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姜勇 王嘉 报道
本报乳山讯 以往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评

价考核基本都是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层
次。优秀点在哪儿，还有哪些欠缺？不合格
应该如何解决问题？由于考核评价标准宽泛
笼统，无法精准反映党组织和党员的日常表
现，也难以起到扬长避短改进工作的作用。

今年年初，乳山在全市农村党组织和党
员中探索推行“十星级”评定管理工作。让
党组织管理有“标尺”，党员行为有“准
则”，衡量党组织和党员有“刻度”。

城区街道办事处北江村党员宋廷好的转
变体现了“十星级”评定管理的“魔力”所
在，他不仅将自家门前堆积已久的“三大
堆”清理掉了，还自掏腰包，拿出1000元整
治周边环境卫生。“以前党员表现好坏全凭
自觉，现在不一样了，党员星级管理不光列
出了我们党员应该做什么，还划出了红线，
不带头作表率就没有评星资格。”8月21
日，宋廷好深有感触地说。

乳山采取“基础星+先锋星”的设星方
式，根据工作难易、复杂等程度，对基层党
组织设置了班子坚强、队伍优良等6颗基础
星和经济发展、攻坚克难、群众满意等4颗
先锋星，对农村党员，设置了理想信念星、

组织观念星、品行表现星、带头表率星、群
众认可星等5颗基础星和履职尽责星、义务
奉献星、攻坚克难星、致富带富星、群众满
意星等5颗先锋星。在每个星级标准的具体

制定上，乳山分别对党组织和党员列出正面
清单和负面清单，让农村党组织和党员明白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应该怎么做。各镇
还可结合镇域实际，有针对性地对清单中的

内容进行补充。
该市还建立星级评定档案管理制度，采

取“一颗星一台账、一党员一档案”的形
式，为每一个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印发带有编
号的星级评定管理鉴定表和汇总表，对于过
程中的公告、决定及时公开，实现星级评定
管理全程纪实、痕迹管理。在星级评定结果
运用上，对8星级以上的党组织抓完善、抓
巩固，对5星级到7星级的党组织抓规范、抓提
升，对3星级和4星级的党组织抓整顿、抓转
换，以帮教带动改正。对于2星级以下的党组
织和党员，乳山出台不合格党员和党组织认
定和处置流程，建立帮教制度，限期整改。

同时，乳山还将党组织评星结果与村级
运转经费、评先选优、农村干部补贴、班子
整顿提升挂钩，按照得星情况，逐级加大奖
励和扣减经费补贴比例。对于连续5次被评
为“十星级”的党组织和连续3年以上被评
为“十星级”的党员，乳山进行授牌奖励；
对于8星级以上党员优先作为评先选优的推
荐人选。

“党员平时的一言一行都有记载、有积
分、有评价，星级有公示，作用发挥得如何，靠
行动积分，凭数据说话，扭转了过去农村党组
织和党员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
面。”乳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樊西民说。

□本报记者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郭雅靖

“小潘呐，这么热的天，别天天过来
了，大家都挺好的。”8月18日，潍坊高新
区北海社区风协小区的许培玉老人看到后背
都湿透了的网格长潘浩强，心疼地说。

“咱是老小区，天热用电量大，我得看
看线路负荷，有没有安全隐患，最近雨水
多，再看看下水道排水。”潘浩强道了再
见，又到小区的各个角落查看。

潘浩强是潍坊高新区新城街道北海社区
的一名网格员，他包靠的网格包括风协小区、
万安小区等12栋楼716户居民。“就像是我们的

‘大管家’，有事儿找他准没错。”每次遇到这
位“大管家”，大伙儿总这样热情地打招呼。

在新城街道，像潘浩强这样的“大管
家”有200多名。“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把
街道23个社区细划成93个网格，平均两三个
小区一个网格，社区工作人员担任网格员，
每人包靠300多户。”新城街道社区办主任
孔祥涛说，网格员天天与群众面对面接触，

