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郑兆雷 报道
本报茌平讯 “这可是就要‘晋京会演’

的戏！”“那得好好看看！”……7月13日晚，茌
平县人民广场，“消夏文艺活动戏曲专场”的
压台戏——— 县京剧团入围全国基层会演的山
东梆子《一个也不落下》一亮相，台下便发出
一片赞叹声。

循声细看，映入眼帘的是“人海”：席地而
坐的、坐马扎上的、蹲着的、站着的……黑压
压的一片，足有七八千人。

对于这么旺的人气，剧团团长周克泉分析：
主要是戏好看！就拿《一个也不落下》来说，是茌
平在脱贫攻坚背景下，以扶贫驻村干部的故事
创作的小戏曲剧目，全面展示了驻村干部在脱
贫攻坚战中发挥的引领示范作用，充分表达了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设幸福美丽茌平的信
心和决心。全省仅有4个小戏入围《2018年全国基

层戏曲会演》，它是唯一的山东梆子，也是第一
个“敲响全国”的“扶贫故事”。因为取材现实，又
诙谐幽默、好听易懂、感染力强，为百姓喜闻乐
见，至今演出40多场，场场“爆棚”。再加上“戏曲
专场”的《红灯记》等其他经典唱段，戏迷多也就
不奇怪了。

戏迷回归并非一帆风顺。县文广新局局
长仇长义告诉记者，茌平县京剧团已有68年

“团龄”，1950年建团就吃“财政饭”，但后来却
遇到了“人荒”：退休的、调走的、“下海的”，60
多个演职员“走的”剩下几个人，甭说排演新
戏，连演个像样的节目人手也不够。有一次，
县里举办新春晚会，想让京剧团出个京剧节
目，结果竟是“演不了”。

2013年初，茌平县加快“办文化”向“管文
化”的转变：打破“铁饭碗”，允许电影公司、京
剧团、文化馆等文化单位面向社会招聘放映
员、演职员，实行聘用合同制；打破“大锅饭”，

工资不再按人头拨付，根据角色轻重、演出场
次等按劳分配；打破“财政包办”的惯例，戏
曲、影片、歌舞等文化产品面向社会公开招
标，实行“政府采购”。

尝足“甜头”的是京剧团。先是从社会剧
团聘入14名戏曲骨干，后又从菏泽戏校招进
20名“小花旦”；还陆续“挖来”4名国家一级演
员、2名国家二级演员，组建起20人的乐队以
及10多人的后勤保障团队。全团总人数达到
60多人，其中九成多是编外“合同工”。

更给力的是“财政补贴”力度。县里先后4
次调整“政府采购价格”，戏曲演出补贴由750
元/场提至4000元/场，电影放映补贴由100元/
场提至200元/场；购买场次逐年提高，戏曲、
电影分别由100多场、4000多场提至300多场、
8000多场，“钱景”越来越好！

县里还把100多场戏曲剧目、5000多部中
外影片以及新书采购目录、文艺演出节目单

等印制成手册,发至全县732个村,供5万农户自
主挑选，让文化供需精准对接。

“管文化”让供给质量悄然提升。县电影
公司自筹50余万元资金，将30个电影放映队
的16毫米放映设备全部改成35毫米的“大银
幕”；《一个也不落下》虽是小戏，却请来全国
一流的主创班子：著名编剧韩枫，著名导演、
莱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张克学，山东梆子音
乐界的“大拿”潘思廷、茌平京剧团的“戏柱
子”——— 张艳、周广镇……这才促成了“晋京”
好戏；剧团还在演好传统剧目的同时，编排出
十几出原创“新豫剧”。

“办文化”变成“管文化”，最终受益的是
老百姓。今年以来,全县公益电影放映场次达
到2000场,戏曲演出达到150场左右,文艺基层
行200多场次、10万多册新书充实农家书屋,累
计受益群众500万人次，是以前的10多倍，助推
了乡村文化振兴。

□本报记者 杜辉升 丁兆霞

小区里的“疑难杂症”不知道找谁说、找
谁办，思前想后打了市长热线。这曾是不少社
区居民的选择，但自今年起，日照市东港区开
始发生了变化——— 有了“急难愁”，不少居民
选择直接向所在社区网格员或所在楼栋楼长
反映。网格员、楼长们解决不了的上报社区，
社区解决不了的还有区级指挥平台，总能得
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7月12日，分管东港社区工作的日照市公
安局副局长、区政府党组成员、东港公安分局
局长杨乐清说：“从逆向投诉到顺向解决的转
变，源于社区网格化治理服务，让居民在社区
不仅‘找得到人’而且‘办得了事’。”

一张网兜起大事小情

7月2日，日照街道新瑞面粉厂小区有居民
在阳台下搭棚子，网格长尹德章发现后汇报网
长葛善荣，葛善荣协调网格中的社区民警和行
政执法力量下达整改通知书，5日下午居民就拆
除了违建；秦楼街道格林蓝天小区沿街烧烤店

的油烟让居民苦不堪言，找到12号楼楼长反映
后，楼长上报社区，社区联合物业上门协调，最
后烧烤店改了烟道，问题迎刃而解。

网格长、楼长、街长，名称里带“长”却不是
“官”，但小区的事却事事管得宽，这源于东港网
格网络化建设可以“编一张网，兜起大事小情”。

按照“万人社区、千人网格”的标准，东港
区在4个街道主城区范围内规划了98个城市
社区，将辖区内所有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市
场、居民小区等全部纳入了网格，并细分为
411个居民小区网格、135个村居网格、574个包
括学校、医院、商圈市场等在内的专属网格，
建立起“街道—社区—网格—楼宇（居民小
组）—居民”的城乡社区五级管理层级。

