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景阳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李明泽 杨永杰

大事小情谁来负责，民生民意给谁诉
说？在桓台，小到健身器材的一处裂缝，大
到一辆公交车的线路走向，都可以讲给近在
咫尺的网格员——— 只要老百姓有反映，党委
政府就一定有回应。

桓台县积极打造智慧桓台全域网格化管
理服务平台，从基础性的网格化社会管理体
系机制建设，到网格员对民生服务事项的广
泛参与，赋予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该
县在全省县级率先建设以“四中心三平台”为
主体的新型智慧城市，着力搭建“一图（真三
维地图）一网（政务内网）一云（大数据中心和
云计算中心）”技术架构，建设了全国第一个
县级云计算中心、大数据中心、全域网格化管
理服务平台、地理信息共享平台、企业管理服
务平台和城市展示中心。

全域网格化

成构筑社会和谐基石
2017年2月，桓台县全域网格化管理服务

平台上线运行，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全域网
格化管理的县。按照150至200户左右一个网格
的标准，桓台将全县509平方公里划分为974个
责任网格和若干个拓展网格，建成县镇村三
级联动的社会治理新体系。把安全生产巡查、
环保巡查、违建治理、食品药品安全巡查、社
会治安巡查等12项功能纳入管理服务平台。

1月28日，记者来到桓台县马桥镇采访，

体会最深的就是行政职能与民生需求在这里
得到无缝对接，治理的刚性和服务的柔性完
美结合，成为构筑社会和谐的基石。

“前金村同德路路口有一处下水井盖断
裂，存在安全隐患。”马桥镇前金村警务助理
金希明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
拍下照片，附上说明，通过“智慧桓台”社管通
系统，将问题传送到马桥镇网格化社会管理
服务平台。平台终端工作人员根据责任分工，
发出案件督办单，管区相关人员与前金村“两
委”成员立即到现场进行查看，当天就联系物
业公司更换了新井盖。

像金希明这样的网格员，在马桥镇有107
名，其中镇级网格员55名，村居网格员（警务
助理）52名。每天，他们都在自己的网格内，手
持工作终端定时巡查走访，排查出矛盾纠纷
或发现“病症”，网格内的安全生产、环保、社
会治安、城乡环卫、食药安全、为民服务等都
属于他们的巡查范围。“网格员是政府在基层
的代表，能为村民办点事，为社会和谐出份
力，苦点累点都值得。”金希明说。

“马桥镇辖52个行政村，镇域面积79 . 12平
方千米，人口6 . 3万人。通过网格化社会管理
服务平台，将全镇织成一张网络，网格员各负
其责，切实做到信息掌握到位、监管排查到
位、问题处理到位、党员管理到位、为民服务
到位，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100米’。”马桥
镇党委书记柴涛说。

综合性管理平台

让民意更畅通
北一村警务助理郑建帅上报的一条“游

乐场秋千焊接缝开裂，存在安全隐患”的信
息，在镇社会管理中心的协调下得以解决。北
一村村委会主任郑召峰说：“施行网格化管理
后，最大的感触就是政府与群众的距离更近
了，解决问题的速度更快了，有问题第一时间
采集上报，能够解决的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

在政府协调下联动处置。”
问题的高效处置得益于马桥镇建设的

“全域网格化管理服务平台”。记者在马桥镇
社会管理中心看到，工作人员都在忙碌着，由
27块大屏幕组合式连体液晶显示屏显示着全
镇各网格及网格员的实时信息，网格员上报
的案件详情、网格员行动轨迹等信息一目了
然，便于随时掌握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宏观
状况，并对重大或严重问题进行现场联动指
挥。这里也是马桥镇网格化社会管理机制的

