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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王子玉 报道
本报菏泽讯 曹县曹城办事处李家包

子店的老板李富春，近日收到一张“民情
联系卡”，卡片上面印有县委党校教务科
主任房秀梅、曹城办事处科级干部王付
蕊、包子店所在村包村干部张力文三名干
部的名字及联系电话。李富春说：“县乡
村三级干部来店里给了我卡片，说以后有
什么困难，或者需要咨询的问题，可以打
电话给他们。当时确实感到很意外：我一
个开包子铺的个体户政府也这么重视。”

据了解，曹县正在开展干部直接联系
服务群众活动，每个村（居）分别由一名
科级以上干部（包括县级干部）和一名副
科级后备干部（或乡镇包村干部）进行联
系，选派2352名干部直接联系全县1176个
行政村（居），主要工作是听民意、知民
情、解民忧、暖民心，传达党委声音，解
决群众诉求。“有事找干部，村里的不
行，找镇里的，镇里的不行，还可以找县
里的。”郑庄镇白蜡园村村党支部书记李
正文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向300多户村民，介
绍了包村的三名县乡村干部。

今年以来，曹县通过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全县各级干部提出新
的考量，要求把全县所有的户都走访一

遍，了解到群众的期盼是什么？群众的问
题在哪里？群众的想法是什么？县委常
委、组织部长霍德欣说：“县里派出督导
组，每村抽取100户进行检查，对完不成任
务的严肃处理。”

“把民意汇聚过来，解决后再反馈回
去。”经过汇总，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37796条，梳理出70个方面的问题，大部分
问题在全县开展的“千件群众诉求集中交
办”、“百件疑难案件集中攻坚”活动中
得以解决。“群众顺气了，满意了，干部
的满足感比群众更强。”面对群众解决问
题的后笑脸，不少干部感慨万千。

“在解决群众问题时发现，群众满意
不满意，关键看民生投入多少。”曹县县
委书记王忠想说。今年上半年，曹县财政
用于民生支出 1 6 . 1亿元，占总支出的
72 . 7%。七月份全市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
曹县群众满意度上升到85 . 01%，居全市第
二位。

“在解决群众问题时，‘最后一公
里’往往决定群众的满意度。”曹县县长
谭相海告诉记者。基于这种认识，曹县决
定从今年开始到2016年底，总投资近30亿
元，大力开展校舍安全改造、乡村文明行动、
环卫一体化、文化惠民等30项工作，2016年
底前实现30项惠民工程达标全覆盖。

曹县：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
选派2352名干部“包”1176个行政村（居），把民意汇聚过来，解决后再反馈回去

□通讯员 郭素彦 王尚斌
记 者 孙亚飞 报道

本报阳谷讯 “这块地种的是‘迪卡
517’，一个棒子头能脱4两粒，脱完粒后
棒子芯细得能放进矿泉水瓶里，一亩地
能种5000棵，产量高。”“这里种的是
‘登海618’，它抗倒伏、品质好、宜密
植和机械化收获”……9月10日上午，阳
谷县博济桥街道郑庄村种粮大户郑丕兴
的玉米新品种示范试验田里一派热闹景
象，一块块玉米“方阵”整齐排列，来
自附近村上的几十位种植户正在“现场
观摩”。

“我从流转的500亩地中拿出20亩为新
品种试验田，里面有14个品种，一个品种
占1亩多地。”郑丕兴介绍，“差不多每半
个月就把合作社社员请到‘示范试验田’
看一看，每个品种的长势如何，管理细节
上有啥不同，让他们当评判员，选取来年
自己适宜种的品种。”

在旁边“观摩”的村民郑明水接过话
头：“老郑卖了30多年种子了，往年在他
这买种子，信的是他这个人，但种子到底
怎么样，还得种下去才知道。现在好了，
见了试验田，心里踏实了。”

大家说的老郑就是郑丕兴，今年5 2

岁，干了3 5年的农资店老板，从2 0 1 3年
开始响应中央一号文件的号召，流转了
5 0 0亩土地，当了家庭农场主，办起了粮
食合作社。今年小麦喜获丰收，平均亩
产1 1 0 0斤，总产达5 5万斤，收入5 0余万
元。

