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赵文存 赵洁

近日，有人举报称，新泰青云山南有一处
违建居民楼，接到举报后，汶南综合行政执法
中队迅速行动，前后仅用7天就将违建拆除。

紧密高效的执法行动背后，是新泰市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的结果。去年9月，当地成立综合
行政执法局，将行政执法权相对集中，执法重心
下移，有效破解了城镇管理和执法难题。

一支队伍管“全部”

7月21日上午9点，新泰市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在对市区某网吧进行突击检查时，发现
该网吧不仅店外乱摆放，还允许未成年人进
店上网。执法队员立即下达告知书，要求其停
业整顿，否则将依法取缔。

这在过去可是不同性质的两件事，分别
归两个部门管理，而现在全由一个部门负责，
避免了多头执法的尴尬。

2016年，新泰被确定为泰安市综合行政
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县。当地以“跨部门综合执
法”为主要内容，陆续将城市管理、城乡规划、
住房城乡建设、国土资源、人防、文化、体育、
旅游等8个领域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纳
入综合执法范围，共计50类757项内容。

“通过整合执法资源，实现执法权相对集
中，不仅解决了过去因权力边界不清，导致多
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还有效避免了部门之
间相互扯皮推诿，不作为或慢作为。”新泰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薛云斋说。

当地组建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下设21
个执法中队，分别被派驻乡镇和经济开发区
开展综合执法，实现执法重心下移。

以前，尽管乡镇、街道作为县级政府派出
机关，承担大量属地管理职责，但因没有相应
的行政处罚权，无法发挥应有职能，行政执法
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

如今，派驻执法中队实行“条块结合、统
分结合”的双重管理体制，各乡镇设立综合管
理执法办公室，与派驻执法中队联合办公，实
现了“一个平台管执法”的格局。

柔性执法更贴心

为避免拥有强大行政执法权的综合行政
执法局在日常执法中“权大欺人”，该市以彰
显文明执法理念为目标，将“柔性执法、亲情
管理”贯穿于执法全过程，既维护了城市秩
序，还让百姓得到实惠。“钉子户”刘福来（化
名）就深有体会。

60岁的刘福来做着烤地瓜生意，常年驻
守在新泰市人民医院门口东侧。过去，执法人

员没少与他打交道，但他总能见招拆招，去而
复返。

今年，刘福来摆了二十几年的地瓜摊又
被“收”了。不过，这次他服气，他说，“执法人
员虽收了我的摊，却帮我入了低保，找了工
作，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收入，让我生活有了
基本保障。”

在新泰，像刘福来这样得实惠的人不在
少数。“这就是我们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新
泰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冯加仓说，“从
过去的注重堵转变为现在疏堵结合，把城市
管理和执法职能融入为群众主动服务的行动
之中，将自己从刚性执法中解放出来，真正实
现城市的和谐管理。”

管理执法更高效

如今，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不到一年，改革
效果初显。

“前不久，我们刚把一栋违建居民楼拆
了。”说话人是汶南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中队
长单光胜，对于此次拆违，他印象深刻。

房屋主人名叫韩庆光（化名），三年前，他
不顾镇、村的制止反对，执意在不属于自家的
地界上盖楼。如今，耗时三年才盖起的新房，
一周之内就被拆除。

“这要搁在几年前，想都不敢想。”单光胜

说，他曾在乡镇国土所工作数年，那时全所人
员很少，执法力量不足，导致执法效果大打折
扣。可如今不同了，权力相对集中，执法重心
下移，现在执法中队有17名执法、管理人员，
让单光胜这样的基层执法者执法更有底气。

据了解，在今年全市违法建设治理行动
中，新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面对违建，敢于亮
剑，充分发挥了其主力军的作用。治违行动仅
四个月，就累计拆除违法建设8667处2265667
平方米。

今年，还是新泰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迎审
年，该局又以整治店外经营、占道经营为切入
点，组织开展了城镇容貌秩序集中整治行动。

记者在府前街发现，道路两侧有新划的
车位及电动车、自行车车位，车行有序，人行
有道，摊点有位，秩序井然。殊不知，眼前这条
城区主干道曾因摩托车、自行车等乱停乱放，
一度成为全市交通最拥堵的路段之一。

新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不断创新，在主
次干道两侧实行非机动车划线管理，累计划
线6万平方米，通过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制，
将非机动车辆管起来，府前街也由此变成了
全市的文明示范街。

目前，他们正在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数字
化指挥平台，完善视频监控系统及网上办公、
办案系统，不断推进执法工作的信息化和规
范化。

行政执法重心下移之后
——— 看新泰综合执法如何由“专科医生”变“全科医生”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田常力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小庄村

丛莲滋老人今年85岁了，自老伴去世后，她独
自一人生活，一天三顿饭都是将就着吃，有时
做一个菜吃不完，热了再热，能吃上几顿。从
今年3月1日起，她一天三顿饭都在村里的食堂
吃。“早饭是米粥、馒头、鸡蛋和小菜，中午
晚上一荤两素三个菜，一个星期不重样。”8
月8日，丛莲滋满脸带笑地对记者说，“真没
想到，老了老了，还能享这么大的福。”

