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福录 通讯员 赵秀峰 王建祥 报道
本报惠民讯 记者11月9日到惠民县采访时，听说了一件

新鲜事：惠民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部门联合该县老龄办、文明
办、消防部门，共同为“老年人免费KTV”定点企业挂牌，
规定本县年满60岁、无心脑病病史、行动方便的老年人，凭身
份证就可以定期、免费走进KTV练歌房，潇洒地高歌一曲。

全面实施“文明娱乐”工程，丰富广大老年人的精神文化
生活，是惠民县年初就提出的设想。经过市场调查，征求意
见，娱乐企业进行细致遴选，确定了环境优雅、服务规范、热
心公益事业的量贩式KTV，制定了《老年人安全须知》，并
签定了《量贩式KTV“老年人免费娱乐”服务承诺书》。承
诺内容包括：及时接受老年人的集体预约，每月两个半天，免
费为老年人提供KTV包房、音响，免费提供白开水及饮具，
在楼梯、电梯、卫生间、安全出口等位置设置老年人易懂的警
示标语牌，确保老年人娱乐规范、舒适、安全。

惠民：“文明娱乐”

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张强
本报通讯员 桑蕊

“最少得3天才办下来的证，房管局窗
口‘特事特办’，一天就办好了，真是解
了我的燃眉之急！”11月3日一大早，中海
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孙惠民把一面写
着“勤政高效 服务热诚”8个大字的锦旗
送到宁阳县政务服务中心房管局窗口。

原来，今年9月底，孙惠民公司开发的
楼盘准备在国庆节召开房产推介会，可临
到节骨眼儿上了，才想起房屋预售许可证
还没有办妥。“如果按部就班，肯定不能
赶在10月1日之前办好，没有这个证预售楼
房就是违法，肯定行不通。”眼看国庆将
至，孙惠民急得团团转。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中心工作人员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协调房管局开通了
审批绿色通道，原承诺3个工作日压缩为即
时办理，当天下午他就拿到了房屋预售许
可证。“这多亏了窗口办事员放弃休息时
间为我们加班加点办理，才保证了第二天
推介会按时召开。”孙惠民感慨地说。

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拿到预售许可，
得益于该县政务服务中心建立的重点项目
服务提速机制。根据规定，县重点工程建设
项目指挥部确定的重点项目全部纳入快速
协调联办项目范围，职能窗口本着能简就
简、能快就快的原则，提高审批效率，快速
办理。

不仅是重点项目，服务提速机制也让
普通企业享受到和孙惠民一样的“待遇”。正
旺仓储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纪玉洪对此
就深有体会。10月19日，第一次来办土地和
房产过户手续的纪玉洪摸不清门路，正当
他一筹莫展时，窗口工作人员为他启动了

“联合办公”机制。六七家单位被中心召
集起来，不一会儿工夫就列出个办理清
单，先办什么后办什么，一目了然。

记者了解到，重点项目服务提速机制实
施后，部门累计审批服务时限压缩了83个工
作日，重点项目审批流程时限压缩了29个工

作日。截至9月份，中心共受理、办理审批服
务事项312 . 6万件，征收税费14 . 4亿元。

为方便群众办事，宁阳县政务服务中
心每天早上7:50开放大厅，比上班时间早10
分钟。在大厅内外，专门安放了长凳子，
供早来办事的群众休息等待。在中心的每
层楼上，都有服务热情的导引员以及摆放
整齐的便民服务药箱和针线包。一楼商务
中心安置了身份证复印机，供群众免费复
印身份证。

“孩子下午四点钟就放学，中心建了
这个儿童读书角方便多了，把孩子接来后
放在这里看书做作业，下班后再带她回
家。”在人社局窗口负责高校毕业生报到
工作的王瑜这样对记者说。

王瑜所说的儿童读书角是县政务服务
中心为方便员工接孩子而新设的学习娱乐
场所。负责看护孩子的一员工告诉记者，书
角的布置和设施充分考虑了10岁以下儿童
的需求，想学习的有书本，想玩耍的有玩具，
就是为了让家长放心地把孩子送到这里。

在宁阳县政务服务中心上班的职工，
大多以电动车作为日常出行交通工具，中
心不仅盖了车棚，还在棚内拉线安装了充
电桩，每隔三四米一个，可同时供48辆电
动车充电。

“我们从小处着眼，在一点一滴中夯
实服务群众的根基，让群众高兴而来，满意
而归。同时创造条件让职工舒心，使其全身
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中心负责人表示。

将企业需要、群众要求作为第一信号、第一责任

宁阳政务服务“提速换挡”

