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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马 慧 康瑞祥

“你好，是网格员吗？我们楼栋门的门锁
坏了，你能帮我们处理一下吗？”“楼上的水
漏到了我家，怎么办啊？”“我不会用手机查
退休金，这两天帮我弄弄呗？”自从当上了社
区网格员，东营市东营区东城街道安和社区居
委会工作人员程敏的手机便从没“消停过”，
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接收到诸如此类的求助信
息，而她则是手机从不离身，生怕居民有啥难
题找不到她。“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进居民家
走访，看看居民有啥需要帮忙的就帮着解决。
自己解决不了的，我就帮着联系专业人员给解
决。”程敏告诉记者，她的网格员民情日记本
上，满满地记录着网格里发生的大事小情，将
一件件服务小事儿记录在册也已经成为了生活
里的一种习惯。

“前些年，除了社区里的老人或是某些急
需办理事情的居民外，小区居民基本不和社区
发生什么联系。但是在实施了网格化管理之
后，网格员经常会上门来了解家庭情况，询问
居民有什么困难。”居民陈伶俐说，跟网格员

接触多了，才了解到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社区
都能办理，有问题打电话给网格员基本都能解
决，网格化管理也让大家的幸福指数得到了提
升。

黄河路街道汇泉社区海信天鹅湖小区居住
的82岁退休老干部王清滨，则因为社区网格化
与素不相识的曹新生夫妇成了“亲人”，他们
帮老人打扫卫生、买菜、扔垃圾，切实解决了
老人日常生活不便的难题。两位网格员长时间
无微不至、不求回报的举止老人看在眼里，暖
在心里，甚是感激。就在前几日，老人一大早
委托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把自己用颤颤巍巍
的手书写的亲笔感谢信送到了汇泉社区工作
站，让这对为其服务的夫妇俩感动不已。

从以往的“居民找社区”转变为现在的

“社区找居民”，东营区社区的网格员逐渐成
为社区的“代言人”。记者了解到，东营区创
新以“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多元化参
与、信息化支撑”为特色的网格化管理模式，
在统筹考虑地理、商业、交通、教育、卫生等
布局的基础上，按照约300户的标准将全区社
区划分为976个基础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名网
格长，每个网格长，由区、镇（街道）落实工
资待遇，网格长配备手持移动终端，具体负责
社区的政策宣传、信息采集、综治巡查、民情
民意收集、便民利民服务事项代办等10项职
责，并建立了“一日双巡”、“分级办理”等
运行机制，实现了管理无缝隙、服务零距离。
“社区里的小网格，不仅让社区工作人员服务
范围更广、服务内容更细化，而且实现服务管

理的全天候、零距离、全覆盖，从而提高政府
对城市的管理能力，全面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将群众民生实事一‘网’打尽。”
东营区社区办办公室主任马飞介绍说。

而为了进一步实现问民生集民智，东营区
则在社区建立议事协商委员会，网格建立议事
协商小组，将每月20日定为议事协商日，所有
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均通过议事协商
研究确定，形成了良好的社区微治理、居民微
自治工作格局，同时强化社区协商手段支撑，
每年列支便民公益金600万元，用于解决居民
关注的急难小事，项目申报全部由社区议事协
商委员会审议通过，实施5年多来累计完成便
民公益金项目近3 . 3万个，受益人群达21万人
次。

□通讯员 王聪聪 记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以前，我在东营市区打

工，每天回家得两个多小时，时间全耽误在路
上，也顾不上孩子。这些年好多了，咱们镇上
招商了这么多家汽车4S店，在附近卖点快餐，
既能照顾孩子，时间上也自由了很多。”家住
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大务村的樊女士对家乡日
新月异的变化深有感触。随着西郊服务区的不
断发展，他们村也逐渐成了服务区的核心区
域，发展迅速，给了他们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机
会。

近年来，郝家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紧紧
围绕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了产业兴旺。
以节为媒，郝家镇成功举办第十一届葡萄文化
旅游节，奏响农旅融合的同时，着力推进投资
1 . 2亿元的八里田园综合体项目，全力打造特
色民宿与综合服务区、一三产联动发展示范基
地、开心果园、标准化蔬菜种植基地、小麦标
准化种植基地、紫花苜蓿种植基地、畜禽散养
基地“七大板块”，建设山东省跨时代特色传
统民宿文化体验展示窗口、垦利区“上农下
渔”种养模式应用推广示范基地、郝家镇“水
文化”主题社区公园。

