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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县建立“纵连县乡村三级网络、横通县域医共体”服务
体系，组建妇幼健康专科联盟，创新推出县乡两级护士联合坐
诊机制，为孕产妇提供建档、咨询等全周期服务，有效破解城乡

“人户分离”群体健康管理难题，累计服务孕产妇5322人次。
■通讯员 刘楠 杨亮 摄

逢春正当时，不负好春光。在泗水县杨柳镇仓上村种植大
棚内，马铃薯迎来丰收季节，农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通讯员 侯文俊 摄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束晓涵）为全面深化人大代表
参与人民调解工作，近日，星村镇部分县、镇人大代表和
司法所工作人员组成人民调解工作组，入村开展矛盾纠
纷排查摸底工作，共同参与完善镇、村、组三级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体系建设，为基层治理探索新路径。

建立社情民意“收集站”，让代表参与治理“有舞
台”。将人大代表联络站同时设为社情民意“收集站”，
结合人大代表进网格及司法所日常调解工作实际，实行
镇域内县、镇两级人大代表轮流“坐班”制，倾听民意，排
解民忧。对于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人大和司法所
做好办理情况的跟进和监督，确保将矛盾问题化解在源
头，防止小问题累积变成大矛盾。

打造矛盾纠纷化解“终点站”，让代表参与治理“献
良策”。积极探索人大代表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的新模
式，深化“人大代表+司法力量”沟通协作，通过联合入户
走访、召开座谈会、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等方式，引导群众
依法表达合理诉求，结合代表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
各具专业特色的优势，构建部门联动、信息畅通、齐抓共
管的调解工作新格局。

设立能力提升“加油站”，让代表参与治理“求实
效”。镇人大联合镇司法所开展法治培训，面向各级人
大代表、村级“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开设学习班，
针对矛盾调解技巧、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进行专题讲
解，增强人大代表法治素养，提升纠纷化解能力，促进代
表依法履职。

星村镇创新“人大代表+人民调解”工作模式，充分
发挥人大代表重要作用，把问题化解在基层，把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人大智慧和力
量。

星村镇

“人大代表+人民调解”
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乔赞 刘凤娇）近年来，泗水
县政协充分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着力在健全制度、把
握重点、丰富形式上持续发力，充分发挥视察、调研、评
议、质询多元监督作用，监督氛围理性有度、监督环节
合法依章，唱响了服务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
旋律。

健全制度机制，构建监督闭环。县政协认真落实完
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机制的改革要求，制定出台《关于
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就监督工作的
基本原则、实施重点、形式载体、履职程序和工作机制作
出制度性安排，形成从谋划选题、拟定计划、组织活动到
成果转化、评价反馈的全链条监督机制。

聚焦提案办理，强化重点监督。县政协把提案办
理作为强化监督的重要抓手，以2024年为例，针对党
政领导领办的15件重点提案，遴选打造泗水特色餐饮
品牌、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打造地瓜线上供应链等
7件提案，由主席会议成员牵头开展“体检式”督办协
商；在第三季度的常委会专题会议上听取部门提案办
理工作汇报，并由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提案承办单位进
行评议。

创新监督形式，紧扣民生发展。县政协坚持以人生
事、发展事为主线，开展全周期调研视察、多维度监督建
言。紧扣婴幼儿托育、社会心理健康、基本公共卫生、中
医药服务等课题，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监督意见；聚
焦招商引资、行政审批、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商贸服务
等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组织监督活动、形成建言成果，
许多建议已转化为具体的工作举措。

泗水县政协

唱响服务高质量发展
主旋律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刘楠 杨亮）“以
前产检知识全靠自己查，现在群里每周都
有新收获。”正在接龙报名免费尿碘检查
的准妈妈张娜说。在杨柳镇孕妈群里，图
文并茂的科普让“尿碘检测防呆小症”变
得通俗易懂。通过群公告里的“检查接
龙”，全镇76位准妈妈半小时就完成了预
约。

