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周鲁新 冯萍

10月19日，随着最后六车货物顺利发
车，淄博卓捷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宫春龙
长吁了一口气。

“材料补齐后，注册当天就拿到了营业执
照。以前都是以个人名义跑客户，小打小闹，
现在生意越来越好，每天都忙不迭。”宫春龙
笑着说，今年9月顺利完成工商注册后，当月
便拿下450余万元的物流订单。对于宫春龙而
言，事业蒸蒸日上，自家的小日子也越过越舒
坦。其实，与宫春龙同样受益的“小老板”，在
淄博传化金泰公路港还有100多个。

淄博传化金泰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总
经理钟铭告诉记者，年初试营业期间，港内
300多家物流商户中真正有正规手续的少
之又少，如何及时地指导他们工商登记，规
范市场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最大问题。

张店区区长王义朴说：“要用抓铁有痕
的力度突出抓好营商环境的对外服务与对
内管理，做到‘院墙内的事企业办，院墙外
的事政府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
腿’，为企业和项目打造‘全天候、保姆式’
服务，真正形成名副其实的‘三最城市’。”

为此，张店区工商部门开辟“申请优
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的一站式绿色通
道服务，集中为传化金泰公路港等重点招
商项目进驻的商户办理营业执照。“针对需

求，我们专门设立了‘大户室’，对重点项目
和企业进行贴身服务，只要材料齐全，都争
取现场受理，当日发照。”张店区工商局企
业注册局副局长王娟介绍。

截至目前，张店区工商局通过绿色通道
已为传化金泰公路港128户商户办理了工商
注册及变更业务，诸多商户一般在第一时间

就尝到甜头，试营业至今，传化金泰公路港平
台营业额达11 .9亿元，上缴税收2684万元。

与此同时，张店区工商局还出台相关
文件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落实注册资本认
缴制，放宽住所登记，对设立主体零收费，
促进项目快速落地。

2014年12月成立的山东瑞康盛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便是受益者之一，不到两年时间，企
业迅速提质扩面，发展连锁店4家，年均营业
额超六百余万元，带动就业70余人。“工商部
门为我们企业发展清障铺路，省去许多麻烦，
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食品和服
务品质。”公司总经理助理苏艳芝对记者说。

截至9月底，张店区新登记各类市场主
体14226户，月均涌现近1600个“老板”，同比
增长40 . 20%。其中，新登记公司类主体5067
户，同比增长54 . 25%；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9159户，同比增长33 . 47%。全区各类市场主
体累计达9 . 2424万户。

“全面实施‘双告知’，稳步推进‘先照
后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促进了我区市场
主体数量与资本规模的快速增长。”张店区
工商局局长赵兵介绍。

10月1日，张店区工商局在巩固“三证
合一”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顺利开展“五证
合一，一证一码”注册登记，并对推进改革
进行调研，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针
对性建议措施。截至目前，区工商局共办理

“五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639张，其
中换发226张、新办理413张，咨询1200余起。

“今年是简政放权、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实现攻坚突破的关键一年。我们将紧紧
围绕‘高点定位、走在前列’的目标，出真
招、使狠劲、务实效，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
营造良好的环境，形成张店投资环境的“洼
地”效应。”张店区委书记孙来斌说。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赵冰 张进

自从去年年底自己相依为命的父亲去世后，莱芜市钢城区艾山
街道苗子村的残疾人赵方新，再次受到打击，一下子失去了生活希
望，整个人蔫了不少。

不过今年9月份以来，原本已经打算破罐子破摔的赵方新的生活
开始有规律了，早上7点多就起床，下午6点才回家，脸上逐渐有了笑
容。“是扶贫驿站让俺的日子有了奔头。”赵方新笑着说。

赵方新今年45岁，因为儿时患有小儿麻痹症，腿部留下残疾，只
能依靠双拐走路，生活贫困，至今没有娶上媳妇。赵方新20岁左右的
时候曾学习过裁缝手艺，到了1994年就能到集市上摆摊收活干。但最
近五六年裁缝行业逐渐没落，赵方新原本温饱的生活又陷入了贫困。

为了走出困境，他想到了外出打工。但刚干了三个月就传来父亲
病重的消息。和父亲相依为命40多年的赵方新，是有名的孝子，只能
含着泪回到了家。父亲去世后，赵方新失去生活动力，也不想去外地
打工，只靠低保和亲戚接济维持生活。