以“要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
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

信心”为目标导向，郝家镇大力推进胜利监
理、学大置业教育服务中心等11个重点项目圆
满完成年度投资建设任务。目前，西郊现代服
务区限额以上企业已经发展到20家，规模以上
企业发展到20家，重点服务物流企业发展到6
家，汽车4S店发展到35家45个品牌，形成了汽
车贸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地产开发等10
余个产业业态，并且组织举办大型招聘会2
场、各类技能培训班6期，转移劳动力822名，
发放小额担保贷款、创业补贴902万元，为乡
镇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真正让居民共
享发展成果。

全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指导

思想，扎实水气土污染整治专项行动，不间断
开展环保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及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工作，封堵主河道排污口、取缔改
造燃煤锅炉、镇域河流全部落实河长制、关闭
拆除禁养区养殖场（户）、整改养殖场（户）
等，顺利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和秸秆禁
烧工作。在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方面，郝家镇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新建乡村剧
场3处、历史文化展厅3处，提升数字文化广场
3处，郝孟园—黄河口孟子文化园竣工，实现
了道德教育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对弘
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起到了积极引领作用。

□李明 张耀魁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因为家在县城住，中午回

去太远，在镇上食堂吃过午饭后，就来这书咖
里面坐坐，读读书，喝喝咖啡，休息一下，下
午上班也更有精神。”5月7日，广饶县大王镇
机关干部梁媛媛高兴地告诉记者。

怀着好奇心，记者饶有兴趣的参观了一下
这个近1000平米的书咖大厅，各类图书分类摆
放，电子阅览设备陈列其间，大厅一侧有专门
的休息室，咖啡、纯净水等饮品随取随用，还
设有健身房、乒乓球室等活动场所……

“机关书咖的建设，既能为全镇机关干部
学习充电提供一个平台，也能为大家提供一个

休闲场所，可以说是两全其美，更重要的是这
是我们镇建设学习型机关的一次有益尝试。”
大王镇党群办工作人员刘秀美告诉记者。

书咖是大王镇“书香机关”建设的一个
“章节”。近年来，该镇高度重视学习型机关
建设，提出了“建设书香机关，创建阅读特
色”的建设思路，全力打造“人人爱读书、人
人读好书”的“书香机关”。通过多种途径营
造浓厚阅读氛围，在机关上下掀起了“阅读成
常态，书香满机关”的读书风尚。

为了倡导全民阅读思想理念，大王镇在镇
机关中利用微信群、公众号、报纸、宣传栏等
多种载体和形式，大力宣传“与好书交朋友”

的思想，将朴素的“读书是一种需要”上升为
“读书是一种有益的生活方式”，培养读好
书、好读书的良好习惯，引导广大机关干部树
立读书益处多的观念，通过阅读，努力提高服
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的素质和能力。
硬件设施完善与否是建设“书香机关”的基
础。大王镇新建书咖大厅1处，改造提升镇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图书室，提高图书数量和质
量。目前，书咖大厅和文化中心图书室总藏书
量达15000余册，种类丰富，涉及政治、经济、
党建、文化、农业、民生等各个领域，保证机
关工作人员的阅读需求。

完善硬件的同时，大王镇还引导机关干部

利用公休日开展撰写读书心得、好书推荐、读
书报告会、读书征文等活动，激发机关干部的
读书兴趣，调动机关干部读书积极性。该镇定
期聘请专业老师为机关干部作读书培训辅导，
讲授时政热点分析、公文写作、国学知识、微
党课等课程，使读书活动真正热起来、火起
来、活起来，帮助广大机关干部拓宽视野、提
升能力。

此外，大王镇还组织开展“书香个人”争
创评选活动，引导党员干部争当爱读书、勤思
考，重研究、勇作为的模范，通过树立一批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楷模，引领读书风尚，推
动“书香机关”建设。

□记 者 李 明
通讯员 于向阳 张聪聪 报道

本报利津讯 5月3日上午，在利津经济开
发区山东博华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万
米管材项目生产车间，设备开足马力正在生产
编织胶管，车间处处焕发出一股勃勃生机。

“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以天然橡胶、生
胶、钢丝、棉线等为原料，采用混炼、热炼、
软芯编织等国际先进工艺，生产国内外市场需
求紧俏的橡胶软管等高端管材，广泛应用于航
天航空、机械制造等领域，可实现销售收入
1 . 5亿元，利润总额为5000万元。”该公司经理
张明泽告诉我们。

