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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明
本报通讯员 陈荣花 林智涛

针对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建设管理过
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利津县通过探索，
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社区
助力、居民自治的城市治理体系。

锻造过硬干部

要过社区“关”

8月8日上午7点多，利津县津苑社区38号
楼的赵雨轩小朋友收到了社区工作人员送来
的一份大礼物——— 儿童美术绘画197件套餐
礼盒。原来这是前不久社区工作人员统计小
区居民“微心愿”时，赵雨轩写下的心愿，没过
几天就变成了现实。

“前段时间我们结合网格员走访入户的
契机，收集了部分居民‘微心愿’，并综合家庭
收入水平等因素筛选公布了首批19个‘微心
愿’。”津苑社区党委副书记扈安吉介绍，“微
心愿”很快由共驻共建单位认领。

津苑社区共有12个共驻共建单位，居民
“微心愿”均由这些单位党员主动认领、个
人承担。近年来，利津县积极探索驻区单位
与街道社区党组织“契约化”共建模式，实
现了城市社区和驻区单位党组织区域党建一
体化发展。

“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来这里转转。”

韩建军是利津县委老干部局工作人员，作为
社区共驻共建单位的一名党员，这3栋楼是他
的“责任田”，一有时间，他就来这里东转转、
西看看，发现垃圾死角或者安全隐患便拍照
上传到社区微信群里。

“每周最少一次、一年不少于36小时，这
是硬性规定。”韩建军说，“街道吹哨、部门报
道”，社区对这些党员实行积分制管理，干部
提拔必须先征求社区意见。去年在102名科级
干部考察过程中，利津县全部征求了街道社
区党组织意见。

利津县108个县直部门单位与9个社区签
订了共驻共建协议书，实施党建、道德、社区
服务、治安、环境、文体活动 “六联共建”。同
时，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结成“一对一”帮扶
对子，开展社区义诊、巡逻、义务劳动5000余
人次，捐赠款物近10万元，救助困难党员群众
200余户。

“小事儿”不出网格

便解决

利津县滨河水城小区的赵卫东是一名退
休干部，也担任着网格党支部书记、楼栋长和
网格员角色，今年在他和其他7名网格员的共
同努力下，小区内的“毁绿种菜”问题得到彻
底解决。

“前几年开始，小区居民为了方便自己生
活，纷纷在绿化带里‘开荒种菜’，对小区环境

破坏很大。”赵卫东说，100多户居民的300多块
大大小小的菜地像“狗皮膏药”一样严重影响
小区环境，他们8名网格员商量后决定挨家挨
户上门做工作。经过几个月努力，终于让小区
内所有菜园子重新“变身”绿地。

城市治理不单是党委、政府的事，需要
多方参与、协同联动。利津县通过划分责任
网格、开展“支部结对、网格共建”等系列
支部联建活动，引导基层组织主动参与城市
治理，实现了由“火车头”到“动车组”的
效应转变。

全县按照每100户配备1名网格员的原
则，根据四级网格划分，择优选聘268名网格
员，负责基本信息搜集、矛盾隐患排查、服务
人民群众及问题核查处置等工作，确保“小事
不出网格”。

除了网格员，社区党员的作用也不可忽
视。今年该县在城市社区中推行“党员提案”，
党员就社区党建、社会治安、交通秩序、物业
管理等提出意见建议，社区党委协调有关部
门单位解决。自推行社区“党员提案”以来，已
收到党员提案58份，均已得到有效落实。

从“钱”到“人”

全保障

利津县利城社区党委书记刘超海今年工
作格外起劲，问起原因，他说：“多年的‘老大
难’问题彻底解决了，心里舒坦了！”

原来，利城社区所辖20个居民小区，其中
15个属于40年以上的老旧小区，这些小区基
础设施老化，又多属于破产企业小区，维修跟
不上，居民很有意见，成为压在刘超海心里的
一块“大石头”。

