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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改革旨在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
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经济稳中向好
的关键一招。

去年以来，济宁市以“人民满意”为
目标，围绕省委、省政府“一次办好”改
革要求，直面百姓痛点，破解办事堵点，
持续优化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打造“审批
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
优”的政务服务环境，全力为企业和群众
提供“集中高效、贴心周到”的政务服
务。

一地办好、、一次办好

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济宁
市已先后14次削减市级行政审批等权力，
共削减市级审批事项 3 4 9项，压减率达
60%。虽然市级行政审批的绝对数量大幅
减少，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群众到政府部
门办一件事“上下来回跑”现象时有发
生。

济宁市编办政策法规科科长毛国栋介
绍，今年以来，济宁市运用直接下放、服
务窗口前移和下放实质性审核权等3种放权
方式，实施行政审批“市县同权”改革，
力争群众办事“一地办好”“一次办
好”。按照“能放则放、权责一致、重心
下移、减少层级”原则，除保留受上级部
门委托行使的9项行政许可外，市级保留的
2 3 6项行政许可中的2 2 7项全部下放各县
(市、区)、功能区，占市级行政许可总数的
96 . 2%，基本实现市、县两级审批同权。

8月31日，济宁市任城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放管服改革中迈出重
要一步。首批涉及的17个区直部门的89项
行政许可事项、30项相关联事项、64项现
场踏勘事项，正式划转至任城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由任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集中履
行相关行政审批职责，实行“一枚印章管
审批”。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原来，像我们这样的外贸企业办理
营业执照，要专门去商务部门备案，现在
登记数据信息共享，在工商部门这一个窗
口就能完成，不用多准备材料，也省去了
多跑腿的时间和精力，办理速度也加快
了。”7月26日，在济宁市政务服务中心工
商登记窗口，前来办理业务的济宁某商贸
公司马经理高兴地说。

马经理办事愉悦源于当地政府近乎苛
刻的自我改革。济宁11个部门联合出台了
《关于深入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的意
见》，明确在济宁“五证合一”和第一批
涉及11个部门的26项涉企证照事项继续实
行“三十一证合一”的基础上，自6月30日
起，将国家层面确定的24项中，之前济宁
未整合的14项涉企 (包括企业、个体工商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证照事项整合到营业
执照上，实行“四十五证合一”。

济宁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工作
人员姜黎黎介绍，今年以来，济宁市推进
“三集中三到位”和其他权力、依申请公
共服务事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市直61家
部门单位、5家公共企事业单位承办的856
项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形
成了“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
龙服务”的服务新常态。将相关市直部门
和公共事业单位的政务服务窗口整合设置

成七大综合服务窗口，在全省率先实行了
“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办理、统一窗
口出件”政务服务新模式。以企业生产经
营、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和
高频办理事项为重点，按链条优化整合分
散在不同部门的关联事项，精简办事环节
和材料，开发了“一链办理”应用系统，
实现了“一链办”“一次办”。将涉及多
部门的事项按链条优化组合，形成“一链
办理”事项目录清单43项，编制了《济宁
市“为您着想”联办服务指南》。

济宁市聚力攻坚网上政务大厅，变
“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重点围绕
“一窗受理”、自建系统对接、“一号申
办”、在线打证等4项任务，完善提升政务
服务平台功能，提高政务服务网上服务能
力。按“应上尽上”要求，将所有行政审
批事项和主要公共服务事项全部转移到网
上运行，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便捷化服务。
截至目前，全市公布的行政许可3278项、
其他权力事项431项、依申请公共服务事项
24162项已全部上平台运行。今年以来，全
市网上受理134802件，网上申办率始终保持
在95%以上。

“只有管得好，才能放得开”

“放”与“管”是一对辩证关系，只
有放下去，才能管得好；也只有管得好，
才能放得开。

毛国栋介绍，在推进市县同权改革过
程中，济宁市以强化监管推进纵横协同的
立体化监管。按照“谁主管、谁监管”原
则，市直各有关部门(单位)不断强化事中事
后监管力量，加快转移工作重心。一方
面，加强对县级审批业务尤其是市县同权
审批业务的监督检查，探索建立约束指标