令人惊讶的是，就在一年前，这处产值过
亿元的厂房还是一处几近荒废的老厂房。巨大
的改变，还得从利津经济开发区实施“腾笼换
鸟”，全面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说起。

“这处厂房面积4300多平方米，长期闲置
造成资源浪费，利用效能低下。”利津经济开
发区分管负责人韩方祥说，“园区同时还面临
项目用地紧张这一难题，导致大量优质项目无
法落户。”

面对转型升级压力，作为利津县新旧动
能转换试验区，该开发区深入实施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高端项目，让沉睡
闲置资源化身动能转换引擎，推动园区高质

量发展。
目前，利津经济开发区已对园区内停产企

业、长期闲置企业及破产倒闭企业进行分类统
计，摸清闲置厂房面积、土地亩数，梳理意向
对外合作停产企业4家，可利用低效土地340
亩，可出租、出售厂房50000平方米。

一项合作，实现三方共赢。张明泽告诉记
者，公司通过租赁厂房的方式，不仅节省了厂
房建设费用，还能享受到开发区制定的盘活低
效闲置资源的各项优惠政策，省力还省钱。项
目的顺利实施，还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100余
个就业岗位。

透过一个个高端项目窗口，从中切实感受
到利津经济开发区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强劲动

力。在园区，汇海电子正利用原邦迪厂区新上
年产10万台充电桩项目，云慧科技创新中心利
用原邦迪办公楼打造利津新型产业集群及地域
特色产业科技服务平台，雅美公司重启原汇金
化纤涤纶短纤维项目，云智创新创业示范园盘
活5000平方米闲置办公楼房发展电子商务如火
如荼。

此外，利津经济开发区持续优化发展环
境，在基础设施和配套保障等园区建设上“不
遗余力”，搭建起“八纵十三横”的道路框
架，供热、供气、供水、高压变电等基础设施
一应俱全，达到“七通一平”企业进住条件，
保障企业顺利发展，也为动能转换提供有力后
盾。

利津经济开发区“腾笼换鸟”注入新动能

招引高端项目唤醒沉睡资源

书咖大厅提供学习充电平台

打造“书香机关”助力效能提升

三产融合促乡村发展

东营区创新管理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编织“小网格” 服务“大民生”
◆东营区创新以“精细化管理、人

性化服务、多元化参与、信息化支撑”

为特色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不仅让社区

工作人员服务范围更广、服务内容更细

化，而且实现服务管理的全天候、零距

离、全覆盖，从而提高政府对城市的管

理能力，全面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

□张泉江 刘玲玲 李广寅 报道
5月3日，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兴林

村村民在给西红柿装箱。2017年以来，黄
河口镇兴林村投资175万元建设了4个高标
准菌蔬一体化高温棚，全部种植西红柿，
全部实现订单种植，预计年产量可达8万
斤，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

□通讯员 王娜 王蓁蓁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水电气暖、出入起居、环境卫
生、买菜就餐，这些事情看似琐碎，其实对百姓
生活来说绝非小事。对于没有物业管理的东营市
垦利区垦利街道万光社区来说，居民家里一出现
漏水、门窗破损等问题就去找社区，社区主任王
彩云主动作为，通过建立楼长负责制等方式，为
业主找到了“管家”，保障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为更好地服务居民，完善社区功能，除了建
立楼长负责制，垦利街道还建立多功能的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和一站式服务大厅，百余项服务进社
区。在常规服务基础上，为增强社区服务的专业
化和社会化，成立优家和平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
地，吸收社会组织进驻，更好服务社区、服务居
民、服务社会。截至目前，已成功孵化橄榄树志
愿者、益道社区服务、三味书屋3家社会组织，
先后组织开展了“花蕾”志愿服务、“居家客”
家政服务、“小课堂”教育服务等多种形式的社
区服务活动……生活的便利、服务的完善，增强
的是社区居民的归属感。

在垦利街道这个老城新街，居民们看到了一
场以党建创新为引领、管理创新为平台、服务创
新为根本的平安法治“攻坚战”，听到了一曲蕴
含生机、充满活力、人文和谐的平安建设“最强
音”。

