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董玉龙 邓美平

7月21日，在夏津县银城街道办事处济
渎庙村69岁的刘先俊家中，老人的儿子拿
着手机打开“夏津人社”APP软件，将手
机摄像头对准躺在床上母亲的脸部，3秒钟
后手机屏幕上提示“认证完成”。

“现在是真好，用手机就把事办了。
虽然我不会用，让孩子帮着弄就行。今年
在聊城的亲戚也是这样弄的，大热天也不
用来回折腾了！”刘先俊老人说，“老伴
腿脚不好，过去得请人帮忙，把人抬去拍
照，‘闹心’啊！”

如此的“闹心”许多老人经历过。老
年人退休后，有的选择回到乡下老家居
住，有的选择跟随子女到外地等，更有一
些身体虚弱行动不便，完成“生存认证”
对他们来说是一次考验。

尽管对类似的“认证”大家都认为很
麻烦，但是就目前而言仍有其存在的必要
性、合理性，比如2017年夏津就有超过300
名试图通过造假冒领养老金的人员被识
别。那么，基层如何科学灵活地开展“认
证”就是一个更加可操作的选项。对此夏
津县主动作为，委托企业利用云计算、人
脸识别、网上支付等技术，开发设计了
“夏津人社”APP，其特点是实用性强，
操作简单。从去年10月开始，参保群众足
不出户就可自助办理网上缴费、生存认
证、账户查询等社保业务，目前，用户安
装超过3 . 6万多个。

从事居民养老保险业务工作11年的王
立萍对此深有体会，过去每年两次的集中
认证，大都集中在一年中最热和最冷的两
个时间段，在担心前来集中认证老人健康
的同时，还要录入并核对各类信息，即便
集中人财物力，也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

成，工作压力很大。“这两年，我们用
‘夏津人社’APP，15天就完成全县9 . 4万
名群众的养老金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工作。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夏津人
社’APP使用认证率分别达到91%和97%，
其中还包括身在省外、国外的群众。”

更先进的方法也提高了信息的辨识
度，保障了安全性。“以往的集中缴费
期，一线经办人员代收现金，不但增加了
风险，而且对账难、对账慢。”该县人社
局局长刘明厚介绍说，APP软件具有深度
自学功能，对使用翻拍照片等造假形式也
可以进行识别。

今年“夏津人社”APP在居民养老保
险领域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又将人社系统
就业创业、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社保
卡、服务资源等六大板块、187项业务全部
纳入“夏津人社”APP，覆盖了单位和个
人两个办事群体，并根据各项业务的使用

热度设置了“缴费、查询、认证、申报”
四个快速通道，群众办事平均跑腿从2 . 13
次减少到0 . 16次，在社保领域基本实现了
零跑腿。像夏津县政务中心居民医疗窗
口，一天超过30人次的异地转诊申报既让
排队等候的群众着急上火，也让窗口办理
人员不堪重负。如今，用APP把相关证
明、单据扫描上报同样可以办理了。

效率提高了，群众方便了，成本也降
低了。据统计仅居民养老保险一项工作，
照相、对账单等认证成本每年就可节约支
出53万元。全县676人的各级基层人社前台
经办队伍，也实现了转岗，节约了人力资源。

“社保工作政策性强，服务群体众
多，社会关注度高，要通过更多科学有效
的办法，让群众少跑腿零跑腿，真正把好
事办好、实事办实。”夏津县委书记才玉
璞说。

3秒钟“刷脸”认证，187项业务“少跑腿”

夏津：小小APP，群众方便多

□本报记者 李梦
本报通讯员 孟庆剑 周毅

日前，聊城市东昌府区侯营镇马屯村村
民高玉峰，因土地流转费用的问题与承包方
产生了分歧。高玉峰拿着当初签订的承包协
议找到鲁衡律师事务所定期来驻村的张律
师，在律师帮助下，高玉峰与承包方理清了
法律关系，达成了和解意见。

侯营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
公开招标与聊城市鲁衡律师所签订了法律
服务协议，聘用24名业务能力强、工作热情
高、经验丰富的律师，组成侯营镇律师顾问
团，为村民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在该镇，不仅
镇政府与律师所签订了法律服务协议，各村
也都选聘了1—2名律师调解员，参与村务矛
盾调解。为确保调解员真正参与诉讼调解，
该镇制订了调解员岗位责任制和考核办法，
镇司法所不定期和村主要负责人联系，了解
掌握律师和调解员值班情况。对其平时的出

勤情况、调解案件记录、工作环境维持状况、
与律师对接情况等进行汇总考核，对工作不
称职的及时调整更换。

一段时间以来，农村各种矛盾积累，单
靠以往的矛盾纠纷解决办法，已经难以满足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需求。针对这一情
况，东昌府在全区高标准部署开展了“推进
基层法律服务全覆盖，实施一镇一团队、一
村居一顾问”的“民心工程”。

在东昌府区，不但每个镇街有法律顾
问，每个村也都有自己的“专属法律顾
问”，这些法律顾问兼职驻村，免费为村
民处理涉法事务。截至目前，全区14个镇
（街道）、613个村全部聘请了法律顾问，
每个村居（社区）都有专门的法律工作
室，设置公示栏和便民信箱，公布法律顾
问的姓名、职责、联系方式、驻村时间
等，这些法律顾问每月至少在所负责的村
居（社区）服务4个工作日，最大限度地方
便群众寻求法律服务。

