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谢新华

作为鲁西南的一颗明珠，巨野县第一重镇
龙堌镇于2014年10月被确定为省级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试点镇，122项县级权限下放到乡镇。

四年过去了，试点改革进行得怎么样了？
记者近日赴龙堌镇进行了探访。

强镇扩权———

122项县级权限下放乡镇

改革的焦点，是县级权限的下放。也就是
说，龙堌镇一下子多了122项县级权限。“权
力是把双刃剑，不但要确保下放到位，更要承
接到位、适用到位，这是龙堌镇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强镇扩权的关键。”龙堌镇党委书记刘海
忠说。

龙堌镇对传统的机构设置进行了大刀阔斧
改革。通过整合审批、服务、执法资源职能，
新组建党政办公室、政务服务局、综合行政执
法局、组织人事管理局、经济发展促进局、社
会事业局、规划建设局、应急管理局和农业农
村服务中心、财政经管统计中心、新型人才服
务中心、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综合治理中心。
“一办、七局、五中心”对上衔接，对下服
务，人有专责、事有专权、责权分明、简约高
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体系已然形成。

为确保权限承接到位，提高试点镇承接能
力，龙堌镇对镇便民服务大厅进行了拓展改
造，服务窗口由14个增设到21个，所有的行政
审批事项统一为一个“巨野县龙堌镇行政审批
专用章”。

权限下放后，针对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
责，龙堌镇把政务处理分为前后两条线，政务服
务局直面群众，履行社会服务、行政审批职能；
综合执法局规范执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其余

“一办五局五中心”退居后台，分工协作，协调处
理各类事项。需要联办的事项，前台受理，后台
协调。

简约的机构设置、高效的运行机制，为畅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提供了体制保障。

综合执法———

16个部门的权力合为一体

过去龙堌镇有9万居民，5 . 3万人生活在镇
驻地，其中还有1 . 5万流动人口，管理难度很大。
但走进龙堌镇，干净的街道、整洁的店铺和有序
的交通秩序，让人刮目相看。

“乡镇管理难，以前难就难在管理人员太
少又有责无权。”龙堌镇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
队长刘俊西认为。他举例说，在乡镇短短的一
条街，马路清扫归环卫部门管，店铺牌匾归工
商部门管，店外经营是城管部门的事，车辆乱
停是交警部门的事……各部门在乡镇的人员
少，根本无力承担管理责任。而作为镇政府一
级，却没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权。为此，龙堌镇
创新综合执法模式，整合国土、城管、安监、
环保、市场监管等16个执法职能，将78人的执
法队伍分为四个中队，划定区域，开展综合执
法，形成执法工作合力。

为提高综合执法水平，龙堌镇投入100余万
元设立了600余平方米的综合执法指挥中心，实
行信息化管理，不但使综合执法及时到位，而且
视频上传可实时监控执法过程。针对重点监管
企业，龙堌镇与企业协商，在生产、安全、消防、

环保关键部位安装监控设备，并一月一次开展
综合执法检查。仅2018年1—8月份，就阻建非法
建设92起，治理乱停乱放2000余起，依法起诉、
拆除违章建设26处，关闭砂石料场及矸石粉碎
场等粉尘污染企业8家，实现了社会管理规范
化、常态化、集约化，节约了执法成本，提高了执
法效率，增强了社会管理能力。

“一次办好”———

小事不出村，急事不出社区

四年间，龙堌镇紧紧扭住“放管服”改革、转
变政府职能这一关键点，围绕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瞄准村级服务“短板”精准发力。

县级权限下放到镇，镇里也把39项权限下
放到村和社区。目前，龙堌镇根据村居人口分
布、距镇区远近，建立了5个一站式村级服务中
心。社区服务中心参照镇便民服务中心设置了

“五室一厅”，按照政务服务场地标准化建设要
求，统一为进驻窗口配备了齐全的设备，设置了
服务柜台、综合受理区、休息等候区等区域，并
使用规范统一的标识牌。试点以来，五个村级服
务中心平均每天接待办事群众100余人，年办理
业务30000余件，有效拓宽了便民服务领域，减
少了群众办事成本。