街道利用“一长三员”的党建网格力量，先
后开展了禁种铲毒“天目行动”、创建文明城市
“毁绿种菜、乱堆乱放”集中清理活动，充分发
挥党建网格在维稳、监督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作
用，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赞誉。借助智慧社区指
挥中心，研发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并为70岁
以上的社区孤寡老年人免费安装“社区一键
通”，实行24小时亲情化服务，在老人遇到危急
情况下按下“一键通”，电话将迅速接通“民情
呼叫中心”，使老人得到及时救助，实现居民服
务“零距离”、居民诉求“全响应”。

同时，垦利街道利用“垦利群众”微信平
台，建立举报奖励体系，对城区范围内发现的涉
毒、涉油、邪教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实时拍照上
传，在城区构建起强大的群众监督网络，真正做
到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面提升城
区居民安全感和满意度。完善的平安体系，撑起
百姓“安心伞”，使得垦利街道的各个社区处处
涌动着“平安力量”。

“管家式”服务提升
居民幸福指数

□ 李明 丰永梅

“这两年，我们村在第一书记王晓东的带领
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过去村里道路年
久失修、无村集体收入，一跃成为邻里关系团结
和睦、生活环境和谐安定的美丽新农村，村民们
都感到无比光荣。”4月28日，利津县汀罗镇陈
家屋子村党支部书记尚文光说起村里的变化，满
脸的自豪。

这样的变化始于2017年。过去的陈家屋子村
是省定贫困村，为彻底改变陈家屋子村贫困落后
的局面，汀罗镇政府积极争取驻村帮扶工作组，
去年7月，东营市海洋与渔业局下派帮扶工作组
到陈家屋子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通过“党建+
产业”“党建+文化”“合作社+基地+农户”等
帮扶模式，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撬动村域经济发
展，成为全镇脱贫攻坚的排头兵，实现从“毛毛
虫”到“花蝴蝶”的美丽蝶变。

“原来一下雨俺们村直接出不去，现在好
了，公路修到了家门口，俺们村是越来越美
了。”陈家屋子村村民陈占凤高兴地说。去年，
工作组筹集资金200余万元，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新修道路2300米，安装路灯90盏，种植树木
2000余株，打造绿色村居，实现了村庄的硬化、
绿化、美化、亮化、净化。2017年，该村被评为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为增加群众收入，摘掉贫困村的帽子，该村
两委干部和工作组多次外出取经学习，寻求可持
续发展之路。“这两年在工作组第一书记的引领
下，养了五亩水面的南美白对虾，每年纯赢利三
万多，比种地强得多。”尚学晏是第一个入住南
美白对虾养殖基地的村民。

去年，投资200万元完成陈家屋子千亩池塘
标准化改造提升项目，完善生产路、生产桥、农
田电网等生产设施。投资210余万元，规划建设
起集果树、西瓜、120吨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等
于一体的高标准现代农业园区。成立3个专业合
作社，申报无公害产品1个，注册“陈家屋子”
农产品商标，被评为山东省“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

通过招商引资，由山东永通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和山东龙翔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联合投资2000万
元，流转土地1000亩，建设渔汀湾休闲渔业公
园。以特色渔业、生态农业为主题，以特色采
摘、休闲观光为侧重点，结合地域特色，兼顾瓜
果种植，观赏苗木，致力于打造一个集渔业、生
态休闲观光、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田园生态结合
体。项目已开工建设，７月１日开园运营，将带动
就业100人。

群众手里有钱了，但也要解决集体收入的薄
弱，今年工作组投资100万元，建成淡水池塘低
碳流水养殖模式，目前，项目正在施工中，预计
5月份投入使用。第一书记王晓东说：“示范推广
这种低碳流水养殖模式，养殖产量和效益都很好，
预计年产量可达4万斤，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0万
余元，解决了如何让村集体有钱办事的问题。”

环境美了、腰包鼓了，陈家屋子村的文化生
活也日益丰富起来。去年，该村投资100余万元
建设高标准的村文化大院和文化广场，配齐了健
身器材。陈家屋子村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成
立了专门的文艺队伍，参加全县的广场舞大赛。
同时，还积极组织评选“四德”模范人物，为村
民素质教育、民风改善树立了榜样。

“原来没事就一起打牌拉呱，现在晚上吃完
饭就想着出来跳跳舞活动活动，俺们的生活是越
来越好啦，哈哈……”陈家屋子村村民李光英高
兴地说。

陈家屋子村
美丽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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