“大脑”。
马桥镇以“智慧桓台”全域网格化管理服

务平台为载体，整合“智慧马桥”网格化管理
系统、“云党建·先锋在线”系统、“企业安监巡
检系统”、“环保环境监测系统”等工作平台，
形成了基于安全生产监管、环境保护监测、食
药安全监管、为民服务、综治维稳监控、城乡
环卫监测、党员管理等功能的综合性管理服
务平台。同时，与公安联网，接入环保、交通、
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点600余个，开通2341890

“一拨就灵”民生热线、“瞩目马桥”和“帮帮
团”微信公众号。

“微不足道”的小事

成就群众获得感

马桥镇网格化管理服务模式运行及服务
平台的建立，畅通了群众与干部之间的沟通
渠道和问题发现渠道，使问题发现更及时，解
决更高效，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升。2018年，
马桥镇网格员上报案件信息共计20936条，受
理 1 9 6 5 3条，处理 1 9 6 3 3条，案件办结率达
99 . 9%。

对于辛庄、冯马、胡马、齐马4个村的村民
来说，622路公交车从北营村延伸至辛庄村，
解决了村民出行难题，便是马桥镇实施网格
化管理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原先，完成集
约化改造的622路公交车因为电量问题只能
行驶至北营村，马桥西部各村村民的公交出
行就成了麻烦事，从北营村到辛庄村，距离约
为3公里。要乘车就要自己解决这3公里的路
程。为此，多位村民向网格员反映了“希望延
伸622路公交路线，解决乘公交车难”的意愿。
去年11月，马桥镇政府积极与桓台公交分公
司协调，出资建设了公交车充电桩和标准化
始发站，让622路公交车开到了辛庄村，这样，
周边村民可以轻松自如地乘公交出行了。

在马桥镇，让人民群众交口称赞的事情
还有很多，绝大部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垃
圾处理、随意停车、乱扔垃圾……正是通过这
些看似细小的事，才让群众有了更强的获得
感。

桓台全域网格化实现行政职能与民生需求无缝对接———

百姓有反映，政府有回应

关键词：智慧城市

桓台县积极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推进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以搭建“智慧桓台”基
础平台为核心，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入城市管理、服务等领
域，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社会治

理、基层党建、政务服务等各方面工作的融
合互动，切实提高了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有力带动了城市转型、社会转型和新旧
动能转换，形成了全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
“桓台模式”。

■书记点评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
桓台县委书记 贾刚

□记者 田 茹
通讯员 禚艳华 报道
本报郯城讯 最美的节日是春节，最

美的画面在于城乡之间。1月初，郯城县以
“干干净净迎新春，欢欢乐乐过大年”为主
题，启动了一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扮靓
家园行动，行动从卫生环境整治开始。

“你看，大街小巷干干净净，汪塘沟渠
清清爽爽，私拉乱扯的老旧电线也不见
了。”1月23日，提起临近春节村庄的变化，郯
城县高峰头镇高西村徐七顺忍不住夸赞。

李庄镇则将全镇83个村庄分为三类，
前期验收合格的31个村庄“绿化、美化、亮
化”，41个重点村加大村庄衔接部、汪塘沟
渠、畜禽养殖污染源头整治，11个薄弱村加
大机械作业和资金投入力度。

李庄镇沂东村曾是出了名的环境卫生
薄弱村。活动开展以来，村干部与县里结对

单位联手，找准“症结”，重点对村庄内下水
道进行疏通，对环村沟渠进行清理治理，群
众参与达200余人次，机械作业3台次，清理
下水道、沟渠近3000余米，在全镇迎新春扮
靓家园行动中一跃成了“样板村”。

其他各乡镇、村街也都迅速行动，形成
了你追我赶、不甘落后的良好氛围。马头镇
鼓励各村出动机械清运垃圾，并进行评比、
兑现奖惩；郯城街道港口社区组织党员干
部70余人逐村逐巷清理，带动群众自愿义
务参与到活动中来；县直各部门单位也按
照职责分工，积极做好办公场所以及负责
的网格、路段的清扫。