这种“指尖科普”正从乡镇孕妈群延
伸到新生儿家庭。妇幼儿保群里弹出一
条求助，新手妈妈庞玉彤把孩子红疹照片
发进儿保群，泗水县妇幼保健院医生刘腾
飞，立即在群里发出专业指导。庞玉彤
说：“现在足不出户就能问诊，心里特别踏
实。”这样的专业守护，已成为当地14个
孕妈群、7个儿保群的日常。

如今在泗水县，每个乡镇的孕产妇都
能在微信群里找到“家庭医生”。泗水县
妇幼保健院44名产科医生、助产士、护士
化身“24小时客服”，有问必答。刘腾飞医
生的手机里儿保群处于置顶状态，每天多
花2小时在线答疑已成常态。“消息提示
音就是‘集结号’。”他笑着说，“虽然工作
量翻倍，但看见孩子们健康成长，累也值
了。”

从孕早期的营养指导到新生儿的护
理咨询，全县已有5.7万名妇女儿童享受

“云端医疗”带来的便利。通过“网格化建
群+专家入驻”模式，孕产妇群、儿保群如
同毛细血管般延伸到每个村落。

“以前宝宝一有问题就往医院跑，现
在专家就在手机里。”正在儿保群咨询的
澄澄妈感慨道。21个微信群架起的“健
康桥”，正让泗水县的母婴健康服务变得
触手可及。正如刘腾飞医生所说：“我们
多操一份心，就能让宝妈们少跑一段
路。”

“云端”
守护妇幼健康

春光拂面春意暖，和美乡村新画卷。航拍泗水县杨柳镇孔家村，秀美风光尽收眼底。■通讯员 祝伟 摄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张锋 刘畅）为
深化社保经办服务改革，加快推进社保
经办服务数字化转型，泗水县创新引入
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协助处理社会
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低风险、高频
次业务，通过设立RPA数字柜员，运用软
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AI）技术，实现全
流程自动办理、实时监督，“7×24小时”
不间断工作，大大提升了社保经办服务
质效。

社保经办业务点多面广，参保群众
基数庞大，许多低风险、高频次业务存在
大量重复、繁琐操作，纯人工操作既耗时
耗力还容易出错，产生操作风险。泗水

县现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员近16万
人，平均每个月有近200人因未及时进行
社保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导致停发社会保
险待遇。停发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完成认
证进程不同，重新恢复待遇也需要按照
流程将规范证明材料上传系统。

“尽管总体来看，200人并不是特别
多，但是每个人情况不同，逐一查阅认证
结果、审核材料后上传系统，需要花费大
量时间、精力进行重复操作。如果人工
操作截图证明材料不标准，还得重新上
传。有时候要加班加点审核、上传资料，
耗时耗力还容易出错。”县社保中心工作
人员黄燕说道，“现在由RPA自动批量操

作，我们只要做些辅助工作，把名单按格
式整理好之后启动即可，跟以前相比方
便又省心。”

今年以来，泗水县已通过RPA处理
低风险、高频次业务5580笔，不仅实现零
差错，而且工作效率较人工提升300%以
上。县人社局正在逐步拓展更多数字化
业务应用场景，重点在新参保人员登记、
参保职工数据维护等规则复杂、人工办
理效率低下、人为风险因素较高的业务
中部署RPA机器人，不断充实RPA数字
柜员业务范围，避免因数据输入错误、流
程遗漏等人为因素造成风险，以技术手
段规范社保经办流程。

提升社保经办质效

本报泗水讯（通讯员 邵亚奇 刘楠）
泗水县积极创新招商模式、强化工作举
措，全力激活招商引资的强大动能，助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立足区域实际，优化驻点格局，通过
组建五大区域招商局，精准对接重点经济
圈产业资源。为构建全域化、精准化招商
网络，该县创新实施区域驻点招商模式，
组建京津冀、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
渝5个区域招商局，选派精干力量常驻重
点经济圈，深度对接产业资源。各驻点招
商局围绕县域“4+3”主导产业，建立动态
目标企业库，开展“一对一”靶向推介，累

