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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芳
本报通讯员 吕栋 高甜甜 梁之磊

“大姐，这是您咨询业务的明白纸，上
面列出了需要的所有材料。”“同志，您要
办的工程许可证，审批需要 1到 2个工作
日。”8月28日，记者在青岛市即墨区政务
服务中心大厅看到，规划局业务窗口前来办
事的人络绎不绝，工作人员熟练地为办事群
众告知、解释、办理相关业务。与以往不
同，当天的坐班人员不是普通办事人员，而
是青岛市规划局即墨分局局长李根远。

“这是即墨区自8月23日开始实施‘百
名局长进大厅’以来，我第二次到大厅服务
窗口坐班。”李根远表示，窗口服务是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所涉及业务政策性

强、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期盼大，单位班子
成员只有带头深入一线，掌握群众所想、所
需以及困惑，才能精准地拿出改革举措，提
升服务效率和质量，更好地服务群众。

据即墨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居平介
绍，为深入推进“一次办好”改革，该区从
8月23日开始，在全区启动实施“百名局长
进大厅“活动：全区凡是承担审批服务事项
的部门(单位)、各镇、各街道领导班子全体
成员，分别进驻区政务服务大厅、专业分大
厅及基层便民服务中心，开展窗口调研和服
务。活动启动当天，便有包括财政局、城乡
建设局在内的十几个单位、部门的局长进大
厅，提供窗口服务，零距离服务群众。

为保证活动落实落细，即墨区专门制定
印发了《百名局长进大厅活动实施方案》，

为每名“进驻局长”明确划出了职责硬杠
杠：开展活动期间，要熟悉审批业务，通过
提供窗口服务、受理审批服务事项，全程履
行窗口办事人员职责；要通过跟踪从受理到
办结的全部流程，提出可优化流程、简化手
续、提高效率的最优方案，力争在审批服务
减环节、压缩流程提效能上实现新突破；要
针对审批服务事项办理流程中存在的梗阻、
迟滞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形成问题清单，
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并跟进落实；要主
动征询服务对象对办事效率、服务态度等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在现场发现、解决问题，
并示范指导窗口提升服务水平，有效改善窗
口环境。同时按照方案要求，所有进驻政务
服务中心单位的班子成员，每月在区政务服
务中心大厅本部门窗口坐班不少于1个工作

日。
为防止该项活动流于形式，即墨区出台

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例如“进驻局长”严
格实行本人实名实时签到签退，带头遵守区
政务服务中心各项管理制度；活动采取日常
检查、月度考评和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对进驻局长坐班、窗口工作秩序、服务事项
办理、现场及移交问题处置、问题台账建
立、群众评价以及活动开展等情况进行系统
全面的量化评估，纳入对各窗口的目标绩效
管理和部门年度目标考核；全区采取明察暗
访、跟踪问效等形式，加强对“局长进大
厅”工作的督促检查，并每月以简报形式将
“百名局长进大厅”活动开展情况提报区政
府，对进驻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单位予以通报
批评，并进行效能问责。

规划局长坐班政务服务窗口
即墨区“百名局长进大厅”推进“一次办好”改革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苏本善

“这大热天的，不用老挂念我。”看到张
立生到来，正在家门口纳凉的村民褚守田上
前一把握住他的手。张立生是东平县审计局
副局长，结下这门乡下“亲戚”缘于该县干部
包户脱贫“双联四包”工作开展。

泰安市委副书记、东平县委书记张涛介
绍，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该县升级“双
联四包”工作，加速推进“三大工程”，创新扶
贫措施，逐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稳定脱贫上
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双联四包”再升级

褚守田家住商老庄乡李桥村，老两口儿
都已70多岁，唯一的闺女远嫁外地，也是当地
的贫困户。老两口儿住的是六七十年代的土
胚房，院墙是柴草篱笆，一间厨房摇摇欲坠，
每逢阴雨天就漏雨。由于年事已高，褚守田无
力改变现况，成为扶贫重点对象。

“多亏结下一门好亲戚，不是亲人，胜似
亲人。”褚守田告诉记者，张立生帮他进行了
危房改造，盖起了3间砖房，老伴儿还当起了
村里的保洁员，再算上低保、新农保收入，吃
住困难得到很好解决。

“最暖心的是人家真把俺当亲戚待。”褚
守田说，张立生每月都来三四次，上次还带上
了女儿、女婿、外孙，一大家人嘘寒问暖，让他
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畏难发愁的情绪一扫
而空。

扶贫又扶志，是东平县开展干部“双联四
包”工作的重要目的。“双联四包”即干群联
亲、扶贫联网，包保亲情关怀到户、政策宣传
到位、帮扶措施落实、档案资料完善。该县
1990名县乡两级干部与贫困户结亲结对，制
定“一户一案”帮扶措施，对帮扶难题实行包
保干部与贫困户所在乡镇“双线上报”，组建
县、乡、村、户四级脱贫网络，实现对贫困群众
的及时有效帮扶。

安置群众12 . 5万人

“拿到新房钥匙，心里甭提多高兴。”7月
19日，大羊镇西王社区一片欢声笑语，首批114
户村民完成分房。

西王村为省级贫困村，有村民286户1025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44户397人。村子处
于地面塌陷区，地少人多，发展受限。