在这一管理网格中，小区外，实行“网格长+
街长+楼长+店长（物业公司）”管理模式，加强对
街巷的监管；小区内，实行“网格长+楼长+居民”
管理模式，加强社区对小区的直管。同时，警务、
行政执法、司法、社会组织等资源向社区聚集，
让管理和服务在网格内互联互通。

目前，东港城市社区共协助20多个部门
开展了120余项政府公共服务项目，有6大类55
项服务在农村社区开展，共创建了46个社区

服务品牌，打造了“放学来吧”“小状元学堂”
等一批社区志愿服务品牌。

党建“红人”成社区“能人”

登记办理公益12349移车牌、免费配钥匙、
免费灶具维修、免费健康查体、养老服务咨
询……5月19日，东港区总工会进秦楼街道
济南路社区认领公益服务清单，在格林蓝天
小区广场开展的“党在我心中 我在居民
中”志愿服务活动，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赞
许。

党建“红人”变社区“能人”，如今正
在成为东港社区的新常态。针对社区党建资
源和力量不足的问题，东港区将党支部建在
网格、党小组建在楼宇，构建起“街道党工
委—社区委（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宇
党小组—居民党员户”的党组织体系。在此
体系下，探索居民党员“直管”、在职党员
“兼管”、离退休党员“接管”、流动党员
“参管”、下岗企业党员“重点管”，把居
住在社区的“隐形党员”“口袋党员”也全
部就近纳入网格党组织管理。

济南路社区71岁的退休教师黄松华，这
两年因此成了社区志愿服务达人。不仅社区

“红色故事汇”常常见到他在台上倾情讲述的
身影,每周二、周五的京剧班,他还不厌其烦地
给义务教简谱,并且创作编排了不少新曲目，
在大小活动中唱响了济南路社区的好声音。

“大党委”一根“针”穿起社区管理的
万条“线”。东港区还探索将驻社区单位、
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两新”组织等单
位党组织也纳入社区党委管理，通过党建联
席会议、民情恳谈会议等形式，发挥各单位
共驻共建作用。就在前不久，秦楼街道北京
路社区链接日照市司法局法律顾问优势，协
商解决了生活印象小区22号楼35层多年的高
层违建问题。

“党员身份亮一亮，邻里有难帮一帮。琐
碎小事做一做，矛盾纠纷劝一劝；楼组事务议
一议，重大隐患报一报。不良现象管一管，好
人好事赞一赞。”目前，东港区已设立社区党
委6个、社区党总支32个、网格党支部127个、
楼道党小组876个，有6883名市直单位的党员和
1704名区直单位的党员到社区认领公益服务清
单。

日照市东港区不断探索社区治理创新———

有了“急难愁”，找社区网格员

政府“退居幕后” 梆子“敲响全国”

茌平：办文化变为管文化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薛海波 李拓 报道
本报嘉祥讯 “土地都流转好了，该协调的都协调完

了，前几天村里和济宁市儒耕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签订了正
式协议，就等着建厂了。”6月22日，嘉祥县大张楼镇彭
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悦习高兴地表示，公司落地后，不仅村
集体每年能增收5万元，还能解决60多名村民的就业问
题，一举两得。

王悦习告诉记者，彭后村的村民依靠木材收购、加
工，生活条件都不错。可村集体一没产业，二没资源，每
年只有一万多元的河堤、沟渠承包费，干起工作来捉襟见
肘。今年以来，全县分批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外出观摩学
习，王悦习跟随县、镇去肥城、宁阳等地的先进村学习
后，意识到引进企业可以实现集体增收。“南阳湖农场的
老板就是我们村民，我听说他打算建个印刷包装厂，就建
议他把企业建到村里，主动帮他协调了土地、手续等工
作。”王悦习说。

招商引资、盘活资产、做活土地托管流转文章、发展
“边角经济”……今年以来，嘉祥县研究制定了《嘉祥县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通过顶层设计、明细
路径、强化帮扶、考核问效，确保实现全县村级集体经济
“一年有突破、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发展”。

为推进各村发展集体经济，嘉祥县财政每年安排专项
资金400万元，同时整合其他资金，2018年已整合1400余万
元；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及县领导小组成员共联系包保66个
重点村，帮促村级集体经济发展；6月20日，召开了全县
百企联百村暨驻嘉部队联村共建启动仪式，以一个企业帮
扶一个村、一个驻嘉部队结对一个村为主要形式，因地制
宜帮扶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此外，各镇街还依据发展集体经济的10种路径，结合
各村资源禀赋，先试先行，积极探索拓宽村级增收渠道。
目前，全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已取得初步成效，新流转土
地24550亩，对接、实施项目188个。

□记者 王洪涛 实习生 张义霞
通讯员 高云野 报道
本报费县讯 近日，费县发布《推行“四化四办一平台”

“费县办事不费事”品牌实施方案》，为“放管服”改革、“一次
办好”改革交出一份“费县答卷”。

据了解，费县推行“四化四办一平台、费县办事不费事”
品牌建设，即通过推行“联审联办颗粒化、直通快办标准化、
网上通办信息化、服务代办人性化”，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建
设，严厉查处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纵深推进“放管服”改
革，打造“费县办事不费事”品牌。

为推进改革，费县聚焦关键领域，在项目落地行动上提
速，重点推进联审联办，缩短项目落地时间；严格规范涉企收
费，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加快整治“红顶中介”，营造公平市场
环境；全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减少执法任性行为；统一思想
站位，坚持探索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把重心放在工作推进上、
放在任务协调上、放在问题解决上，确保“四化四办一平台”工
作取得实效，力争让“费县办事不费事”品牌水到渠成。

嘉祥：三年行动计划
帮扶村级集体经济

费县：实施“四化四办一平台、

费县办事不费事”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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