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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泗水讯（记者 王丽丽 通讯员 杜
正义 张显赫 刘楠）今年以来，泗水县以推
进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为抓手，不断扩大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覆盖面，持续优化参保结
构，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截至目前，全县基本养老保险
总参保人数达43.3万人，参保率达96.1%。

强化宣传促参保。通过部门间信息共
享，泗水县建立纳税未参保企业、未全员参保
企业、中断参保人员、个体工商户、新业态从
业人员等5个扩面资源库，结合社保政策“春
风行动”、社保“12333咨询日”、个体工商户
社保服务大走访等活动，开展社保政策宣传
70余期，根据不同群体的关注重点，制定不
同的宣传策略，有针对性地普及社保政策，持
续加大社保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群众参保积
极性。

县镇联动促参保。泗水县建立网络化社
保“微服务”工作机制，采用“1＋1＋N”模式，
组建“1名主任或者科长＋1名业务骨干＋N
名镇街（社区）网点员”宣传队伍，深入镇街开
展扩面宣传。组织业务骨干，成立社保政策
宣讲团，开展社保经办培训进镇街活动10余
次，重点讲解社保参保缴费、电子社保卡签

发、待遇资格认证等基层业务经办工作，增强
镇街社保经办能力。

优化服务促参保。利用周末、节假日提
供“不间断”参保服务，引导灵活就业人员等
各类群体积极参保、持续参保。推行综合柜
员服务模式，集成社保、就业、劳动监察等
125项人社业务“一窗受理、一窗通办”，实现

“一次办好”。通过“综合柜员”“劳动保障协
理员”“老乡代办员”“网上综合柜员”四员联
合发力，积极建设覆盖县镇村、县内县外、线
上线下的全方位经办服务网络，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数智结合促参保。大力推动社
保经办数字化转型，与7家合作银
行签订社银合作协议，打造完
成社银合作网点18家，将50
项社保业务授权社银合作网
点办理，实现社保服务“多
点办”“就近办”。在人社、
医疗、交通、文旅等领域，
构建共建共享共用的智慧
社保“一卡通”服务管理体
系，实现群众便捷用卡、一卡
多用。

多措并举 促进社保扩面提质增效
泗水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泗水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超过9696%%，，覆盖覆盖4343..33万人万人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杜正义 吴青 刘楠）近日，泗水

县成功召开了“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创作计划”《尼山脚
下》作品改稿会。该长篇小说以龙湾湖乡村振兴建设为背
景，讲述了东仲都村数位返乡人士，秉持重塑中国乡村理
想生活的理念，借助自然资源，以废弃粮仓为基础，在政府
引导下探索“合伙人”模式，携手党员改善乡村文明，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带动群众共同脱贫致富。据了
解，我省已有4部作品入选由中国作协主办的“新时代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尼山脚下》是我市唯一入选的作品。

此前，泗水县政协委员在调研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
中敏锐地察觉到，该县乡村文化振兴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
间。在泗水县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仙文倩委员向大会
提交了《关于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建议》的提案。
该提案围绕如何激活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丰富发展乡村
文旅新业态、提升文旅产业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带
动作用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与建议。

在县政协的高度重视下，这份提案很快得到了落实。
相关部门积极采纳、精心部署、迅速行动，专门成立了历史
文化资源挖掘整理工作专班，深度挖掘儒家文化、仲子文
化、泗河文化、始祖文化、陶文化以及砭石文化等特色文化
资源，以新时代视角，阐释、弘扬、传承儒家文化、农耕文
化，把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于广大农村，形成良性乡村文化
生态。

通过深入挖掘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将优秀传统文化
与乡村文化振兴有机融合，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为乡
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清晰明确、切实可行的制度依据，
紧紧围绕乡村文化建设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效利用乡
村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乡
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政协力量”
助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日前，位于泗水
县圣水峪镇的海波
甘薯脱毒种苗扩繁
基地正在进行冬季
甘薯育苗，大棚内种
苗长势良好。图为
该基地负责人查看
甘薯苗生长情况。