计走访企业60余家。其中，京津冀区域招
商局就蛋鸡养殖等项目达成合作意向；环
渤海区域招商局邀请威海泗水商会等来
泗考察，营造出浓厚的招商氛围。

坚持高位推动，强化示范带动，实施
“一把手”招商工程，主要领导带头、各部
门单位积极参与，主动出击对接龙头企
业与行业协会，加速优质项目落地。先
后赴北京、杭州、青岛等地开展招商活
动，重点拜访新希望六和、中节能、浙江
省中小企业协会、山东宠物行业协会等
龙头企业及行业协会，推动无穷食品产
业链延伸、雅客休闲烘焙等优质在谈项

目加速落地。截至目前，全县各部门、单
位累计“走出去”招商202天，拜访企业、
商会209家；一季度，全县新签约亿元以
上项目17个，到位资金2.24亿元。

聚焦队伍建设，深化培训赋能，通过
专题培训与实战练兵，提升招商干部专
业素养与实战能力。开设“招商大讲
堂”，围绕产业政策、谈判技巧、产业链分
析等开展专题培训4期，培训招商干部
50余人次。同步实施“实战练兵”计划，
选派年轻干部到驻点招商一线锻炼，提
升项目研判和资源整合能力，增强招商

“内生力”。

激活发展新动能

创设RPA数字柜员

招商引资“组合拳”

■通讯员 刘小超 刘凤娇

今年以来，泗水县深入试点推进“15分
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度
融合，借助“嵌入式服务+场景化供给”的创
新模式，将就业服务精准融入社区生活场
景，让居民在步行可达的生活圈内同步享受
高质量就业服务。

服务场景深度融合

“早上带孩子在社区食堂用餐时，看到
食堂张贴的招聘信息，觉得挺适合自己，就
试着应聘了。”家住金庄镇金裕社区的翟女
士，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如今已通过社区就
业服务站成功入职。

泗水县依托服务场所、便利店、社区食
堂等便民服务点设立“就业服务角”，配备智

能服务终端和专职就业管家，市民在买菜、
健身、办事途中，即可自助查询招聘信息、参
与直播带岗、预约职业指导。社区设立“创
贷之家”，为社区创业人员提供一站式创业
服务，目前，全县建成20个就业创业融合服
务示范点，日均服务200余人次。

数字赋能精准匹配

“我们在‘爱泗水’App上开发并上线
了‘龙城智慧社区’专栏，精准绘制社区地
图，实现居民查询与需求一键直达。”济河街
道龙城社区党委书记邱西忠介绍道，“除了
便民服务和矛盾调解，还利用社区资源带动
本辖区居民就业。”

目前，龙城社区已汇聚周边3公里内企
业用工需求，通过“泉源就业”掌上通微信小
程序，对企业和求职居民进行“岗位画像”与

“求职画像”的智能匹配。系统上线以来，推
送“家门口岗位包”2000余人次，匹配成功
率达73%。

服务供给立体升级

泗河街道金泉社区是县内大型商超、家
电卖场、美食街等商圈汇聚地。泗水县人社
部门对社区商铺用工需求进行动态更新，结
合“促消费”系列活动，同步开展灵活多样的
微招聘、微培训活动。针对超市服务人员流
动性大、需求高的情况，结合社区居民的就
业需求，开展超市营业员等技能培训，通过

“培训+定向推荐”的方式，帮助居民在家门
口就业。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社区广场、商超中
庭等场所，联合美团、京东等新业态企业打
造‘即时快聘’通道，帮助骑手、网约车司机

等灵活就业群体实现即时入职、即时参保。”
金泉社区党委书记王波说道。

多元协同共建生态

“在社区工作群里看到睫毛加工培训通
知后，我就来试一试了。这个工作在家就能
干，但社区还提供了场所。”提及自己的就业
经历，家住圣源湖社区的二孩妈妈王潇高兴
地说道，“按件计酬，时间自由，一个月能挣两
三千元。”像王潇这样的育儿妇女，通过社区
设立的“妈妈岗”实现就业的已有3000余人。

泗水县积极盘活村居、社区闲置资源，
因地制宜挖掘潜力。在社区、村居党群服务
中心广泛探索，开设自主性高、方式灵活的

“妈妈岗”，在辖区企业开发社区养老托育、
便民维修等民生服务岗位，为社区居民建立
起“岗位蓄水池”。

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双圈”融合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