总量调控超量“叫停”制、随机抽查监管
制、网络智能监管制、责任追究制等制
度，防止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
题。另一方面，落实“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制度，市、县两级审批项目全部纳入
监管范围，构建“宽进严管”的行政管理
格局。

“政府如果只‘放’不‘管’，市场
就会失去公平和秩序。”济宁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许可服务科科长曹飞说。为实现有
效监管，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制定了
《济宁市建筑行业企业诚信“红黑榜”发
布制度(试行)》《济宁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红
黑榜管理办法》，强化
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建立工程建设项目
黑名单制度，构
建 “ 一 处 失
信 、 处 处 受
限”的联合
惩 戒 机
制。

①①曲曲阜阜为为民民服服务务
中中心心办办事事大大厅厅
②②任任城城区区行行政政审审批批
服服务务局局挂挂牌牌成成立立
③③市市人人社社局局服服务务大大厅厅工工作作人人员员耐耐心心解解答答群群
众众咨咨询询
④④为为民民服服务务中中心心大大数数据据展展示示

□姜国乐 王浩奇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擘
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经济社
会发展新蓝蓝图图。

济宁是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占全市总
人口的43%，耕地面积917万亩，是全国重
要的粮棉油基地和特色农产品基地。通过
多年发展，济宁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城乡
统筹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工农业基础更加
坚实，乡村文明行动成果丰硕，这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
础。今年以来，济宁出台《关于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制定《济宁市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55个专项
工作方案，设立了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建设
指挥部，拉开了乡村振兴的帷幕。

大蒜产业让村民住别墅

改革开放之初，，大蒜就成了金乡县鱼
山街道崔口村的支柱产业。1982年，，崔口村
在党支部书记韩允其的带领下发展了500亩
大蒜，，成为金乡首个种大蒜的村。如今崔
口村有大蒜加工、贮藏、贸易、物流等企
业67家，，人均年收入高达6万元，350户村民
都住上了别墅。

金乡县常年种植大蒜60万亩，，加工、
贮藏、贸易等企业2000多家，年加工出口总
量占全国的70%以上，产品出口世界上168
个国家和地区。金乡大蒜的品牌价值更是
高达202 . 58亿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动
力。济宁市委农工办副主任朱湘华介绍，
济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推进全市49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50万亩
棉花生产保护区划定，推进任城、兖州、
鱼台、嘉祥、汶上5个省级粮食绿色高质高
效平台项目建设。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
大蒜、辣椒、食用菌、马铃薯、棉花等特
色经济作物。实施农药、化肥减量增效行
动，推广绿色防控、增施有机肥、测土配
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秸秆综合利用等生
态农业技术。

“济宁礼飨”区域公用品牌效应凸
显，邹城蘑菇1家区域公用品牌和8家
企业产品品牌获2018年省知名农产品
品牌。曲阜儒乡慢境农文旅综合
体、邹城绿鑫春生态农业园区、
梁山华大基因黄河滩区田园综
合体等32个农业项目确定为全
市“新六产”示范创建点。
济宁蓝城南阳湖农场“田
园综合体”招商项目落
地实施。金乡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顺利
推进。

“90后”小姑娘回乡种蘑菇

人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为了实
现人才振兴，济宁既留住“自家人”，还
吸引大批懂科技、懂市场、懂法律、懂管
理的“外来客”。

10月15日，晨雨菌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
基地的大棚里传来“叮叮当当”玻璃杯碰
撞的声音。“90后”姑娘周晴晴正拿着手
电筒观察食用菌在摇晃的烧杯中的生长状
况。她2014年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回金乡老
家当起“菌农”。她带领30多位种植户到
南方考察，发现了特别适合北方种植的羊
肚菌。她不断试验适宜羊肚菌的生长环
境，打破营养袋必须用麦粒做主原料的传
统，将废弃菌袋重复再利用，更新和细化
羊肚菌种植技术体系。历经多次失败，她
成功种出了羊肚菌。