■通讯员 雷强 摄

■本报通讯员 王晓庆 刘凤娇

近年来，泗水县苗馆镇围绕“党政所
急、基层所能、人民所需”，充分发挥基层妇
联组织联系家庭、联系妇女的优势，以“人
大代表+N”为切入点，探索推出“人大代
表+妇联执委”工作模式，引导各级人大代
表、妇联执委参与到基层治理全过程，有效
解决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基层矛盾纠纷化
解等社会治理难题。

唱响乡村善治“好声音”。“人大代表+
妇联执委”着眼于人民群众对妇女儿童维
权服务的新期盼，联合设立“人大代表+妇
联执委”维权联动工作室，每月25日定为
公开接待日。调解室坚持“乡村善治、依

法调解、维权联动、协同服务”宗旨，针对
离婚、婚约财产、土地承包、民间借贷等邻
里家事纠纷，积极构建婚姻家庭类纠纷风
险排查、诉前调解、诉后回访、关爱帮扶等

“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推进家事纠纷源
头化解、多元化解，以家事纠纷治理助力
扁平化社会治理水平再提升。今年以来

“人大代表+妇联执委”参与化解矛盾隐患
30余件。

奏响爱心陪伴“主题曲”。“人大代表+
妇联执委”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多名
人大代表主动参与，化身“爱心妈妈”，不
仅为孩子们赠送爱心礼物、亲情互动，还
精心谋划陪伴活动，将文化知识、心理健
康、安全自护等内容，与游戏互动有机结

合，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润儿童心灵，
为孩子们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
支持。今年，5名人大代表累计参加“微爱
妈妈陪伴成长”行动6期，陪伴儿童120余
人次。

凝聚社会和谐“向心力”。为切实做好
镇域困难群众保障工作，“人大代表+妇联
执委”及时了解困难家庭、低保家庭以及残
疾家庭所想、所需、所盼，带着满满的关怀
和爱心，为4名听障母亲送去助听器及生
活必需品，为2名残障儿童送去专用轮椅，
为5名困境儿童送去学习用品及节日礼
物。在走访过程中，代表们叮嘱他们有困
难要及时向镇村两级反映，鼓励他们以积
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唱响乡村善治“好声音”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刘畅 雷强）“老乡，咱手里拿着
的是民法典案例手册，里面有很多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例
子，平时可以多翻翻、多看看，多了解点法律知识。”近日，
泗水县司法局圣水峪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与村级法律顾
问朱明臣，一同走进该镇庠厂村集市，一场别开生面的法
治下乡宣讲活动正热烈开展。

“以前总觉得法律离咱老百姓挺远的，现在听了这些
案例，才知道懂法守法有多重要。以后可得多注意，不能
稀里糊涂就犯了法呀。”村民孔凡英感慨地说。在圣水峪
镇，村级法律顾问已然成为村民信赖的法律守护者。通过
不断完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圣水峪镇与律师事务所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聘任了5名法律顾问，他们的身影
活跃在全镇60个自然村中。这些法律顾问不仅积极参与
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还主动开展法律咨询、文书审核等法
律服务，极大地满足了村民的需求，为乡村和谐稳定注入
了强大动力。

为深入推进法治下乡工作，拉近法律知识与群众之间
的距离，圣水峪镇精心打造了一系列法律宣传阵地，如“法
治小院·幸福食堂”“法治一条街”“法治广场”。今年已举
办10余场法治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解答群
众法律咨询40余人次。这些活动不仅营造了全社会关
心、支持和参与乡村法治建设的良好氛围，更让法治观念
深入人心。

圣水峪镇还通过示范引领、精细治理、常态化教育培
训以及队伍建设等措施，构建了一个多元纠纷调解机制，
及时发现矛盾、化解纠纷。目前，全镇39个行政村已全面
建成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有132名人民调解员。今年以
来，成功调解矛盾纠纷60余起，有力维护了乡村和谐稳定。