全县总动员，搞卫生“大扫除”，这对很
多郯城人来说是头一遭，他们很快还发现，
这次活动绝不是一次大扫除那么简单。从
筹备方案到活动通知，从考核标准到验收
细则，这次活动搭建的是由标准规划设计、

部署环环相扣、落实层层递进、考核促进长
效的全方位工作格局。

“通过观摩评比，我们找到了差距，也
学到了经验，将结合实际改善村里的环境
卫生。”1月12日，在全乡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观摩评比中，归昌乡道西村
党支部书记郁宝银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这次活动主要是通过清垃圾、清塘
沟、清畜禽养殖，逐步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
境的不良习惯。”郯城县委书记刘连栋表
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大扫除’不是工作的终点，而是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的‘助推器’，郯城县将主动抓
住年底前、春节后、麦收后、秋收后等4
个重要时间节点，及时组织开展全民扮靓
家园行动，努力建设宜居宜业、生态优
美、人民幸福的新郯城。”

从卫生环境整治开始，推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郯城：全民参与扮靓家园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卫东

“超超，越越，准备下楼了。”1月28
日一早，潍坊滨海区央子街道居民刘爱凤就
盯着手机上的滨海公交APP看，掐准了点，
喊着俩外孙到小区外的站点乘公交去购物广
场。

在潍坊滨海区，坐公交车是免费的。
“方便，还一分钱不花。”刘爱凤说。

家住大家洼街道怡心小区的宋鹏森和几
位退休在家的老伙计，经常相约坐公交出去
转转。“免费公交，让我们这些不会开车的
老年人最受益。”宋鹏森说。

经过多年运作，潍坊滨海区免费公交网
络体系及站点发展迅速。2018年，全区公交
线路17条，总里程504公里，共完成公交运营
620万公里，客流量达500万人次。潍坊滨海
区市政交通局运输管理科科长陈立聚说，滨
海区正用免费公交拉着老百姓奔向一个个幸
福站点。

在加快产城融合进程中，潍坊滨海区以
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
公平地惠及滨海人民。

超超、越越哥俩现在上幼儿园大班，他
们不仅享受到免费公交，也正接受着免费教
育。滨海实行15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高

中的学费全免。刘爱凤说：“实行免费教
育，一个孩子每年就能节省3100元的费用，
为我们减轻了很大负担。”

2018年是潍坊滨海区推行免费教育政策
的第六年。这一惠民政策每年惠及16000多名
学子，不仅提升了当地群众的幸福指数，也
吸引了大批外地人来滨海经商、就业。同
时，潍坊滨海区狠抓教学质量，已连续5年
居潍坊市政府教育督导前列。

“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主攻方向，助
推学校办学理念优化和办学品质提升，让每
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潍坊滨海区社会事业局党委书记张英杰说，
目前滨海区已在潍坊全市率先完成了“全面

改薄”和解决普通中小学“大班额”任务，并通
过了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验收。

平时在家，刘爱凤习惯打开电视，看会
儿高清电视节目。“电视不仅能看新闻，还
可以了解到社区居务信息，并且可以‘一键
报警’。”刘爱凤说。

继免费公交、免费教育后，潍坊滨海区
又推出免费农村数字电视。目前，全区50个
行政村和中央城区居民可以免费看上170多
个频道的高清数字电视。

“农村数字电视免费全覆盖，既丰富了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把党和政府的声音
以最快速度传播到千家万户。”潍坊滨海区
宣传文化群团部部长高祥说。

潍坊滨海区多项惠民工程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刘爱凤的“免费生活”

□记者 王 晶
通讯员 杨胜男 孙淑敏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临近岁尾年末，向来宁静

的果园居民宿里热闹起来。民宿里，围炉夜
话、棋盘拼杀、剪纸窗花，客人们玩得好不
惬意；餐厅中，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腌卤酱
拌，大厨们忙得不亦乐乎。