在郑丕兴看来，提高农业科技含
量，种粮才有前途。粮食丰收除了规模化
种粮外，“每亩地的纯利润中，农业科技
贡献率至少占一半以上，。像我种的‘济
麦 2 2’比一般品种亩产高出 5 0公斤左
右。”“种粮大户已经成为基层农业科技
推广的重要抓手，在他们的示范推广下，

农技推广周期已从过去的３－５年缩短到１－
２年。”阳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苏
善柱告诉记者。

试验田带给老郑的好处还不止这些。
“群众只要从示范田里选了种子，再加入
我的粮食合作社，就可以将地托管给合作
社，合作社为社员统一供种、统一施肥、
统一收割，产量比个人种也提高了。”郑
丕兴高兴地说，“合作社还对社员每斤粮
食高于市场价1—2分钱收购，每亩地社员
起码能多挣20块钱，我也挣了托管费，可
以说是双方都得利，到现在我已经托管了
2500亩地了。”

老郑喜种试验田
他说：提高了科技含量，种粮才有前途

□姜言明 宋杰 李胜男 报道
本报肥城讯 “融资难几乎是民营企业最大的难题，创业之

初，公司接了一份3万吨石膏腻子订单，资金缺口很大。为难之
际，市里为我们争取了300万元的银行贷款，帮公司度过了难
关。”9月19日，山东润东集团总经理董杰激动地对记者说。

肥城市委书记张成伟说：“抓民营经济就是稳增长、促转型、惠
民生。”今年，肥城市专门成立了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委员会，下设综
合、中小微企业扶持、全民创业、返乡创业服务、园区和载体平台建
设五个工作组，各镇街区、有关部门也都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
合力推进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改造，扩规提档、培大做
强。1-8月份，肥城市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280亿元，同比增长12%；
上半年个体工商户达到40634户，私营企业达到3473家，同比分别增
长5 . 3%和21%。

为加快民营企业膨胀壮大，当地对小微企业实施“递进培养”
拉动：筛选确定100家成长性良好、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进行重
点培植，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和市财
政续贷资金给予全力支持，力争年内“百企”主营业务收入和利税
双增15%以上。

肥城“递进培养”

推动民企加速转型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马庆亮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排骨炖冬瓜、鸡蛋炒黄瓜……9月15日中午，在

广饶县丁庄镇中心小学的食堂里，学生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午
餐。“由于离家远，孩子中午不回家，自己就在学校周围买点吃，卫
生质量不敢保证，现在好了，学校里建了食堂，饭餐营养可口，俺再
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午饭问题了。”家长刘海涛高兴地说。

针对部分学校学生就餐困难，食堂营养设备落后的现状。2014
年，广饶县启动了营养厨房建设和配套工程，总投资4922 . 63万元，
为7所学校新建学生食堂餐厅21204平方米；投资289万元，为10所学
校配备厨房设备，为15所学校配备蒸包机和可视留样柜，进一步改
善学校学生就餐饮食条件，让农村娃吃上放心可口的饭菜。

广饶：近5000万打造营养厨房

□姜全镇 摄
9月4日，曹县县委办公室干部孟令旺(左二)到单位所联系的村发放联系卡，并征求群

众意见。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于秀勇 苗得水 报道
本报威海讯 9月17日晚，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体育公园里一

如既往的热闹。“体育公园对面就是私立学校，我们本以为这块地
肯定要搞房地产开发，没想到政府给居民建了体育广场。”正在锻
炼的居民苏瑞杰说。

随着工业经济的膨胀和人口的加速聚集，张村镇房地产业方
兴未艾。在镇辖区有一所威海规模最大的九年一贯制私立学校，不
论是租房还是买房，周边小区的“学区房”都非常抢手。与学校一条
马路之隔，有一片108亩的空地，是开发商眼中绝好的“学区房”地
段。出人意料的是，镇里把这块空地规划建设了体育公园。

“建设体育公园，眼前看虽然不太合算，但长远看是提升宜居
程度、提升生活品质、增强镇域吸引力的好办法。”该镇党委书记樊
西民说。

经过紧张的施工建设，占地55亩的公园一期工程已于今年7月
份投入使用。目前，二期工程也在加紧进行，预计明年7月份投入
使用，预算投入将达到1000万元。

环翠区张村镇：

学区房好地段建了体育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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