“我们将继续开展常态化教育培训，结合‘法律七进’
‘送法下乡’等活动，不断推进普法工作深入村落、走进农
户。同时，进一步整合村干部、网格员、‘法律明白人’‘五
老’等人员力量，共同构建更加完善的多元纠纷调解机制，
为法治乡村建设铺设更加坚实的基础。”圣水峪镇党委副
书记、政法委员刘斌说。

圣水峪镇

法治下乡让乡村更和谐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王林林 刘凤
娇）近日，走进泗水县金庄镇恒创养殖专
业合作社2000多平方米的养殖棚里，一
股自然清新的麦麸香气扑鼻而来，养殖
架上一个个长方形的养殖盒整齐排列，
在“簌簌……”的声音衬托下，尽显一片
生机。

该合作社加工车间里的工人正在赶
制发往韩国的黄粉虫订单。“黄粉虫对养
殖环境要求不是很高，温度在二十五六
摄氏度，没有什么废物废水的产生，没有
瘟疫，用途广泛，是制作动物饲料、蛋白
粉、保健品乃至化妆品的优质原料……”
恒创养殖专业合作社厂长乔倩倩说道。
黄粉虫别名面包虫，富含蛋白质、维生
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蛋白质含量超

50%，大大高于常规动物性食品，产品可
开发空间巨大且生长时间较短，三个月
就能完成从卵到幼虫再到蛹，最后成虫
的华丽蜕变。烘干后的黄粉虫经出口企
业打包销往欧美、日韩等十几个国家。

“2022年，我们投资1000万元成立
恒创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黄粉虫养殖
车间，育肥总盘数10万盘，预计盛产期
日产鲜虫 2万斤，年产虫干 1000 吨以
上，收集虫沙5000吨以上。近几年，市
场需求量持续增加，我们黄粉虫的产量
也逐年增加，今年纯利润可达到200万
元。”恒创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赵锐表
示。

“金庄镇会一直按照‘一村一品’产
业发展思路，以点带面打造一批组织强、

产业兴、村庄美、农民富的村庄，不断探
索增收致富的新路径，让更多的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创业增收。”泗水县金庄镇副
镇长田加政表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近年来，金庄镇将产业兴旺作为乡
村振兴的核心，立足资源禀赋，充分发
挥优势，探索形成更多新业态和新模
式。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
色”的目标，发展特色乡村产业，打造了
马头山香薯、戈山蜜薯、官园蔬菜、卞庄
樱桃、音义西瓜等特色品牌，不断壮大村
集体经济，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
础。如今，一幅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
画卷正在金庄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
徐徐展开。

金庄镇

小小黄粉虫变身致富“黄金虫”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李铭菡 刘凤娇）政策宣讲、法律
咨询、健康义诊、免费理发、免费贴膜……今年以来，泗水
县泗河街道借鉴传统的赶集形式，开展了一系列“惠民大
集”活动。活动形式丰富多彩，服务内容接地气、有温度，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

汇聚服务，暖心惠民。“惠民大集真是办到了我们心坎
上，志愿者热情周到，今天在这里享受了‘一站式’服务。”
近日，泗河街道圣源湖社区举行的民生大集活动，得到了
居民的连连称赞。为推动“惠民大集”服务活动走深走实，
泗河街道通过汇集文化、医疗、教育等各方资源，作为大集

“合伙人”，集中整合群众需求，科学规划服务时间与地点，
选择利用文明之风浓厚、群众参与度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广场），成功举办了近百场“惠民大集”，满足了不同
年龄层、不同需求的居民。