以物资局小区为例，该小区建区已有40
多年，排水设施损毁严重，一到雨季，小区
内泥水混着生活污水横流。“以前，社区没
有好的办法，只能在雨季来临前准备好抽水
机和柴油，有了积水就强排，治标不治
本。”刘超海说，但今年这一问题得到了彻
底解决。

今年，利津县按照每千户8万元的标准落
实了社区工作经费，按每年30万元的标准落
实了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资金有了保
障，利城社区投资40多万元对物资局小区排
水设施和路面进行了全面改造。辖区内6个老
旧小区的7个公共厕所也全部改造为水冲式，
极大方便了居民生活。

利津县还强化城市党群服务阵地保障，
确保每个社区1栋办公楼，每个三级网格一
处独立办公场所。按照每300户居民配备1人
的标准充实社区专职队伍，并按照每个工作
站10—15人标准，配齐工作人员。

基层党员干部素质提升也是保障社区管
理工作的重要一环。利津县今年启动了基层
党校建设工作，全县12个基层党（工）委分
校同步建成投用，60个室内教学点和13个现
场教学点定期授课，为全县基层党员的素质
提升搭建了平台。

向“精细化”迈进
——— 利津县党建引领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张德峰 孙欣

8月7日上午，嘉祥县华生祥葡萄种植专
业合作社里，理事长苗华章正忙着接待一拨
拨前来购买葡萄的客人。“这才10点钟，已经
来了好几拨客人了。”苗华章喜不自禁地说，
现在主要卖的是夏黑无核和金香1号，那30亩
的阳光玫瑰虽然9月初才成熟，现在已经全都
预订出去了。

苗华章是嘉祥县大张楼镇多年的葡萄种
植户。虽然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只有300亩，但
他这里的葡萄品种好、质量高，还没挂果就被
预订一空，所以最出名。从种植新手成长为专
家，苗华章的经验就是：善于学习，不断升级。

40多岁的苗华章早年在一家公司里做会
计。想要闯一番事业的他，2000年辞去工作回
家包地种葡萄。多年没有种过地的他，一开始
种植葡萄吃了不少“苦”：眼看别人家的葡萄
都上市了，自家的还没着色。为尽快上市，苗
华章和其他人一样使用催熟剂，却因为没掌
握好剂量，一夜之间葡萄落了一地，40多亩葡
萄全军覆没。

此后，苗华章经常到全国各地去取经。看
到好品种就引进过来，有能让葡萄长得好的
肥料就买来用。那些年好葡萄的标准就是“大
穗大粒”，又大又红的葡萄市场行情特别好。
苗华章就是这么做的，再加上管理得好，他的
葡萄不愁销，并且逐渐带动周边村开始种植。

可有一次，几位来自南方的客商让苗华
章意识到，他的种植模式大有问题。

南方客商慕名而来，想从苗华章这里订

购葡萄。苗华章信心满满，坚信这次定能做成
一笔大生意。可没想到南方客商并不品尝，而
是每人手里拿着一个测糖仪，隔几株就测一
下葡萄的果糖含量。结果，鲜艳欲滴的葡萄没
能入了客商的眼，因为甜度不达标。

“化肥含氮多，虽然可以让果实长得很
大，却冲淡了甜度，香气也少，口感不好，而且
时间久了土地板结。”这次“滑铁卢”促使苗华
章彻底转了型。他用有机肥替代了化肥，将原

有的二三十个品种缩减到十几个，因为品种
花哨，如果无法做精也卖不出好价钱。

2016年，苗华章在别人的推荐下开始种
植阳光玫瑰品种，专门选用了小分子有机酸
肥料。没想到还没上市，福建的客商就闻讯而
来，测过果糖后当即将整个园子的阳光玫瑰
葡萄定了下来。此外，苗华章还种植了巨玫
瑰、金香1号等精品品种，肥料则选用黄腐酸
钾水溶肥，不仅能提高果实含糖量、增加果