今年9月份，钢城区为促进全区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对
象通过就业创业实现脱贫，与芝麻开花居民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在乡
村开办就业扶贫驿站，打造“电商+扶贫车间”、“就业+创业”的就业
扶贫模式，打通乡村扶贫开发建设“最后一公里”。苗子村的扶贫驿站
就是目前全区第一家，覆盖周边5个贫困村，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32
户40人。年内计划建设就业扶贫驿站10个，帮扶贫困户300人以上。

驿站建成后，站长高登臣找到赵方新，邀请他到驿站干活，计件
算工资，干好了一个月最多能拿到五六千块钱。这让赵方新一下子又
燃起了生活希望。这几天，扶贫驿站总部又专门派来技师对在驿站打
工的工人进行技术培训，这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变化和看得见摸得
着的脱贫路，让赵方新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扶贫脱贫故事汇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高洁 申振

10月9日上午9点左右，枣庄市山亭区冯卯镇张山空村村民王士
良骑着新买的电动三轮车来到西山山腰自家桃园。卸下镢头和肥料，
他开始为桃树上肥。

这一亩半共计120棵春雪桃，是4年前镇扶贫办无偿提供的，因为
是3年大苗，去年已经见果，今年收获了2000来斤，卖了4000多元。

沿着20天前修好的水泥路，再往前开200米，就是王士良家的核
桃园，去年春天种的大苗，今年春天首次挂果。王士良估算了一下，过
两三年到盛果期，核桃能卖四五千块。

70岁的他点起一袋烟，望着山下的村子、两个新建的水塘、蜿蜒
的上山道路，感觉到生活终于有了盼头。

张山空是个库区移民村，自然条件一般，翻过西山便是岩马水
库，但却浇不上水。4年前，王士良的儿子得病去世，儿媳出走他方，撇
下两个孩子，大的8岁，小的5岁。老的老，小的小，王家一下子沦为村
里最穷户。镇里给他家一个低保名额，每月145元；老两口农村养老保
险金加起来每月160多元，只是基本解决了温饱。

王士良有修理柳条编的笎子、簸箕的手艺。21年前，家里买了一
辆飞鸽牌自行车，他骑着遛乡揽生意。车子已经老态龙钟，除了铃铛
不响到处都响，修理了无数遍。今年春节前，他去费县梁邱赶集，爬坡
时脚蹬滑了，从车上倒下来，左脚面摔破了一块皮。王士良扶起车，突
然又用脚踹倒，趔趄到路边掉泪：年岁大了，自行车骑不动了，可是没
钱换电动的。

去年2月，省经信委派驻张山空村第一书记李元广上任后，筹资
硬化了村内大街小巷，将东山、西山7公里羊肠小道修成4米宽的生产
路，村民种地不再肩挑手提；租来挖掘机，为村集体造地970亩、村民
500多亩，种上了核桃、栗子、皂角。其中，王士良家也有将近1亩，种了
57棵一人高的核桃苗。春节过后，李元广帮助村里75户贫困户卖了1
万斤小米，王士良家卖了将近2000元，加上女儿给的过节费，他一咬
牙拿出2800元从镇上骑回一辆电动三轮车。

有了电动三轮车，王士良像换了一双腿，劲头更大了。他拉着锄
头、铁锨去山上照看桃园、核桃园，隔天带上竹子、麻绳还有工具走乡
串户做生意，一个月能赚四五百块。有时空闲，就开车送孙子上学。

淘汰下来的自行车，本来想卖破烂，觉得时间长了，生出了感情，
王士良索性将它挂在了灶屋墙上，“算是个念想吧！”

前不久，村里修建蓄水池，他把生意撂下，每天骑电动车来工地。
车子才买了个把月，他执意开车运水泥、沙子。村支书王科东劝他：

“三爷，崭新的车子，别磨坏了。”“没事，爷们，等水池修好，果树能浇
上水了，票子哗哗的，咱换辆比这好的名牌骑”！

王士良开上了电动三轮车

扶贫驿站里的幸福打工路

全力打造“三最”营商环境

张店：月均涌现近1600个“老板”

□刘磊 报道
淄博市张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为企业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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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逄 蕾

2015年，青岛市李沧区有3人荣登中国
好人榜、6人被评为山东好人，好人数量在
青岛各区（市）中位居首位。好人辈出，好事
频现，这样的聚集并不是偶然，李沧区成为

“好人高地”的背后，是一整套树好人、传好
事的长效机制。

好人有好报成常态

一大早，青岛极地海洋世界迎来了两
位特殊的客人———“感动李沧”十佳人物孙
长勇和儿子小健睿。当天，小健睿不仅看到
了小海豚，还被特许进入驯兽师舞台，和小
海豚亲密互动，亲到了小海豚的鼻尖。