志愿服务，助力大集。在便民理发摊位前，理发师手
法娴熟地为居民免费修剪发型；手机贴膜摊位内，工作人
员细心擦拭着居民的手机；政策咨询摊位则提供了专业的
解答服务……在“惠民大集”现场，各摊位志愿者忙碌的身
影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自“惠民大集”活动开展以来，泗
河街道积极挑选热心公益事业、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以及
相关特长的志愿者，组建了“便民利民”等志愿服务队20余
支，聚焦群众需求、优选服务内容，确保服务专业又可靠，
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文明实践，乐享大集。理论宣讲、文艺演出、跳蚤市
场、趣味游戏……“惠民大集”为群众带来生活的便利。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诈宣传、交通安全、垃圾分类等一系
列文明知识宣传摊位，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个可学、可看、
可玩的平台，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群众学到知识。“惠
民大集”为群众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弘扬了社会正能量，
树立了文明新风，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泗河街道

“惠民大集”暖人心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王静珂 刘畅）“大哥，

我家下水道堵了，你帮忙看看怎么回事。”近日，
泗水县泉林镇马石村网格员姜秀琳接到了村民
的求助电话，来不及吃饭，姜秀琳就来到求助群
众的家里。经过排查，由于前几天下雨，雨水把
树枝树叶冲到下水道导致堵塞，姜秀琳立即联系
工作人员抢修，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在马石村，类似的事件姜秀琳处理了不下
百件。通过定期入户走访，姜秀琳发现村里有
好几户独居老人。他把独居老人的需求放在心
上，不仅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更关注他们的精
神生活，为独居老人提供便捷有效的上门服务，
并组织老人们积极参加村内活动，充实了老年
人的生活，排解了他们的孤独感，还拉近了他与
老人的感情，使老年人在夕阳的余晖中绽放光
彩。

“小网格发挥了大作用啊！现在村里办事更
方便了，矛盾也变少了，外出打工时家里老人也
有网格员关心，我们很满意！”马石村村民李龙赞
叹道。

近年来，泉林镇瞄准基层网格，探索推动社
会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全镇按照“地域相
邻、人员相熟、规模适度、方便管理”的原则和扁
平化管理要求，设置三级网格。一级网格43个、
二级网格64个、三级网格516个，每个三级网格
服务管理50户至60户村民，每个网格都配备
网格员参与日常管理。他们时刻把村民的事情
放在心上，及时发现并调处邻里纠纷，当有苗
头性矛盾隐患出现时，及时联系镇有关领导、
服务区党总支书记、相关部门负责人，全力解决
群众合理诉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泉林镇

小网格让群众
幸福满格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吴思佳 刘楠）“真不
孬，真没想到许可证这么快就办下来了，直接到
一个窗口交上材料就行，太方便了！”近日，泗水
县星村镇前河西庄村的返乡人员张恩清拿着刚
到手的食品经营许可证高兴地说道，对星村镇

“进门一次”成功办理的服务赞不绝口，并为服务
大厅工作人员送上锦旗。

近年来，星村镇持续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
核心目标，致力打造“依规办事不求人、方便快捷
少跑腿”的政务环境。今年以来，该镇为民服务
中心已入驻民政、人社、医保、残联、扶贫、卫健、
登记服务、宅基地管理等11个窗口，每个窗口都
配备2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切实提高办事效率。
截至目前，313项政务服务事项均实现直接办理
或者帮办代办，真正实现就近办、办得好。

为进一步方便服务群众，星村镇还常态化开
展“窗口前移、服务赶集”政务服务活动，根据群
众和企业需求，多样化开展送服务上门活动，变
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切实拉近政府与群众之间
的距离。今年以来，对接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
帮助山东汇川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获批企业贷款
100万元；累计办理行政审批业务631件，其中新
办理行政审批业务207件，注销334件，变更90
件，食品经营许可证业务42件。

“星村镇坚持聚焦企业、群众所需所盼，不断
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为企业送效率、送
渠道、送服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活力。”星村镇经
济发展办公室的王明晓说。

星村镇

高效办成一件事
服务群众零距离

■通讯员 宋彦贵 摄

▲社保政策进工地

◀社保服务进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