“一人富不叫富，大家富才算正真
富。”周晴晴按照“3+3+3+1”的基地种植
模式，让没有种植经验和销售渠道、但有
意愿种植羊肚菌的乡亲以管理入股。一个
人至少可以同时管理20亩羊肚菌，参与种
植的老百姓忙上一两个月，就能有四五万
元的收入。

济宁市重点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头人培训和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共
计2900人。创立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创新
团队，截至目前，引进筛选新品种18个、
技术措施或技术规程1 5项，带动农村致
富。实施农技人员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双千工程”，发挥18个市级农业创新团
队作用，不断提升农业科技服务能力。

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乡风文明

清朝循吏牛运震是济宁兖州区新兖镇
牛楼村人，他的“俭、简、检”思想成为
村里的文化因子。正因文化底蕴深厚，在

牛楼村，“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风尚
早已约定成俗。现在，牛楼村牛运震故居
成了当地的廉政文化基地和政德教育基
地；“俭、简、检”文化成了村里孩子们
学习的必修课。

文化惠民、“四德”评选、村风建
设……牛楼社区样样走在前面，如今的牛
楼村更是成了“济宁市历史文化知名村”
和“省级文明村”。

在济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文
化振兴的重要途径。济宁已恢复乡村历史
景观2000多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数量已达
11人；“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
区”上升为国家“十三五”规划；“三
孔”彩绘、尼山圣境、鲁国故址公园等工
程有序推进……去年，济宁文化产业增加
值增长达17 . 6%。深入开展农村移风易俗，
上半年济宁市农村移风易俗群众满意度位
居全省第2名。

大沙河成为乡村景观带

邹城市大束镇的大沙河因村民复垦土
地占用河道，河边还有30多家养殖场，造
成了不少问题。2015年下半年，大束镇对大
沙河进行整治，养殖场全部关闭搬迁，清
污除障进行生态修复，并将其打造成了沙
河湿地美丽乡村景观带，串起了灰城子美
丽乡村、时枣行田园采摘、匡衡湖文旅小
镇、儒学研学游基地、赵东村父子宰相旅
游观光5个项目。

在朱湘华看来，自2013年就开始的美丽
乡村建设工作为济宁乡村的生态振兴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济宁市以样板村、示范
村、示范片区打造为主抓手，全力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连续三年全省考核排名第
一，建成45个省级、55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在建42个省级、58个市级示范村。打造
建设了22个市级、14个县级美丽乡村示范片
区，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牵动乡村振兴的“牛鼻子”

8月19日，济宁各地普降暴雨，汶上县
南旺镇多处村庄的积水没过膝盖，排涝救
灾刻不容缓。

“眼看着庄稼就不行了，你们再不让
排水，我就到镇里找颜书记去！”南旺西
村的水必须要经过南旺东村才能排出，东
村的几位村民为了不让水流进自己村，拦
着不让挖沟，急得西村一位老汉直冒汗。
“我就是颜世旺，有什么事给我说！”老
汉话音未落，人群中站出来一位卷着裤
脚、头发淋得已经打绺的干部。作为南旺
镇党委书记，颜世旺从凌晨5点多就开始走
村串巷，查访灾情，此时刚好赶到这里。
他一边给群众做工作，一边调来挖掘机挖
沟，很快解除了危情。

汶上南旺镇建立党建“123”工作机
制，调动机关部门、村党支部龙身和龙尾
的工作积极性，形成“龙头昂起来，龙身
活起来，龙尾摆起来”的工作格局。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近
年来，济宁市精心打造基层党建示范区，积
极推进各镇街建设基层党建示范区。推进综
治中心及“雪亮工程”建设，目前全市14个
县市区和功能区已全部建成综治中心，150个
乡镇建成综治中心，覆盖率95%，5269个村
(社区)建成综治中心，覆盖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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