同时，创新管理服务体制，按照“以人为本、
信息化支撑、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一本三
化的要求，以村居为服务网格单位，将服务区划
分为66个网格，聘请66个全科网格员，工资由镇
财政拨付，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高了镇里
的社会化服务能力。网格员事无巨细，一专多
能，常态巡查，把环保卫生、违法建设等存在的
问题即时拍照上传，为常态化、无死角治理提供
了可靠保证，让群众的痛点真正成为政府工作
的发力点，切实解决群众所需。

另外，龙堌镇还在全镇44个村居设立了党
群服务站，开展代缴代办代理等便民服务，对于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实行上门认证服
务，部分业务现已实现电话预约和网上办理，真
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急事不出社区”。

改革出活力———

为新型城镇化蹚出一条新路

优化财税分成机制，为村集体社区服务提
供财力保障，这是龙堌镇在全省的又一创新。

龙堌镇针对部分村无集体资产、无集体积
累，村队发展缺乏产业支撑等实际，打破了村级
无财税分成的定例，建立村队新引进企业税收
分成机制，即凡是由村队或其群众引进的招商
引资项目，除按照相关政策奖励外，还要按照企
业缴税乡镇留成部分的50%给予社区村队，用
于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鼓励村队干部干事创
业、加强社区村队造血功能。

目前，全镇已有14个企业项目进入落地投
产阶段，计划总投资达1 . 3亿元，可新增就业
1100人，预计新增税收1350余万元，可增加村集
体收入约300万元，每个项目村平均每年可达到
18万元。

改革带给龙堌镇的另一个好处是，每年都
有自己的项目建设用地指标。“这在以前是没有
的。得益于这个条件，村级招商热情高涨，今年
我镇的项目建设形势一片大好。”刘海忠高兴地
告诉记者。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龙堌镇用足用好上级
财政、金融、土地、户籍、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支持
政策，争取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236亩，累计筹
集资金3亿多元，拉动社会资金近10亿元，实施
了一批乡村道路、供暖、供水、学校、卫生院等公
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了
龙堌镇医疗、教育、市政道路、污水垃圾处理、园
林绿化、供水供暖等公共服务设施档次和城镇
化水平，镇区面貌焕然一新，为欠发达地区的新
型城镇化蹚出了一条新路。

122项县级权限下放乡镇之后
——— 巨野县龙堌镇探索镇级行政体制改革创新之路

关键词：强镇扩权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芸超 徐 录

9月16日上午9时，潍坊滨海区白浪河上，
一艘艘五彩龙舟在河面划过，你追我赶。这是
2018中国龙舟公开赛(山东·潍坊站)在潍坊滨海
开赛的一个场景，也是潍坊市首次举办此类高
水平龙舟赛事。

“首次举办龙舟赛的经验，坚定了我们加

快体旅融合的信心。近年来，潍坊滨海区大力推
进‘赛事+节会+旅游’发展模式，最终形成以风
筝会、冲浪赛、马术赛、龙舟赛为主，赛车、自行
车、马拉松、帆船、帆板为辅的多形态体育赛事
品牌。”潍坊滨海区旅游局副局长王连元说。

9月5日晚，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等25个
国家和地区的风筝冲浪高手们齐聚一堂，在潍
坊滨海区迪拜国际酒店举行颁奖仪式。

英国选手康纳·贝恩布里奇已是第四次来

到潍坊滨海。“潍坊滨海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地
方，这里的人非常好环境也好，每次来我都很
开心。”康纳·贝恩布里奇说。

与体育赛事相辉映，文旅节会也日益成为
潍坊滨海城市品牌的重要代名词。今年8月
底，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山
东，在滨海欢乐海沙滩举行，吸引了全国2万
多名观众到场观看。