承担着治安防控、政策宣传等多项职责，根
据居民的需求及时提供帮助，做到“小事不
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新城街道在210个小区的楼道、宣传栏安
装了网格长联系卡，公示网格区域、网格长姓
名、电话及社区电话等，居民有啥困难，24小
时都可以向所属的网格“大管家”求助。“既节
省了居民的时间，又提升了社区服务质量，办
事效率提高了，居民自然更满意。”孔祥涛说。

各社区网格还积极链接资源，将社区志
愿者、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等各种力量聚集

起来，形成社区管理服务的合力，以“责任
网格化、平台信息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人
性化”为目标，健全“信息全掌握、管理无
缝隙、服务无遗漏、责任全覆盖、问题得解
决”的精细化动态化服务管理机制，真正做
到了“小网格”激活“大能量”。

“网格化管理的方式更加规范化、精细
化，消除了服务错位与缺位，避免了管理的
弱点和盲点，为‘政府社会治理’和‘社区
居民自治’找到了最有效的联结点。”潍坊
高新区社区办主任宋国富说。

□本报记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侯义凤

“喂，是邹大哥吗？客人要求再增加
800斤葡萄，你们马上组织采摘，一定要确
保甜度和色泽，一个小时送到。”近日，记
者来到莱西市城区天津路“大莱西土特产
店”门口，见到老板吕秀芹正忙得不可开
交，她一边指挥着店员们为青岛市一位客人
装葡萄礼品箱，一边电话指挥着基地的人摘
葡萄。因为葡萄是用沼液做肥料喂的，口感
特甜，客户品尝后当场追加了订单。

今年53岁的吕秀芹，是莱西市南墅镇青
山村的村民，带着“把真正的绿色特产搬到

城里”的想法，2009年，她向亲戚朋友筹集
了20万元，开了莱西第一家特产店，正式从
农村进城卖特产。在她的“大莱西土特产
店”，市民可以一站式购齐所有正宗原产地
特产，因为定位准确所以生意一直很火。第
二年吕秀芹便还清所有欠款，如今还开了一
家分店，成为两家土特产店的老板。

趁着客人装车的空档，吕秀芹带记者参
观起自己的特产店。记者感觉好像进了土特
产“大观园”：莱西蜜姜、大沽河鸭蛋、大
青山蜂蜜、农家地瓜干、地瓜粉条、官道小
米……上百种优质特产琳琅满目。店里装修
环保古朴，尽显民俗风情。“越是土得掉渣
的产品，越容易走俏。如今，人们的生活水

平越来越高，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城里人，不
断追求生态绿色食品，对一些野菜野味、五
谷杂粮等都十分钟情。”吕秀芹介绍说。

谈起开店的初衷，吕秀芹更加滔滔不
绝：“小时候，妈妈用山上的松蘑炖的本地
鸡、奶奶自己晾晒的地瓜干等等这些美味，
记忆中永远也抹不去。我喜欢老家田地里的
一草一木，乡下有很多特产，所以我就想把
真正的绿色特产搬到城里。”

为了把乡亲们组织起来，她还成立了莱
特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哪家有卖不了的好产
品，她都愿意帮一把。村里老乡李成好的
“烤地瓜”口感绝佳，但因为宣传不到位，
去年冬天地瓜积压，吕秀芹把地瓜引进城里

来，通过微信公众号推广，出现了排队购买
的现象，4万斤地瓜一个月便销售一空。

一头连着众乡亲，一头连着城里人。这
份责任让吕秀芹做事十分用心。

凡进店特产除了品质要严格把关外，还
要进行个性化包装，尽量挖掘其民间故事和
传统工艺等文化内涵。她觉得现在的特产行
业不仅需要对传统特产发扬光大，更需要挖
掘高质量的新产品。她老家民间有一种古法
蜜制嫩姜的工艺，做出的姜产品口感一流，
但多年来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善于发
现商机的吕秀芹，聘请食品专家不断改进工
艺，产品借助网络不仅销往青岛、济南、北
京，而且还远销美国和日本等地。