粉、疏松土壤，还能让葡萄果粒均衡生长。
苗华章不追求产量，别人的葡萄亩产六

七千斤，他的葡萄一亩地产三千多斤，其中能
售出去的精品葡萄也就两千多斤，但他的葡
萄均价都在10元左右。最贵的阳光玫瑰售价
在20—30元/斤，比普通葡萄贵十几倍，其他的
玫瑰系列都在15元左右。“关键是根本不需要
我亲自去找客户，都是客户直接到我这里来
预订，来晚了就没了。”苗华章喜滋滋地说。

多年来，苗华章采用“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经营模式，几年来发展社员300余人，从
业人员800多人，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近十种
稀有葡萄品种，总产值达3000多万元，直接带
动农民人均增收6000元，实现了基地增效、农
民增收的“双赢”目标。

2016年，济宁市葡萄联合社成立，苗华章
被推选为会长。从此以后，他又多了一个“老
师”头衔，经常被邀请去各地讲课。今年，在大
张楼镇党委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苗华章开
始发展“田园综合体”。上半年，他在院内铺设
了一条高标准进园主干道，建了一个2000平
方米的连栋大棚，安装了水车、木厅、葡萄雕
塑等景观点。增设了“亲子园”，游客在采摘观
光的同时，父母可以带领孩子从事农耕体验。

“下一步，我打算延伸葡萄产业链，用葡
萄加工白兰地、葡萄芽茶等。引进建设酿酒车
间和大型恒温库，与餐饮公司进行强强联合，
打造原生态农家乐，同时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运作模式，统一管理、统一品牌、统一
销售，形成精品水果种植联盟新六产产业体
系，尽自己的一份力助力乡村振兴。”苗华章
充满了期待。

淘汰“大穗大粒”，拒绝花哨品种，精耕细作成就苗华章的葡萄种植经———

亩产减一半 价格增十倍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刘美琪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8日，青岛市崂山区市

场监管局透露，该局创新推出的“崂山微注
册”平台再次升级，将业务咨询、名称申报、身
份认证、档案查询、营业执照邮寄等所有窗口
业务都搬到了微信端，真正实现“零见面办
理，不见面审批”。这一企业注册登记全链条
式微信服务平台属全国首创。

“崂山微注册”平台将企业注册登记由
“网上办”升级为“移动办”。记者关注“崂山市
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后，点击“微注册”看

到，平台共包括咨询类、登记类、文书类、辅助
类四大类功能共14项登记服务。

记者看到，咨询类服务包括智能咨询、人
工咨询、预约咨询三个模块。在智能咨询模
块，AI机器人全天24小时智能解答。记者输入

“企业注册流程、所需材料”的语音，几秒后，
对话框即弹出了详实的回答。登记类服务包
括名称自主核准、网上登记、全程电子化等模
块，通过微信可完成全程电子化登记业务申
报、资料上传、数字签章等流程。文书类服务
包括文书模板、文书生成。辅助类服务包括档

案、营业执照邮寄、地图导航、身份认证等。
青岛优舍漾客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是第

1家完全通过“崂山微注册”平台办理注册登记
的企业。“我们是第一次开公司，本来想通过网
站申报，结果到崂山企业注册大厅咨询的时候，
发现有这个‘崂山微注册’的二维码，就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扫了扫，进去之后，看到里面功能很
齐全，我提交了全程电子化申请，仅用10分钟即
完成了注册登记材料的上传，而且认证签字只
需在微信上传我的身份证、拍摄视频就可以了，
申请当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真的太方便了。”

青岛优舍漾客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刘祯宜说。“该平台服务功能涵盖所有工商
窗口业务，真正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办事
企业或群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微信发起业务申
请、查询进度、完成办理，不用‘跑窗口、填表
格’。”崂山区市场监管局注册审批科科长蔺海
霞介绍，“如今想在崂山创业，只需用手机打开

‘崂山微注册’平台，动动手指，就能开公司啦。”
目前，崂山区市场监管局正与崂山区公安

部门、税务部门对接，下一步将把刻章申请、新
办企业发票申请功能“搬上”客户端。

工商窗口搬到微信端
企业注册登记“移动办”