潍坊滨海作为渔盐文化兴盛地，多年来坚

持文旅融合发展，整合提升海洋、渔盐、民俗
等文化资源，连续举办十二届“渔盐文化
节”，擦亮了民俗品牌。同时，滨海积极吸收
引进国际性文化潮流，世界旅游小姐大赛、超
级模特大赛、环球嘉年华啤酒音乐节先后举
办。今年夏天，滨海成功举办首届巴西美食文
化节。第二届潍坊滨海国际马术文化节也将于
10月1日至3日在欢乐海沙滩举行。

“凭借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潍坊
滨海的文旅赛会模式日渐成熟，海滨城市品牌
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日渐提升。加上特色项
目开发营运、基础配套不断完善，潍坊滨海旅游
借势发展，今年到目前为止游客数量已突破300
万人次。”潍坊滨海区旅游局局长冯月玲说。

潍坊滨海体育赛事节会成旅游新亮点

□记者 张忠德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26日，青岛开发区智能制造

产业发展联盟成立暨首届会员大会举行。
联盟现有成员单位48家，成立以后将积极做好

信息沟通、问题协调、技术服务、活动组织等工
作，研究寻求智能制造核心应用技术突破；推动企
业参与到行业、国家和国际智能制造标准化工作，
提高标准话语权；为企业提供国内顶尖水平的智能
制造整体解决方案规划和系统集成服务；鼓励产业
链成员协同发展，合作开发新市场；定期举办智能
制造、智慧工厂、转型升级方面的高端论坛，组织
企业开展交流和智能制造人才培训等。

青岛开发区智能制造

产业发展联盟成立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徐琦 报道
本报滕州讯 在9月26日召开的滕州加快发展

大会上，滕州市委、市政府隆重表彰了35名“滕州发
展功臣”。

近年来，在滕州市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
涌现出了一大批视野开阔、敢想敢干、奋勇拼搏的
领军人物，创造出大量的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为
加快滕州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按照经济贡献、社
会贡献、经济外向度、科技创新、社会认可度等，
经过群众和专家投票，推选出了35名“滕州发展功
臣”。此次被表彰的发展功臣既有国有企业负责人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强，也有
民营企业家山东威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子
金，还有投资滕州的外地客商山东腾达紧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正德等。

滕州评选表彰

35名“发展功臣”

□通讯员 张永田 崔仲恺 报道
本报新泰讯 在9月22日闭幕的第十五届中国

林产品交易会上，新泰市选送的“青未了”盆景园
的8盆松柏盆景获5个金奖、3个银奖。

据介绍，“青未了”盆景园从2000年起培育小
苗，经过地培、造形、修剪、移栽上盆，形成了完
整的松柏盆景制作养护技术。既解决了松柏类盆景
资源匮乏的问题，又保护了生态环境，还大大提高
了盆景的附加值，使松柏盆景在艺术化和产业化道
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据悉，“青未了”盆景园的苗
培盆景技术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并获得受理。

新泰“青未了”松柏盆景

再斩全国大奖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王志 崔静静 报道
本报乐陵讯 享有“金丝小枣之乡”美誉的

乐陵市，自然、文化资源丰富，9月16日，该市作为旅
游文化资源的典型代表，受邀参加了央视《中国魅
力城》栏目，通过“城市初见、城市味道、城市名片”
三大环节，以“推介秀”“美食秀”“风情秀”等多种展
示内容，不仅展现了千年枣林游览区、碧霞元君故
居、梁锥希森新村、大孙梨园、泰山体育博物馆等
如诗如画的自然人文风光，“小枣宴”、“土豆宴”等
独具乐陵特色的美食也格外吸引眼球。节目播出
后，到乐陵探寻的游客明显增多。“乐陵目前仍存
在各景区发展不平衡、旅游淡旺季分化问题，希
望通过民宿美食产业这把‘金钥匙’，解锁全域
旅游新模式。”乐陵市旅游局长韩玉杰说。

乐陵文旅美食惊艳

央视“中国魅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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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宝书 报道
巨野县龙堌镇便民服务大厅一角。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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