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刘 昉 万会魁

新泰市不动产交易登记联办，从最初的
不动产登记、房屋交易、税费征收三部门业务
整合收取三套材料，到实现“一窗受理”只收
一套材料，不断减材料、减流程、减环节，实现
了档案互认、数据互通共享，办理期限进一步
提速，由原来7个窗口增加到现在的32个窗
口，尤其是6家银行的进驻，为不动产登记进
入高速打下坚实基础，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放
管服改革带来的红利。

“正常情况下，这些手续要两个月左右才
能办完。我们每天都有课没法请假，不动产登
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帮助我们解
决了这个难题。”新泰一中的近百名教师为感
谢不动产登记中心在一周内帮助他们办好不
动产登记等业务，特地送来了一面锦旗。

像这样上门服务、延时服务、周末团体办
理服务等特色服务，对新泰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在如何便民的举措
上，新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下了不少功夫。

走进一家门 办全三家事

“以前，办理房产过户要在国土、房管、地
税之间三头跑，既耗时又耗力。”11月8日，在
新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前来办理房屋买卖
业务的王先生说道，“如今在这个办理大厅，
一次就能办完国土资源、房管、地税业务，既
省时又省力。”

6月26日，国土资源、房管、地税三部门合
署办公，开启了不动产“走进一家门、办全三
家事”的服务新模式。为减少市民重复递交材
料、重复排队等难题，新泰实行“一窗通办、一
次办结”改革，建立了房屋交易、不动产登记、
税费审核“前台一窗收件、后台并联审查、结
论结果互认、信息互联共享”的工作新机制。

国土资源、房管、地税三部门办理所需材
料，一律由新泰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窗

口“一窗受理”，其他部门通过专网查询下载、
中间数据库推送扫描件等方式进行数据共
享，所有重复材料一律不再收取。

这样一来，变原来服务对象办理时限最
少35个工作日，为40分钟内现场审查完所有
材料，5个工作日内完成交易登记发证，2个工
作日内完成抵押登记发证。今年6月20日，中
国邮政速递物流EMS新泰市分公司进驻了不
动产登记交易联办区域，同时让利于民，资费
标准调整为泰安地区内10元，泰安地区外15
元。变原来最少跑五次为最多跑一次。

“一窗通办、一次办结”后，打通了便民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办证效率大幅提升。联办
以来共受理5219件，全部按承诺时限办结。

以问题导向破除“中梗阻”

“多亏了这个网上预约功能，让我的时间
变得有条不紊。”新泰市翟镇的巩先生说，他
常年在外地打工，好不容易回家乡一趟，通过

市不动产登记网上预约平台，他按照预约服
务流程填写预约信息，不动产登记中心在三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预约信息进行审
核，并回复是否审核通过的意见。预约通过
后，他持不动产登记材料，按预约日期和时段
到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了登记。

“该平台的建立，为群众和企业办理不动
产登记开辟了新的便捷通道。”新泰市国土资
源局分工局长李建功说，“这个便民措施是在
业务分析会上，大家讨论出来的。”

原来，新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前期总
结梳理的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基础上，将每
天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集中汇总，每天下班
后召开不动产登记业务分析会，将遇到的新
情况新问题挂账销号、逐项解决，对疑难问题
充分讨论集思广益，形成统一办理答复意见，
对政策性问题，在及时与泰安市局请示沟通
的基础上报党组研究确定。整理形成业务操
作指导17项、疑难问题处置方式11项，有力地
推动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顺利实施。

不动产登记实现“一家门办全三家事”

看看新泰的“最多跑一次”

□本报记者 杨国胜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桑德春

项目帮扶取代财政兜底

今年10月，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张家寨子
村光伏设备正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预计在5
万度以上，每度收益0 . 85元，一年净收益4万余
元。

“光伏发电设备享受国家补贴20年，相当
于给了村里一本定期打款的‘存折’。”村党支
部书记张士刚说。

张家寨子村往年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
到5万元，过去村中日常运转基本靠“补”、公
益事业基本靠“捐”。对像张家寨子这样的集
体经济薄弱村，寿光每年拿出680万元帮扶，

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从今年开始，我们实施了集中攻坚行

动，变‘财政兜底’为‘项目帮扶’，用这些钱为
156个经济薄弱村，统一安装光伏发电设备，
从长期‘输血’变成帮助‘造血’。”寿光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张逢春表示。

为激发村集体“造血”功能，寿光用活政
策杠杆，设立1000万元村集体经济发展基金，
对市场前景良好、效益稳定可观的致富项目，
提供10万元至50万元无息资金；对上年度村集
体经营性收入不足10万元、本年度增长2万元
以上的村，按照增长额10%直接奖励村干部。

同时，寿光市还整合经管、农业、财政、金
融等12个部门单位的政策资源，分类形成了
政策倾斜、资金支持、项目发展、技术信息、表
彰激励等五个方面的扶持措施，推动各方面
发展资源、要素向基层一线倾斜。