孙长勇家中3人都有肾病，庞大的治
疗支出让这个本就收入寒微的家庭雪上加
霜。2014年的一天，他去超市买菜的路上
捡到厚厚一叠百元大钞，面对诱惑，他没
有动心，而是送到了李村派出所。这个纯
朴善良的汉子被评为“感动李沧”十佳人
物。

李沧区文明办工作人员在走访孙长勇
家时发现，厨房门框上划了高高低低的杠
杠。原来，他的儿子小健睿从小就有看海
豚的梦想。迫于家庭窘境，孙长勇在门框

上给儿子划了一道1 . 3米的杠杠，并向儿子
许诺“等长到这么高，咱就去看海豚”。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李沧区文明办工作人员马
上联系青岛极地海洋世界，帮其开启了圆
梦之旅。

连续五年免费为全区道德模范体检、
发放报卡；通过绿色通道、购买服务等方式
构建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关爱平台，在社
区服务中心、助老大食堂、社区活动室开设
好人专区；通过道德模范圆梦行动，精准化
解决实际困难。李沧区全面建立道德模范
网格化关爱平台，以反哺道德模范。

该区出台了《李沧区道德模范荣誉称
号管理暂行办法》，让“好人帮扶机制”日常
化、具体化、生活化，让道德模范在政治上
受重用、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重，营
造“说好人、学好人、帮好人、做好人”的社
会新风尚，进而涵养好人共生生态。李沧区
文明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让“好人好报”
成为生活常态，是“好人文化”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只有让道德模范从制度上得到
全社会更多的爱护和支援，才能激励更多
人加入好人行列。

让“好人文化”生生不息

近日，李沧区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巡
讲活动拉开帷幕，道德模范获得者用一句

句朴实生动的语言，讲述了一件件平凡感
人的事迹。

“修鞋匠”付玉杰把铁皮屋变成爱心
工作室，7年来免费为社区困难群体修鞋7
万多双，并上门照顾社区里的独居老人，
被大家称为“独居老人的干儿子”。

巡讲结束后，有个小伙子主动在座位
上给付玉杰留下了纸条，“我做装饰装修工
作，如果有用到我的地方，我愿意参加到你
的队伍中来”。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现身巡讲让
“好人文化”生生不息。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是社会的精神财富，推荐和评选出来以
后，李沧区着力把他们的精神持久地宣传
下去，使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精神品质在
社会产生影响力，使好人巡礼成为一种价
值导向。

付玉杰在区委的帮助下成立了好人工
作室，十多个志愿者参与到志愿队伍中；
以道德模范为核心成员的“公益梦”志愿
服务组织，吸引了“感动李沧”十佳人物
李琦等近50位道德模范加入。在李沧区，
众多好人竖起一座座道德坐标，引领社会
风尚，“拨亮一盏灯，照亮一片城”。

好人荣誉不再终身制

今年3月，李沧区一名道德模范，因工

作违纪被撤销了荣誉称号。
边是紧锣密鼓的宣传和帮扶，提升道

德模范的社会地位和奖励；另一边，李沧区
也打破了过去道德模范终身制的铁饭碗。
2016年上班第一天，区里在青岛率先打破
道德模范终身制，对于出现生产经营活动
严重失信、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等行为的，
将被撤销荣誉称号。

李沧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杨增远解释说：“荣誉不应止于授予，还
应通过有效引导发挥其正面效应，让道德
模范们更好地凝固社会道德力量，督促好
人群体强化观念、珍惜荣誉。”

观念的强化还离不开教育提升和队伍
建设。李沧区先后举办“道德模范再提
升”、“身边好人与文化名人共读书”、
“讲述感动”等活动，不断提升道德模范
的思想教育水平，永葆先进本色。

闪亮的奖章面前，是道德模范辛勤奉
献的汗水。而如何涵养好这片善心沃土，
将美德的力量放大到每户每家则是政府背
后的功课。这也正是李沧区建设好人共生
生态的初衷。营造公正、友善、联动的文
明环境，形成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良性
共生，才能让美德由“盆景”成为“风
景”，由风景成为风尚，真正推动崇德向
善蔚然成风。

打造好人“高地” 树好人传好事蔚然成风

李沧：“好人文化”涵养善心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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