强身健体的同时，孩子们能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

陶。”永丰街中心小学校长李均鹏说，学校推行文明礼仪教
育，研发并推出校本课程《崇德尚礼花竞开》，与传统文化紧
密结合的美育教育也正助力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融入学
生学习生活。

寓文于治、以文促治，任城区还探索“信用+”推动“美
德+”治理模式，让诚信“有形”更“有价”。日前，金城家具城
商户常雁茹因进货需要资金周转，凭借着良好的信用，她在
贷款过程中享受到了便利。“因为我是五星级商户，信用额
度高，所以当天就放款了，而且利率比较低。”常雁茹说。

“街道商户参与信用建设工作的人数超70%，街道社会
信用中心帮助15家商户获得了信用贷款95万元。”金城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李玉姣介绍道。

为打通美德信用建设在基层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任
城区财政每年列支1000余万元用于美德信用激励奖励，为
4.7万家诚信商户制作了“诚信二维码”，对114项审批服务
事项“信用加速”，打造32个诚信商圈市场、示范街区，对美
德信用等级高的居民，提供“信易批”“信易贷”“信易医”等
10大诚信礼包。打响“红色信用、村居善治”基层治理品牌，
2023年开展“信用+”志愿服务活动7.5万场次，累计动员群
众85万余人次，节省雇工支出5000余万元。打造各具特色
的美德信用社区（村居）17个，建成了24个“悦享小院”、222
个“诚信驿站”、198个“信用超市”。

紧跟“民声”，书写温暖民生答卷

前不久，任城区观音阁街道火炬社区所辖7个居民小区
的529户居民都拿到了不动产权证。

“这些居民楼多是工业性质用地的‘厂宿一体楼’，存在
城镇居民住房产权历史遗留问题。”火炬社区党委书记杨永
利说。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渴望改善水、电、气、暖等生活问
题。

2019年火炬社区成立，杨永利带领社区工作人员从收
集开发建设资料和居民个人买卖合同，到完善工程竣工和
消防等手续，攻破一个又一个难题，终于圆满完成居民不动
产证办理工作。同时，经过5年的运转与摸索，火炬社区已
逐步构建起组织共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服务共用、党员
联管、活动联办、治安联防、志愿联做的“星火成炬”社会治
理新体系。

一壶茶水，一张桌子，几把座椅，十来名居民围桌而坐、
侃侃而谈，现场气氛热烈……明媚的阳光下，阵阵茶香中，
任城区南张街道“三碗茶社”开摊了。

“现在不仅有议事场所，还有了规范的议事制度、议事
组织、议事方法。”南张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勇表示，“村里、社
区里的事情，涉及每个人的利益，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大家
一起商量，总能找到那个‘最大公约数’，民主正在成为辖区
里每个人的习惯。”（下转2版A）

任城：改革让城市治理“幸福满格”

我市持续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深入开展城市
品质提升行动，打造宜
居、韧性、智慧城市，努力
让济宁更有内涵、更有温
度、更有魅力。图为宜居
宜业的太白湖新区，释放
着蓬勃的发展活力。

■记者 杨国庆 摄

■本报实习记者 周生贤

近年来，我市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
推出了“儒学闻道”“侠胆忠义”“诗意山
水”“红色峥嵘”等八条研学游线路，为学
生们带来了一番寓教于乐的暑假旅游新
体验。近日，记者来到作为“儒学闻道”主
题研学游重要组成部分的曲阜市孔子博
物馆，实地探访研学游的火爆“流量”。

时维初秋，艳阳凌空，孔子博物馆外
广场上，来自不同地区的两家研学游团队
早已排起长龙。据了解，这两家研学游团
队分别来自江苏和安徽的某中学，“儒学
闻道”是本次研学游的主题。

“哇！”在一声声的惊叹中，学生们来
到了孔子博物馆内大厅，气势恢宏的馆内
装潢让学生们啧啧称奇。“这是我见过最
令人震撼的博物馆！”来自江苏的学生小
王感叹道。沿着参观路线，学生们身临其
境走进“孔子的时代”，一件件精致的文物
和一幅幅精美的图片好似穿越了千年；走
过“孔子的一生”，至圣先师厚重的人生让
学生们深有感悟；阅读“孔子的智慧”，学
生们好像在和仲尼对话，领略他的哲思；

“孔子与中华文明”“孔子与世界文明”就
像两盏指路的明灯，引导着学生们走近孔

子，领略两千年前的文明。
“从没想到过博物馆会那么精彩！”来

自安徽的学生小丁回味无穷，“我曾以为
博物馆都是枯燥无味的，但孔子博物馆给
了我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我喜欢‘夫子问
答’，能和孔子‘发微信’，好像穿越时光与
孔子对话，感觉十分真实。”据了解，孔子
博物馆的展览运用多种数字科技手段，采
取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等形式，增强展
览吸引力、感染力，为观众带来全新体
验。“夫子问答”“鼓瑟击磐”“稷下学宫”等
科技设备为研学游增添了无穷的趣味性。