胶州市洋河镇：

故事讲进群众心坎里
8月3日晚上7:30，一场别开生面的“洋河镇移风易俗，乡

村振兴故事会”在位于胶州市洋河镇艾山脚下的张家茔、高
家茔两村上演。故事会现场，村庄带头人讲着对乡村振兴的
理解和想法，红白理事会成员向大家宣传着移风易俗，推树
文明新风的正能量。村民们自编自演的茂腔、秧歌、三句半、
小合唱等10个文艺节目穿插其中。“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喜欢
热闹，看着年轻人在台上说着唱着，心里真是欢气。”张家茔
村70岁老人薛玉炎对记者说。

（新锐大众客户端胶州频道）

德城区：“一厅办结”

让居民零跑腿
德州市德城区去年投资700万元打造天衢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总面积1 . 4万平方米，是全市唯一一家集专业化、
标准化、产业化于一体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基地。其中，二
楼规划为综合服务大厅，民政、养老、社保、食药监、工商等
部门在此设立窗口，今年已全部进驻。同时，完善公共配套
服务区、人力资源企业进驻区、高端商务区等几大功能区，
吸引人力资源服务、金融保险等相关企业进驻。

(新锐大众客户端德城区频道)

打通市政“堵点”

消除民生“痛点”
今年以来，威海高新区市政局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

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打通市政“堵点”，消除民生
“痛点”。7月20日下午，随着施工围挡的撤除，城区哈工大路
西侧3号楼与4号楼之间污水管道改造铺设完工，长期困扰
居民污水管道堵塞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7月26日，伴随
着最后一盏灯具的安装调试完毕，黑灯瞎火的城区火炬二
街终于亮起来了，结束了该街道长期以来有路无灯的历史。
8月5日上午，随着最后一层沥青罩面铺设完工，王家庄南社
区通往环山路的道路硬化改造竣工通行。家住王家庄南社
区的居民张先生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困扰居民‘行路难’
问题终于解决了，以后再也不会因出行而闹心了。”

（新锐大众客户端威海高新区频道）

薛城上半年

清理僵尸企业181家
今年以来，枣庄市薛城区积极做好“腾笼换鸟”工作，助

力新旧动能转换，上半年共清理僵尸企业181家。对被列入
清理范围的企业，在核实情况的基础上，分类规范处理：对
通过登记的住所能够取得联系的企业，督促其及时履行年
报、纳税等法定义务；对长期未经营、经现场检查在其登记
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且连续两年（含）以上未报税的公司，
依据《公司法》规定吊销其营业执照。

（新锐大众客户端薛城区频道）

河口区精准脱贫

医疗救助再升级
东营市河口区建立健全各类困难群众信息数据库，提

高精准识别能力，2018年民政领域纳入扶贫特惠保险参保
对象共3487人。同时加强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医疗商业补充保险等制度的衔接，与全区11家医疗
机构签订了相关协议书，镇街覆盖率达100%。3月底全面
实现贫困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出院时经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报销、医疗机构减免之后，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报销
之前实施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推进精准脱贫医
疗救助再升级。

（新锐大众客户端河口区频道）

腾讯云（黄河三角洲）大数据

融创中心项目落户东营区
8月2日下午，东营市东营区腾讯云（黄河三角洲）大数

据融创中心项目签约仪式举行。腾讯云（黄河三角洲）大数
据融创中心项目，依托腾讯云大数据服务平台，立足东营、
辐射全国，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
接，将有力地推动东营区实现大数据与产业发展、政务服
务、城市管理、油地互补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创新，为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变革性动力。

（新锐大众客户端东营区频道）

兰山拆违51万平方米

获群众点赞
8月2日，临沂市兰山区临西十二路沿街7户、2000余平

方米违建被清除。接着，大岭村与刘家朱许村分别清除违建
960平方米、1080平方米。据悉，今年1月至7月份，兰山街道累
计拆除各类违法建设1496处，拆除面积51万平方米，受到群
众的一致好评。

（新锐大众客户端兰山区频道）

□尹彤 报道
苗华章(左)向客户介绍自己的葡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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