经过争取，2017年4月，西王村被纳入全省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规划建设新社区，建起10
栋楼房。开工半年多，楼房全部实现封顶；开
工一年三个月，楼房全部完成内装。西王社区

创下东平易地扶贫搬迁最快速度。
除易地扶贫搬迁外，东平还承担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国有大中型水库移民避险工程，
共规划建设社区29个，安置群众12 . 5万人。“三
大工程”涉及人数之多、建设体量之大，在全
市、全省位居前列。

东平将“三大工程”列为脱贫攻坚的重头
戏，采取指挥部运作模式，由县级干部任指挥
长，在一线破解难题；面对环保压力，实行建
筑材料“点对点”供应；加大对上争取，多元筹
措资金，破解资金难题。目前，29个社区有12
个完成建设，8个社区1 . 8万人完成回迁。

既要安居，又要乐业。东平县坚持“两区
共建”，在每个社区附近至少打造一个产业园
区，培植增收致富项目，让群众实现“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据了解，该县在社区周边规
划建设5个扶贫产业园、移民产业园，配套建
设30个特色产业基地，在112个省市级贫困村
建立了精准扶贫就业点，培植发展了电商、柳
编、乡村旅游、绳网加工等“十大产业”，创新
基地式、农场式、车间式、家庭式等扶贫模式，
为脱贫攻坚提供产业支撑。

五项机制创新推进稳定脱贫

今年3月，大羊镇后郑村原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郑某，因多次骗取国家危房改造补

贴资金被留置，经县人民法院审理，择期宣
判。案件的查处给各级干部敲响了警钟。记者
从东平县纪检监察部门了解到，今年1—5月
份，全县查处扶贫领域问题28个，党纪政务处
分20人，组织处理22人，移送司法机关8人，通
报曝光21起35人次，另有3件涉法案件正在调
查之中。

东平县划定四条“红线”，将民生改善放
在第一位，扶贫领域被列为最重要方面。张涛
说：“我们就是要通过严肃执纪，不断强化责
任，让各级干部不想腐、不敢腐，踏踏实实投
入脱贫攻坚。”

既守规矩，又不落于窠臼。该县建立动态
监测机制、政策落实机制、产业覆盖机制、兜
底保障机制、素质提升机制，对贫困人口精准
筛选，打通进入退出机制，确保扶真贫、真扶
贫，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渔则渔、宜
旅则旅、宜商则商”原则，厚植产业基础，开展
技能扶贫，为贫困人口脱贫注入“源头活水”。

东平为全省20个扶贫工作重点县之一，
原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7611户79207人。经过
三年多攻坚，目前还剩贫困人口1991户6057
人。“我们将把脱贫攻坚统一于全县‘七篇文
章’总体布局，深度释放自身潜力，最大凝聚
脱贫动能，在规定时限交出一份优秀脱贫答
卷，同时也为东平实现‘撑杆一跃’全面建成
小康扫清底子。”张涛说。

“双联四包”升级 “三大工程”提速

东平：扶贫扶志 安居乐业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通讯员 刘建兴 报道
本报龙口讯 “生产节庆装饰品的车间可以提供50-

60个固定工作岗位、100个以上临时工作岗位。日人均收
入100元左右，村集体每年可增加收入5万多元。粉丝代加
工包装车间已经建好了，正在购置设备，能解决150人的
就业。”8月21日，龙口市黄山馆镇驿东新苑社区党总支
书记姜厚臣告诉记者。

驿东新苑社区是由四个村群众搬迁形成的社区。集体
增收无路、群众生活成本高与收入偏低的矛盾，成为社区
党总支的头等难题，也成为群众检验社区党总支组织力的
最难“考卷”。为了帮助群众增收，党组织迎难而上，引
进了两个代加工项目：一个生产国外节庆装饰品，一个开
展粉丝代加工包装。村民有了工作，集体有了收入。

干部有担当，乡村才有希望。龙口市突出“强村富民”主
题，全力实施农村干部“担当作为”工程，系统化项目化开展
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干事创业、监督管理等工作。

为了提升广大基层干部的能力，龙口市每年6个月不
间断培训。以冬训为起点，每年12月到来年5月，持续开
展农村干部培训，确保干部能力始终“在线”。今年，在
抓好课堂培训的基础上，分3批组织90多名标杆村、潜力
村党总支书记到外地现场观摩学习，拓展视野，提振干
劲。该市持续开展农村干部干事创业活动。市级建立创业
项目备案制度，集中管理、定期调度，年底开展“成效突出项
目”评比表彰。为了确保基层干部干事成事不出事，龙口市
出台了7个规范性文件，4次修订完善村级规范化管理工作
实施细则，在全省率先依托审计部门组建专门农村审计办
公室，集中专门力量对农村干部经济责任进行直接审计。

龙口实施农村干部

“担当作为”工程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张传喜 报道
8月28日，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三里屯村贫困户李成

乾正在林间锄草（上图）。
今年年初，50岁的李成乾被安排当上了村里护林员，

有了稳定的收入，逐步走向脱贫。据介绍，三里屯村今年
设置了环卫保洁、机井看护等公益岗位，共解决村里贫困
户15人就业脱贫问题。

贫困户公益岗

促就业脱贫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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