“为了让我们的特产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飞得更远，我在50岁逼着自己开始学电脑，现
在开淘宝店、拍摄产品、发微信朋友圈样样都
行。”吕秀芹打趣地说。如今，她的特产经营范
围已开始向胶东范围延伸，现已推出200多种
产品，而且借助互联网越卖越火。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刘春梅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6日下午3时许，在青岛市音乐广场

西侧海域，一名男子带着小女儿在海边玩耍时，被大浪卷
入海中。正在给顾客摄影的候丰摄影工作室员工付守库听
到海中有人喊救命，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往事发地点，与
民警等众人联合施救。不到10分钟的时间，两人先后被救。

“当时男子已经呛了几口水，情况很危急。”付守库
说，他赶紧脱了衣服下海，与此同时，附近另一男子也跳
入海中，两人游到落水者身边，先将小女孩接了过来，递
给了岸上接应的热心市民。

及时赶到的民警和热心游客找来了绳子和救生圈，很
快将男子救上岸。经现场医护人员检查，落海男子出现昏
迷，随后将其送往医院。

“幸亏救援及时，如果晚一会儿，后果不堪设想。”
付守库说。说起救人，付守库可不是第一次。自2009年在
青岛五四广场为游客拍照以来，他义务担任五四广场综治
工作站志愿者，每天在五四广场周边巡逻、义务清理垃
圾，并为游客解答在旅游途中遇到的问题。7年来，他多
次参与海上救援、应急救助，救起了各类落水人员十余
名。2013年被评为“青岛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2016年1
月被评为青岛市“文明市民”。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郑军 田彬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18日，齐河县地热温泉专家评审研

讨会在济南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地热能中心指导
委员会主任曹耀峰等21名国内地热勘探开发管理方面专家
对《山东省齐河县地热资源评价报告》进行了论证，对齐
河地热资源保护开发进行了研讨。

据悉，该报告分析了齐河地热水成因、水化学及动态
特征，计算了地热资源量，并对其水质、地热温泉利用价
值等进行了评价，对齐河县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前景进行了
预测，提出了齐河县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保护措施和
建议。根据初步测算，齐河县地热资源面积广，热源面积
达1193平方公里，几乎覆盖全境；地热资源丰富，地热总
量折合标准煤18 . 18亿吨，尾水完全回灌条件下，可满足
约2000万平方米建筑的供暖；水质好，温泉中微量元素含
量达41种，全国少有，其中锶、偏硅酸、偏硼酸等元素具
有较高医疗价值和养生功效。

下一步，齐河将以发展温泉休闲养生产业作为新旧动
能持续转换的重要抓手，拟建设占地5平方公里的温泉度
假小镇，成为齐河旅游养生产业融合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
和济南周边休闲旅游的新亮点。

如何让组织管理有“标尺”、党员测评精准化？

乳山有了“十星级”考核刻度

潍坊高新区新城街道划出93个网格，居民办事不用出“框”———

这里的“网格长”很忙！

吕大嫂进城卖特产

□张环泽 吉喆 报道
为探索全民阅读新途径，今年6月，枣庄市中区光明

路街道联合枣庄市新华书店在辖区内的东盛社区创办了全
市首家“共享书吧”，供人们免费阅读，读者如需购买图
书可自觉地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支付书款。

该“书吧”存有各类新图书8000余册，配有空调、桌
椅以及饮用水，无人值守，实行读者自我管理、自我约
束，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区氛围。

五四广场“拍照哥”
再次出手救人

院士专家把脉
齐河“地热”开发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郑兆雷 报道
本报茌平讯 “只是敲了敲键盘，根本

没跑腿，就把‘许可证’办下了来。”8月
17日，眼瞅茌平县政务中心寄达的《粮食收
购许可证》，山东鲁星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宗旺激动地说。

