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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袁进

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
网通办”、“相关事一站办”……近年来，任
城区紧紧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要求，充
分整合线下场所与线上平台的功能与优
势，通过细分领域、优化升级、服务到家等
措施，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让企业和群众享受办事的多元化、便捷
化、高效化。

场景拓展 体验更丰富

“真的太方便了，当天就把所有证照
都拿到了，这下就能开业喽！”家住任城
区二十里铺街道的李女士最近想开一家
蛋糕坊，对证件办理并不了解的她犯了
难。

街道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便指引李
女士到“一件事”专窗。在服务专员的全
程指导下，李女士顺利办理了营业执照并
提交了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申请材
料。很快，李女士就领取到了各项证照，
她也成为二十里铺街道首个通过“开办餐
饮店一件事”服务高效办理开店手续的经
营者。

无独有偶，宋喜记周酥生烘焙店的经
营者周先生也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专
区，很快拿到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前在这
边开餐饮店需要跑很多个部门，现在只需
要填写一张表单就办理完了所有手续，特
别省时省力。”周先生说。

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推进餐饮店
开办审批提质增效，任城区推出“开办餐饮
店一件事”服务，将开办餐饮店涉及的营业
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小餐饮登记）、营业
前消防验收、户外招牌设施设置等事项一
并办理，实现“一次告知、一套材料、一次申
请、一窗受理、一同勘验、一并出件”，线上
线下双融合、一体化集成服务。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任城持续深化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现121个企业、
个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的
线上运行。

送“码”到家 服务更温暖

“本以为在窗口办理就很便捷了，没想
到咱工作人员还能把服务送到家里来，真
是太贴心了。”刚刚办理过经营手续的残疾
人陈女士感慨道。

为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李营街道

积极探索，在传统“帮办代办”的基础上，
坚持流程再造，创新推出“政务服务+”帮
办代办新模式，让更多企业群众享受到更
有温度的审批服务。

他们组织人员深入开展以“服务到企
业、服务到社区、服务到群众”为主要内容
的政务服务，利用“李刻办”二维码，通过
实打实的上门服务、面对面指导帮助，方
便广大企业、群众高效获取相关事项的办
理流程，近40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了家门口办理。

不只在李营街道，观音阁街道银都小
区的居民也切身体会到在家门口办理的
便利和贴心。

听说小区物业广场可以办理不动产
登记，一大早，小区的不少居民就跑去看
个究竟。原来，这是观音阁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联合济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组织开
展的进社区活动。

观音阁街道有关负责人介绍，街道以
“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在人口密集的
银都小区开展“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进社
区”活动。通过“摆摊设点”，向群众讲解
不动产登记政策和网上办理申请流程，现
场为群众办理二手房转移登记、房产证换
发不动产证书等相关业务，让群众享受到

“足不出户”的政务服务。

集成办理 办事更高效

“高效服务为我们缩短的这十几天时间，
就相当于实现了二三十万元的营业额。”最
近，山东辰欣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董翠平来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为新开设的
三家药店办理相关业务。令她没想到的是，
开这三家店所需的十几个证照，在不到两天
的时间内就全部办理完成。

今年以来，任城区推出“一件事一次办”
套餐服务，通过线上“一窗通”服务平台的数
据共享与线下“企业开办专区”的集成办理，
将原本繁琐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开户
等七个环节整合为一个环节，实现了企业开
办“一网通办、一次办好”。推行“一件事”集
成服务以来，相关审批事项提交材料减少
60%，办理时限压缩了80%，办理流程也简化
了40%。截至目前，已有1.6万余户企业享受
到高效服务。

从“多窗口、多次跑”到“一窗口、一次
跑”，从“现场办、排队办”到“掌上办、就近
办”，如今，在任城，越来越多的“一件事”不断
涌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群众感受到政务服
务改革带来的便利和温暖。通过走心服务、
数据共享和技术创新，一个高效、阳光、规范
的政务服务生态环境正在任城温暖呈现。

线下“只进一门”线上“一网通办”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刘雪华

11月10日上午11点，金乡县司马
镇周堌堆村助老食堂里格外热闹，前来
就餐的老人围坐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家
常。宽敞明亮的食堂内桌椅摆放整齐有
序，消毒柜等厨房设备一应俱全。工作
人员热情周到，贴心帮助老人准备餐
具。菜品荤素搭配，软糯的红烧肉、新鲜
的蔬菜小炒、滋补的汤品等，为老人们提
供了丰富的选择。

“以前自己做饭，都是简单对付一
下。现在有了助老食堂，方便多了，饭菜
味道挺好，价格也不贵。自从这里开业
后，我就天天来这里吃现成的。”村民张
爱美老人高兴地说。