道口铺街道办事处陈化屯村村委会将
属集体所有的部分鱼塘向村民内部承包，
为使得鱼塘承包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陈
化屯村村委会邀请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顾
问律师帮助制定了招标的相关文件和程
序。招标当天，不少村民对招标的相关规
则和流程有疑问，顾问律师在现场向有疑
问的村民耐心地解释，当天招标过程中的
各个环节都是严格依据《招标投标法》和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及国家的相关
政策制定的，给前来承包鱼塘的群众吃了
一颗定心丸。招标结束后，顾问律师帮助
村委会和村民起草了鱼塘承包合同，为了
进一步提升合同的法律效力，顾问律师还
建议村民对承包合同进行公证，以免在将
来村委换届后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

侯营司法所所长李念刚说，律师调解制
度调动了调解员和律师的工作积极性，包
村律师发挥自身优势，注重从法律角度引
导群众走法律程序，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

“信访不信法”的难题，无形之中充当了
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2017年以
来，律师参与案件调解120件，为辖区困难
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案件4件，解答法律咨询
5000余条，全镇矛盾纠纷同比下降60%，基
层涉法信访量比两年前下降90%。侯营镇
调委会被司法部评为“全国优秀调委
会”。

基层法律服务全覆盖工程实施以来，
不但提高了村干部的法制意识、法律素养
和依法办事能力，使得村委会的行为更加
规范化、合法化，也提升了村民的法律意
识和学法用法水平。“农村普遍存在不知
道怎么请律师、请不起律师的问题，但随
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法律进农村十分急
迫。整合法律服务队伍资源，使其全面参
与到农村建设中去，最大限度满足老百姓
的法律服务需求，能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走
向法治轨道。”东昌府区司法局局长李国
臣介绍。

政府“买单”村民乐享法律服务，破解“信访不信法”难题———

东昌府村村有免费法律顾问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张美荣 苏茂清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29日，济宁市兖州区的特丽洁物业公司正

式进驻兖州区酒仙桥街道东关社区履行物业服务职责。这也标志
着兖州区实现了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全覆盖。

老旧小区是城市的“里子”，其物业管理也是群众最关注的问
题之一。今年，兖州区积极推进老旧小区规范化物业管理，研究
制订了老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全覆盖工作实施方案和物业服务标
准等制度指导物业。结合住宅小区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分级、分
类，实行差异化管理，对具备一定规模，基础设施相对齐全，能
够实施专业物业管理的，交由专业企业实施专业化物业管理；对
不具备实施专业物业管理条件的小区，由街道、社区居委会组织
实施简易物业管理或整体打包交由专业物业企业接管，以肥带
瘦、以好带差、以规模发展带动效益提升。同时，制定了老旧小
区物业奖补政策，区财政按楼房每月每平方米0 . 1元、平房每月
每户1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截至目前，兖州区已对鼓楼街道、酒
仙桥街道、龙桥街道、新兖镇辖区内的44个老旧小区实行物业管
理全覆盖，建成了小区物业管理长效机制。

兖州老旧小区
实现物业全覆盖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贾鹏 王志 赵欣 报道
本报乐陵讯 来到乐陵市的开放小区“棉布一条街”，已建

成19年的平房墙面刚刚被粉刷一新，道路两侧新栽植的绿植郁郁
葱葱，垃圾由专人进行集中清理。“俺们这一直没有物业，过去
是又脏又乱。”居民郑保禾说。今年6月，该市城管局与小区结
成“一对一”共驻共建单位，通过入户调研得知，该街道的居民
对生活环境改善诉求迫切，城管局当即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有针
对性的街道环境集中整治。

乐陵市探索实行“一对一”共驻共建模式，每个机关企事业单
位至少联系一个居民小区，全市122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9
个城市社区157个居民小区对接，并明确共驻共建单位具体责任人
和联络人。同时，该市市直机关工委和社区党组织对共驻共建工作
进行双重督导，确保所有单位真正落实工作责任。截至目前，该市
共签订157份共驻共建协议书，召开党建联席会18次，汇总问题意
见建议463件，解决并反馈问题220件。

乐陵“一对一”共驻共建
创新社区治理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贾海宁 牟同银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滨州石沾化区富源街道马家庄子村建起微田

园，让闲置宅基地成为村中美地。村委会与各户签订合同，每拆
除一间房屋补助200-300元，并帮助拆除整平，每栽植一棵乔木
成活后补助15元，拆除后的土地所有权及收益归原户主所有。

今年以来，沾化区富源街道把“三整一拆”（整治乱堆乱
放、整治管线立面、整治空心空地、拆除乱搭乱建）工作作为助
推美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的重要抓手。结合村庄特点，因地制宜
进行合理规划，并充分考虑村民意愿，在整治后的空心空地上建
设主题公园、微田园、幸福院、停车场或改造菜园及自留地。目
前富源街道小房村、北陈村、西岔村等8个村居，整合利用村中
空闲地建起高标准的党建主题广场、幸福院、农家乐等场所，年
底前街道41个村居全部完成整治建设。

富源街道村中空闲地
建起微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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