“鲁星”是一家新建的面粉企业，日产
700吨专用粉生产线正在调试，6万吨小麦仓
储库已经完工，要紧的“手续”亟待办理。

2天前，正算计这次办《粮食收购许可
证》要跑多少腿的刘宗旺偶然获悉：这个证
网上能办！于是他尝试登录“山东政务服务
网”。上午9:00上传信息，30分钟后电子材
料通过审批；1小时后，县粮食局派的3人专

家组现场勘查；次日上午8:30，县政务中心
粮食局窗口反馈结果，许可证办理完毕，可
自取也可邮寄。最终，刘宗旺选择邮寄。

“过去跑审批最怵‘跑腿’”。刘宗旺
告诉记者，而这一次从申请到领证，全程
“零跑腿”。

今年初，茌平县在将原有50多个行政主
体缩至42个，363项审批项目精简到278项，
清理前置审批100多个，以审批专用章取代
原有公章、签字权全部下放政务中心窗口的
基础上，开始“网上审批”：粮食收购许
可、排污许可等40多项审批事项，实现“网
上申报、网上受理、网上审批”的全程网
办；投资项目核准、公司设立登记等230多
项审批事项，实现在线预审；材料审核通过

后，“全程网办”的证书、文件可由窗口邮
寄申请人，“在线预审”的则由申请人以纸
质申请资料报送窗口并取得办理结果。

“数据跑路”如何监督？该县面向社会
公开“权力清单”，建立了网络监察系统,
每一项审批的受理、承办、审核、批准、办
结等各个环节均能实时反映，一旦“异
常”，系统就会亮黄灯。如果办事者不满
意，可立马投诉；涉及违规审批以及失职、
渎职或审批不作为等行为的，严格依法追
究。

数据跑路彻底颠覆传统审批模式。县发
改局率先进驻“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平台”，
国土、环保、城建、消防等20多个主管部门
在平台上“串改并”审批，茌平宜居置业有

限公司一中片区棚户改造项目光立项就节省
3个多月；县国税、地税“联合办税”，纳
税人只需“共用税务数字证书”即可分别登
录国税、地税系统办理业务，一站办结。

据茌平政务中心管理办公室主任胡长宾
介绍，“网上审批”以来，累计审批事项5
万多件，单件平均用时由10天缩短到3天，
创造出办件“零差错”和客户“零投诉”两
个记录。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经济发展的
“正能量”也得到了充分释放。截至目前，
全县已签约20多个亿元项目，招商引资208 . 9
亿元；民营企业个数增长680家、增幅达到
41 . 6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半年即突破
15亿元大关。

敲敲键盘，许可证就办下来了
茌平“网上审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张秀华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对全区81个

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观摩，项目包含了工业、服务业、基
础设施、民生保障等内容，通过现场打分、绩效考核的方
式，达到了比一比速度、晒一晒成绩、亮一亮形象的目
的，也集中展现了2017年上半年重点项目建设的成绩。

2017年是北海经济开发区的“作风建设年”、“项目
落地年”，也是北部产业新城“三年成形”之年，该区以
项目为支撑，抓好重点项目的建设，发力新动能。区有关
部门对全区项目实行清单式管理，一个项目一张表，对项
目的建设情况、制约因素进行一次全面盘点，逐个梳理并
查找出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针对问题和原因，各
分管领导亲自带领相关部门对当前未开工及开工进展缓慢
项目逐一梳理，分析问题原因，提出具体解决措施，合力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该区还进一步强化责任分解、强化压
力传导、强化督促检查，由区督查室跟踪督导，强化月督
导、月通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滨州北海81个重点项目

发力新动能

□彭辉 报道
乳山海阳所镇王家庄村党员自发清理村内街道卫生。

2017年8月2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梁利杰 宫 梅

电话:(0531)85193248 Email:dzrbxyb@163 .com县域12 广告


	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