前来研学游的学生们除了能够感受
灿烂的中华历史文明与深厚的儒家思想
外，还有“隐藏款”研学新方式。据了解，
暑假期间孔子博物馆推出了许多“跨学
科”内容，让学生们以全新的视角“打开孔
博”。“没想到在孔子博物馆还能上数学
课！”来自安徽的学生小田兴奋地说，“我
喜欢‘博物馆里的数学课’，让我了解了古
人刻在器皿上的数学探索，也感受到我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此外，孔
子密码——沉浸式文物数字艺术展、流光
溢彩——孔府旧藏珐琅器展、纤云弄巧
——孔府旧藏刺绣文物展等特展也让前
来研学的学生们流连忘返。（下转2版B）

传统文化引来“大流量”
——“趣”游孔子博物馆掠影

本报济宁讯（记者 孙立达）近日，我市召开“树品牌 促发
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4场），介绍济宁市“民事无忧·企
事有解·政事高效”品牌打造工作情况。

近年来，全市各级各部门把“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加快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坚持改革
引领和数字赋能双轮驱动，加强整体设计，深化模式创新，实
施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实现办事方式多元化、办事流
程最优化、办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化，激发经济社会
发展内生动力。近期，市政府正式印发《深化“高效办成一件
事”推进“民事无忧·企事有解·政事高效”品牌打造实施方案》
（下文简称《实施方案》），做出一系列安排部署。

记者了解到，《实施方案》围绕群众、企业、政府3个主体，
明确18类集群场景，推出4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围绕个人
生命全周期，围绕企业经营全链条，围绕机关运转全流程进行
高效推进。在品牌体系构建方面，提出健全6项重点推进机
制、优化4个主要支撑平台，争取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
更大突破，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最大限度便
民利企增效。

在涉企诉求方面，我市着力整合12345热线、企业诉求
“接诉即办”平台、政企沟通交流等诉求反映渠道资源，设立了
10个企业诉求“接诉即办”专席，专门负责受理企业诉求，可为
企业提供“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在今年上半年，市企
业诉求“接诉即办”平台退回承办单位重新办理1775件，市社
会治理服务中心现场督办46次，跟踪督办企业诉求397件，联
合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重点督办42件。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我市连续6年营商环境、政务服务
整体水平居全省第一方阵，在全国率先建成“电子营业执照+
移动入网”城市。持续深化“证照分离”，依法压减审批环节
50%、申报材料70%、审批时限70%。值得关注的是，我市创
新推出的个人充电桩报装“一件事”、公租房管理服务全链条
网上办等改革举措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网等中央
主流媒体报道，“推行‘民事无忧’模式”有关做法获评全省“高
效办成一件事”暨优化营商环境最佳案例，营商环境便利度、
经营主体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一方阵。

此外，在公共充电桩建设方面，市能源局会同济宁城投创
新打造公共充电服务“一张网”，推进全市充电服务平台互联
互通、信息共享及跨平台多渠道支付结算，实现全市156个乡
镇、街道充电站全覆盖，加快形成“10分钟”充电服务圈。

推动政务服务优化
助力便民利企增效

日导读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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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文闻
本报通讯员 孔峰

“刚才我了解到，木雕工艺历经了
几千年的历史，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一种传承，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近日，在一堂非遗文化体验课上，
学生高嘉蔓告诉记者，她在制作木雕时
好像触碰到了历史，感受到了中华文明
悠久历程的生动印记。

暑假期间，为让孩子们直观感受非
遗文化魅力，邹城市中心店镇通过开展
非遗课堂，设置了雕刻、棕编、漆扇等非
遗文化课程，以及书法、传统礼仪等学
习环节，邀请非遗传承人和专业领域老
师讲解非遗传统文化，让孩子们通过学
习非遗传统文化知识，丰富了暑期生
活。

在邹城市中心店镇大赵村传统文
化体验馆的非遗文化体验课上，木雕非
遗传承人赵公文正在向孩子们讲述木
雕工艺的历史渊源以及制作木雕的构
思、选材和技法。

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好奇
地观看传承人手中的木雕和核雕，在刻
刀的轻快游走下，逐渐勾勒出精美的图

案。随后，在赵公文的指导下，孩子们
亲自体验了雕刻的过程，享受着动手制
作的喜悦。

学生孔思悦拿着正在雕刻的桃
核说：“以前只有在课本上见到过核
雕，那时候就觉得很有趣。今天亲身
学习体验核雕感觉很新奇，让我感受
到了雕刻艺术的魅力。村里的非遗
文化课堂，让我们暑假过得特别有意
义。”

“木雕作为我国传统民间艺术的
瑰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暑期来参加这项活动，也是希望让孩
子们能够更好地接触了解到传统技艺
和非遗文化，让更多人将雕刻艺术和
非遗文化创新传承下去。”赵公文向记
者说道。

“此次暑期非遗文化课堂为孩子们
提供了学习和体验传统文化的机会。”
邹城市中心店镇宣传、统战干事郭雯丹
表示，下一步，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乡村大舞台等载体，在全力打造非
遗文化课堂的同时，开展一系列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的乡村文化活动，凝聚起
强大合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再上
新台阶。

非遗课堂进乡村
学生变身“小匠人”

山东“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便民利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