不光是一日三餐，小庄村把符合条件的
独居老人的生活起居都照管了起来。村里出
资为老人们统一粉刷室内墙，统一提供全新
被褥。村委会还在村里安排了3位服务人
员，每人就近照顾几位老人，每天上门看
望，帮着做家务。老人们的脏衣服由服务员
统一收集到村委会的洗衣房，洗干净晒好以
后送回家中，被褥定期拆洗，每月安排理

发，每年的10月份至来年5月份村里还定期
安排老人去洗温泉澡。

“我们这个养老模式面向的群体是村里
年满85周岁以上的老人，80周岁以上的独居
老人以及60周岁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的独居老
人。”小庄村支部书记江民政说，“我们请
来律师拟订了协议，所有参与的老人及子女
都签了养老协议。”

据测算，照料一位老人一年的成本在1
万元左右。目前村里共有18位符合条件的老
人享受这种居家养老服务，一年支出约20万
元。“每个老人每年支付1000元的费用，同
时不再享受村里其他福利待遇，动员村里的
能人大户以及社会力量帮扶一块，村集体最
后兜底。”江民政说，他自己给这种养老模
式起了个名字，叫“长照养老”，参加的每
位老人家门口都安一块“长照人家”的牌
子。省民政厅领导来小庄村实地考察后，认
为这种养老模式为省内首创，有很强的示范

推广意义。
60岁的邓汝莲原先在外面打工，如今回

村担任养老服务员，照料着周边5位老人的
日常生活，每月村里发1500元的工资，“这
些老人都是乡里乡亲，平时也都很熟悉，有
的还能攀上亲戚，照料他们格外上心，况且
村里还给发着工资，更得尽心尽力干。”村
里还为每位服务员配备了电动车，为行动不
便的老人实行送餐服务。

“因为我们是刚开始尝试，设置的门槛
有点高，符合条件的老人不是太多。我们村
有位77岁的独居老人庞增莲，由于年龄还没
达到标准，子女决定自费让母亲参与长照养
老，我们就按每年8000元的标准收取。”江
民政说，“今后我们会根据实际运行情况，
逐步放宽条件，进一步扩大受益面。”据了
解，环翠区有意在总结小庄村经验的基础
上，在全区推广这种农村新型居家养老模
式。

个人交一块 村里贴一块 社会帮一块

环翠区首创农村“长照养老”新模式

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记者近日获悉，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全力打造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诸城市全力推进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创建。目前诸城市农业
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到92%，农机总动力达到125万千瓦，农
机从业人员10 . 9万人。

据了解，诸城市现有耕地154 . 2万亩，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稳定在260万亩左右。为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
化，诸城市财政拨出200万元，对烘干机械购置户每台补贴
10万元的专项补贴。2017年，诸城市烘干机械达到38台
（套）；投资45万元购置3架无人机，成立4个飞防植保作业
队，服务农作物及苗木面积达到200万亩以上。扶持整合全
市农机生产企业、农机推广等各类社会资源，以福田高端农
机具厂为重点的企业投资5000万元，生产研发高效打捆机、
粮食烘干设备生产线，成为集生产、推广、销售、培训于一体
的的农机服务商。近三年来，诸城市争取国家补贴资金共
6820万元，补贴各类机具2546台（套），受益农户达到2060户。

此外，诸城市大力培育多元化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每年开展农机带头人、新型职业农民集中培训，大力推进
跨区作业、订单作业、托管服务、租赁经营等农机社会化
服务，提高主要农作物生产的组织化程度。目前，诸城市
有农机合作社185家，示范合作社48家，农机大户1850户，
培育了百兴、富之道、永盛等100家具备较强全程机械化
服务能力的农机合作社示范社。

诸城推进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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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麻杰 赵万庆 报道
本报沂南讯 8月9日，全国首届红梨观摩品鉴会暨红

梨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沂南县双堠镇举行。记者了解到，此次品
鉴的双堠红梨是一个全红型的红梨新品种，红叶、红花、红枝、
红果，故又称为“四红果”，口感好、上市早，是观光旅游、生态
采摘的理想果树新品种之一。今年红梨单果市场价达到30元。
来自陕西、山西、辽宁、甘肃、安徽等省的客商参会。

双堠镇的红梨要从2014年说起。当时，双堠镇东河村果
品合作社，经过多方论证，结合当地土质条件和气候特点，
从聊城引进了红梨，试种并获得了成功。

近年来，沂南县加快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实现“三链重构”，聚
焦终端型、体验型、循环型、智慧型“四种业态”，加快发展

“新六产”，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
体系，努力打造农村经济发展“升级版”。

目前，沂南县已创建现代农业园区28个，建成优质农产
品基地230个；“沂南黄瓜”“孙祖小米”“双堠西瓜”“双堠大
樱桃”“砖埠草莓”成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农产品“三品一
标”认证产品达到252个，培育农产品商标6件、农业知名品
牌30件。

沂南：一个红梨
卖到30元

□彭辉 报道
服务人员定期上门为老人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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