民以食为天，舌尖上的“一餐饭”，与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周堌堆村
积极筹措资金，整合村集体闲置办公用
房，在镇党委、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各方爱
心力量的共同参与下筹建的助老食堂是
金乡县贴心助老的缩影。

近年来，为不断健全完善养老服务
体系，金乡县把助老食堂作为一项重要
民生工程、便民措施来抓，多次组织开展
外出学习和专项调研，找准尽力而为和
量力而行、政府统筹和社会参与、注重普
惠和兼顾特惠的关系，依托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养老中心、社会餐饮企业、爱心
人士等，先后建设助老食堂24处，正在
建设3处。

为确保助老食堂办得长久，金乡县
给予新建助老食堂每处建设补助1万元、
助餐点每处5000元，并根据省市运营奖
补政策给予差异化运营补贴。设立“蒜

都怡养·助餐扶老”公益慈善项目，现已
注入资金60万元。同时设立监督电话、

“智慧消防”、“互联网+明厨亮灶”等信息
平台，通过加强监管保证安全、企业让利
提升服务、厨师培训优化菜品、评选示范
镇街和“最美助餐人”等方式，打好助餐
服务“组合拳”，切实守护老年人“舌尖上
的幸福”。

“我们探索实施了助老食堂‘1588’
管理模式，即一天至少一顿饭，一周可助
餐五天，老人可享8折优惠，助老食堂‘建
管用’坚持场所要方便、结合要多元、菜
品要过关、收费要低廉、服务要优先、管
理要周全、效果要长远、典型要宣传‘8个
要’，真正把老年人的‘食’事办到实处。”
金乡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如今，在金乡县相继涌现出一批助
老食堂、助老餐厅等助餐示范点：霄云镇

周花园村助老食堂，老人只需10元钱就
可在村老年人食堂里享用早中晚3餐；马
庙镇尹庄村助老食堂对60周岁以上老
人和低保、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群体，按
照早餐1元、午餐3元的标准收费；金乡
县至善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为
特殊困难老年人送去一份早餐……

到助老食堂吃饭，成了不少老年人
晚年生活的新时尚，还俘获了不少年轻

“粉丝”。“在这里吃饭虽不及老年人便
宜，但这里菜品很丰富，味道也不错，冬
天不冷夏天不热，环境也很好，干净放
心。”市民刘女士常带着孩子到金乡街
道春秋社区檀园助老餐厅就餐，她说，
用“一餐饭”的温度让广大老年人生活
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也让社区的人
跟着“沾光”，在家门口尽享快乐“食”
光。

尽享家门口的快乐“ ”光

陈庆花是微山县留庄
镇红荷村的村民，67岁的
她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
道，也没有什么技术。农
闲时，她总想干个零工，可
又离不开家。前些日，镇
里的工作人员到村里宣传

“社区微业”，可为赋闲在
家的村民介绍工作，她便
抱着试试的心理报了名。

没多久，工作人员就
为她介绍了一个手工活。
熟悉针线活的陈庆花，经
过简单培训就上岗了。“做
的是毛绒玩具剪裁、拼接，
刚开始不熟练，现在做的
多了，一天能做几十个。
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一千
多元。”陈庆花满足地说，
以前闲在家里，总觉得心
里不踏实。现在好了，有
了手工活，每个月都能增
加一些收入，还能照顾家
庭，两全其美。

在留庄镇，像陈庆花
一样，通过“社区微业”获
得一份可靠收入的村民还
有很多。

“我们联合当地企业，
引进一些适合家庭加工的

手工活项目，将手工活送到村居，村民们根
据自己的能力和时间，自由选择加工项目，
有的是毛绒玩具剪裁、拼接，有的是秸秆清
理、编织。再由企业负责为村民提供原材
料、技术指导以及成品回收。”留庄镇有关
负责人介绍，过去闲赋在家的村民在家中
做起了手工活，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业难题，也为企业用工带来了支持。

记者了解到，目前，留庄镇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以群众增收为重心，先后举办
社区招聘会6场，精准推送就业岗位80余
个，帮助500余人上岗就业，架起企业与用
工之间的坚实桥梁。开发乡村公益性岗
位、城镇公益性岗位654个，实现公益性岗
位安置一批村民就业。积极组织开展服务
业、养老护理、网络创业等工种累计培训
825人，有效促进群众技能提升和上岗就
业。