稻田镇西丹河村是远近闻名的西红柿种
植专业村，但村民们卖菜要跑到十几里外的
田马菜市场。寿光市园林集团驻西丹河村第
一书记王延国得知市里的政策后，成功申请
到45万元无偿资金，通过“村集体+村干部+村
民”三方入股，建设了占地20亩的蔬菜批发市
场，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卖菜，村集体每

年还能增收40多万元。

300余能人回村当“一把手”

寿光市把选准育强村级带头人，作为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突破口。

台头镇北洋头村过去班子“捏不成块”，欠
村集体“一屁股债”。2011年3月，在外办厂的侯新
令被请回村里干党支部书记。他把企业交给儿
子经营，一心扑在村庄发展上。通过理顺承包合
同、盘活闲置土地、建设公寓楼,北洋头村仅用一
年时间就还清了村集体800多万元外债，集体收
入连续6年突破1200万元。这样的事例，在越来越
多的村庄上演。近年来，寿光市先后从在外商
人、企业管理人员、合作社负责人中，回请300多
名能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我们借鉴太仓市太星村的经验,党支部
领办了三个合作社，发展彩椒产业，让‘土坷
垃’变成了‘金疙瘩’。”在全省抓党建促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推进会上，洛城街道东斟灌村
党支部书记李新生介绍。

选准的同时，还要育好。寿光市采取小班
化模式,分类分批组织到苏南、浙江、长沙等经
济发达地区取经。李新生就是到苏州培训后，

琢磨出了抱团闯市场的路子。

村官论坛，书记跟着书记学

“屯西村葛茂学书记讲得接地气、干货
多，听了很受启发。下一步我们将村里的闲置
厂房、废弃学校盘活，让‘死资产’变成‘活资
本’。”上口镇西吕村党支部书记王文修说。

为帮助各村厘清资源优势，挖掘增收潜
能，寿光市每季度举办一次“村官论坛”，通过

“书记讲给书记听、书记跟着书记学”,提升村
干部经营村庄的能力。寿光市总结推广了科
学流转土地、领办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产业
等8条有代表性的增收渠道，并分别选取了典
型案例，引导各村立足村情、因地制宜，找到
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目前，寿光市集体经济年收入20万元以
上的村376个，占39%；5万元以上的村775个，占
80%；率先消除了集体收入3万元以下村。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发
展村集体经济打开广阔蓝海。我们争取明年
所有村集体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在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上当好排头兵。”寿光市委书记
朱兰玺说。

项目帮上来 能人请回来 经验学起来

寿光农村集体家底越来越足 □本报记者 马景阳 刘磊
本报通讯员 杜燕侠 孙锐

11月18日下午，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庆祝十九大文
艺汇演”在边河村文化大院拉开帷幕，附近老百姓把现场
围得水泄不通。

“十九大报告提出，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
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这让我特别震撼，特别有共鸣。”
王本强是文艺圈里小有名气的演员，5年前他毅然返回家
乡，创办属于百姓的艺术团。

“演完即走,看完即散,这种传统的表演模式已不适应农
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王本强探索建立一套接地气的、
能让老百姓参与的演出模式。上台表演的农民是本色出演,
有的甚至不需要剧本。现在艺术团的演员全部来自各村，

“金山镇艺术团”变成了“金山镇百姓艺术团”，有较固定的
“草根演员”400多人，参加艺术团5场以上演出的演员超过
了1000多人。而得益于临淄区近年来实施的文化设施、文化
活动两个全覆盖，全区12个镇、街道全部建立了综合文化站
吗，464个村居建成集村务中心和文化活动中心为一体的文
化大院，王本强的艺术团，每年能有近百场文艺演出。

王本强说，目前他的艺术团，已经摸索出一套“农民
写、写农民，农民演、演农民，农民管、管农民”的模
式。目前，临淄区已在所有镇、街道成立百姓艺术团，先
后发展特色文化村３７０个，特色文化专业户３８００多户。

王本强：返乡创办
百姓艺术团

□记者 姜言明 刘涛
通讯员 张培国 桑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从我们常见的虾蟹壳中提取壳聚糖，再

将其抽成纤维，最终产出医卫用品甚至我们穿在身上的衣
服，听起来是否有些神奇？11月13日，记者在海斯摩尔医
卫制品项目新品发布会上了解到，该公司最终攻克了高品
质纯壳聚糖纤维与制品产业化关键技术，不仅填补了国内
空白，并在世界首次实现规模化生产，为我国将海洋生物
质新材料应用到医疗卫生产业领域开辟出一条新路。据介
绍，该技术已获得30多项国家专利和美国、英国、日本、
韩国等5项国际发明专利。

□宫秀娟 报道
今年以来，乳山市审计局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抓教育促自律，抓排查促整改，抓机制促规范，推动廉政风
险防控有机融入权力运行流程的各个环节，推进了反腐倡
廉建设。

我国在世界首次实现
纯壳聚糖纤维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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