□刘永久 报道
本报滕州讯 “俺今年涝洼地改造种了3亩莲藕，每亩能收

4000多斤，收入15000多块钱，土地转换、涝洼地改造、合作社联
营，让俺又赚了一大把。”滕州市滨湖镇人民庄村赵成义老汉说。

滨湖镇不断巩固农业技术合作社在引领农业产业化发展中
的主导地位，精准发力，成为惠及农业生产的“助推器”。目
前，全镇已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社12家。渔港生态养殖专业合作
社是沿湖西辛安村一家农村合作组织，以养殖螃蟹为主，附加
鲤鱼、草鱼等为辅的水产鱼类，推行上林下渔，上畜下渔等生
态模式，采取划片分池饲养的方式“俺5月份投放的螃蟹苗，
到捕捞时每只能达三四两或半斤，合作社负责收购，估计一年
就能挣够承包费和成本费。”西辛安村村民王介港如是说。

滕州滨湖镇：

合作社成惠农生产助推器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侯刚 郑军 徐曰东 报道
本报齐河讯 “宽幅精播、深耕深松

等新技术都用上了，按着张平老师的指导种
地，收成肯定差不了，刚收获的玉米用了新
技术，每亩多收了20多公斤，还节省了15元
成本。”11月12日，齐河县晏城街道办事处小
安村的魏爱军正在查看小麦长势。

今年4月份，齐河县实施“农业技术专家
牵手农户高产竞赛活动”：从全县挑选26名
业务能力强、有责任心的中高级农艺师，与
各乡镇的100个种粮大户、农场主结成帮扶

组，将其培养成种植技术全面，绿色生产带
动能力强的“农业专家”。

帮扶组采取面对面指导的方式，进行全
程帮扶，牵手专家在作物生长的不同时期到
场进行指导，并填写技术指导手册和指导记
录；推广绿色增产技术，绿色生产理念，结合
农户生产经验，探索新技术，深挖单产潜力；
每月组织牵手农户集中培训。为保证帮扶效
果，该县邀请外地专家进行实打测产，要求
所有帮扶组，小麦亩产量最低达到650公斤，
玉米最低达到800公斤，达标后则可选择新
帮扶对象。

“自己是种粮能手，还有专家指导，跟他
种地，错不了，他怎么种，我就怎么种，不懂
的就去问问，现在周围四五个村里，不少都
学着他种地。”小安村的杨明辉看到魏爱军
省了钱，还多打了粮，也开始学着他用起了
新技术。

农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再提升，离不
开高端培训指导。齐河邀请于振文院士、王
振林教授等一流专家当智囊、做顾问。请他
们利用周末、假期，对全县农技人员、种粮大
户、农场主等进行培训；在作物生长关键时
间节点，借助“国家级种子试验示范基地”及

专家的实验田、展示田，开办田间课堂，由院
士、教授在田间地头进行现场示范指导；县
农技人员及时整理院士、教授所传授的技术
规范以及病虫害防控信息，通过发放明白
纸、电视讲座等形式及时传递到千家万户。
今年以来，已邀请院士、教授50余人次到齐
河指导、培训1 . 2万人次。

“借力农业专家，用好农技人员，把种粮
大户、农场主培育成真正扎根农田的‘乡土
专家’，发挥其特有的辐射带动能力，提高全
县农户科技水平，保持全县粮食绿色稳产、
持续增产。”齐河县农业局局长崔洪亮说。

农技专家牵手农户争创高产

齐河：打造扎根农田的“乡土专家”

□桑蕊 报道
宁阳县政务服务中心提速机制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办事效率，所有企业均可享受即时

即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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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薄克国 实习生 李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1月11日，青岛市市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挂牌成立了婚姻家庭辅导室。作为市南区民政局为民服务的一
项重要举措，婚姻家庭辅导室将发挥“婚姻诊疗室”公益服务
的作用，为婚姻当事人提供各类婚姻家庭辅导，促进婚姻家庭
的和谐健康发展。

11月16日，记者在市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看到，婚姻家
庭辅导室位于离婚室对面。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张安娜介绍，
婚姻家庭辅导室成立后，将为有需求和冲动型离婚的当事人提
供情感辅导、心理疏导、矛盾劝解、离婚劝和等服务，增强夫
妻双方的责任感和包容度，帮助婚姻当事人排解各种婚姻家庭
危机，最大限度地保护婚姻和谐、维护家庭稳定。

据悉，为更好地发挥婚姻家庭辅导室的作用，目前由具备
中级社会工作师资质、从事婚姻登记工作17年、办理离婚登记
工作经验丰富的登记员吴秀芬担任婚姻家庭辅导员。

青岛市南区成立

婚姻家庭辅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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