“我们将继续加大就业帮扶力度，探索
更多适合本地特色的就业模式，为村民们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不断加强对村民的
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竞
争力，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和增
收。”该镇有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梁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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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县 30 万亩水稻已收割完毕，
脱壳的大米经加工被端上人们的餐
桌，稻草的回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着。在鱼台鲁冠农产品购销有限公司
稻草收购现场，一辆辆满载着稻草的
农用车辆排起了长队，通过地磅称重，
不一会儿工夫农民手中的稻草就变成
了现金。

记者了解到，一部分稻草被制作
成草帘、草袋等销售至全国各地，用于
防风固沙和管道防寒保暖；一部分稻
草经工人们的巧手编织，化身工艺品
出口到海外市场；还有一些稻草被送
往生物质发电厂用于发电、饲料厂作
牲畜饲料。据统计，鱼台县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97%以上。
■记者 梁琨 鲍童 通讯员 赵诗影 摄

食

11月15日上午9时，邹城市北宿镇的大集人声鼎
沸，热闹非凡。商贩们的叫卖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此
起彼伏。

“一定不要坐超员车辆，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
“咱回去也给孩子们说，不管骑两轮的还是三轮的电动
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一抹鲜亮的绿色格外引人注目——邹城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宣传科民辅警联合四中队的队员们，身穿整
洁的警服，手捧着交通安全宣传彩页，穿梭在人群之
中，向过往的市民和摊主们宣传讲解交通安全知识。

他们耐心细致地向村民们讲解着交通安全的重要
性，从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系好安全带，到遵守交
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酒后驾车等。

“农村是交通安全宣传的主要阵地之一，加强宣传
有助于提升农民群众的道路安全意识，能够有效预防
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邹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一直在组织此类活动，通过深入
农村大集、村广场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开展形式多
样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此外，大队还与村两委携手
合作，共同探索出了一条以村居为平台，打造交通安全
示范村的新路径。

为让交通安全知识深入人心，民警还利用农村“大
喇叭”播放交通安全提示音频，在村庄显眼位置张贴宣
传海报，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还时常组织警力到部
分道路的村庄路口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和劝导，及时
纠正交通违法行为，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
通过宣传学习，村民们对交通安全及道路违法行为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并表示会遵章守法，安全出行。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李凡红

交通安全进乡村
守护村民平安路

■本报记者 鲍童
本报通讯员 刘新红 王晓丽

近日，一场跨越千里的感人重逢在山西省翼城
县公安局辛安派出所上演。一位走失18年的七旬
老人，在当地公安民警和曲阜市姚村镇孔家村村干
部的共同努力下，终与阔别已久的家人团聚。

前不久，翼城县公安局辛安派出所民警在辖区
古署村巡逻时，发现一名老人坐在路边，神情疲惫。
民警立即上前询问，但老人吐字不清，身上也没有任
何证件和手机。考虑到老人的安全，民警决定先将
其带回派出所，再想办法核实身份、寻找家人。

回到派出所后，民警耐心与老人沟通，试图从老
人的话语和口音中获取线索。经过多方查询和分
析，民警终于得知老人是曲阜市姚村镇孔家村人，于
近日流浪至此，随即与当地派出所联系，并将老人的
相关信息反馈给姚村镇孔家村的村干部。

接到消息后，孔家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孔令喜迅
速响应。18年过去了，老人的面貌已发生变化，孔
令喜很难直接辨别老人的身份。但凭借一丝熟悉感
和多年工作经验，他在视频电话中仔细辨认，并询问
她对家人、邻居的印象，终于在老人凌乱的话语中捕
捉到了一些关键信息，从而确认了她就是孔家村走
失多年的村民。

当天，孔令喜就与老人的儿子孔先生取得联
系。孔先生得到消息后激动不已，便与孔令喜一同
连夜驾车从曲阜赶赴翼城。

次日，孔先生在辛安派出所见到了自己朝思暮
想的母亲。18年的离别，在这一刻化作母子相拥而
泣的感人场景。孔先生激动地说：“娘啊，我是你儿
子呀，我终于找到你了！”而老人也在儿子的怀抱中，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事后，孔先生向翼城县公安局辛安派出所民警
和曲阜市姚村镇孔家村的村干部表示了衷心感谢。
他说：“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可能永远都找不到我的
母亲。感谢你们让我能够重新拥抱家人，感受家的
温暖。”

走失18年
奔赴千里再团圆

◆ 记者跑社区

◆ 真情时刻

近日，由山
东省家庭文化
研究会、济宁高
新 区 管 委 会 等
单位主办的“齐
鲁好家风，儒韵
永传承”书画与非
遗作品展览，在高新
区奥特莱斯枫叶小镇举
行。来自济宁市各县市区的
380件书画、非遗作品精彩亮相，以独特的艺术角
度描绘出新时代家风家教家训以及人民群众健康
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通讯员 李庆平 李敏 李丽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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