“俺村是市级贫困村，村小，原来没啥产
业，迫于生计，大家大多外出打工了。现在，村
里发展了民宿，让我们既能在家照顾老人孩
子，还能舒舒服服把钱挣。”东营市河口区新
户镇果园村村民吴桂祥高兴地说。

地处黄河故道，土地面积1300余亩，全村
34户人家，老龄化人口占到近一半左右。“以
前在家里种地收入太低了，年轻人都留不住，

留下的最年轻的都在45岁以上。”果园村书记
盖新贞说起2017年以前村里的情况，连连叹
气。也正是因为此，果园村也被戴上了“市定
贫困村”的帽子。

就在果园村一筹莫展之际，全域旅游的
发展为果园村送来了脱贫时机。河口区立足
旅游实际，不断挖掘自身特色，以打造黄河入
海文化旅游目的地为目标，着力打造以新户
镇和义和镇集群发展的乡村旅游片区。在此
基础上，果园村紧紧抓住机遇，立足森林覆盖
率高的优势条件，逐步完善基础服务设施，与
企业合作，建设“精品民宿”，打造开放式村庄
大景区。

“现在，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村也终于
能直起腰杆了。”说起这两年的发展，盖新

贞脸上有了笑容。扶贫资金加上财政帮扶资
金注入，在果园居民宿发展起来的同时，村
集体每年也有了近20万的分红收入。“以前
村集体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土地承包的一千多
元钱，村里想发展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盖新贞说。

客房，自助厨房，活动室，小型展览室，猪
圈美术馆，以及覆盖整个果园居的wifi，让这
个村庄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息。

据了解，民宿目前共租用村内现有院落8
处，利用房屋中土坯房、青砖房、水砂石等不
同年代住宅特点，设计山水、田园等不同风
格，可提供乡村体验，聚会沙龙等活动，为乡
村全域旅游增添文化活力和艺术色彩。

旅游脱贫的小目标实现了，新户镇又做

起了旅游富民的大文章。如何把盘子做大，让
更多老百姓收获更大的利益摆在了大家面
前。

根据前期摸底调研和科学规划，河口区
规划建设了绿野仙踪乡村公园，将肥城村生
态家现代农场、南楼村党性教育示范基地、花
千谷项目示范区、建设村污水处理项目、丁家
集村中共新户镇委党校、和平村乡村综合体
等几个市定贫困村旅游扶贫项目串联其中，
让游客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反季节果蔬、观赏
到一年三季的花海、接受红色教育的洗礼、体
验泥塑的魅力、感受农业基础设施由落后到
先进的转变、体会乡村的宁静与祥和等一系
列服务，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样样齐全。

从“脱贫”到“富民”———

小村搞起大旅游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怀强 报道
本报威海讯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探讨审查起诉的

内容，以及退查、不起诉的适用情形、法律规定……”威
海市环翠区纪委监委微信工作群里，一堂最新的“指尖微
课”被上传，这堂课是审理室杨彬以视频形式讲解《刑诉
法》的相关内容。

2018年以来，环翠区纪委监委适应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创新推出纪检监察微课，促进
原纪委干部与转隶干部优势互补、知识共享、工作融合。
微课每月一期，每期不超过10分钟，设置听课、测试、反
馈三个环节。收看微课后，每名干部要完成当堂小测试，
检验学习成果。随堂测试题目每半年一汇总，并统一进行
集中测试。如果对课程或测试有疑问，可以随时在工作群
内进行咨询提问、交流探讨。

微课设置注重突出系统性、实用性，每期微课采取视
频讲解和讲义辅导相结合的方式，由审理室统筹设定内
容，由纪检监察干部立足自身特长主动认领，自己撰写讲
义、制作PPT并登台授课录制视频，经审核后上传微信工
作群。原纪检干部主要讲授党纪党规和执纪审查程序，转
隶干部讲授法律法规和查处职务犯罪的技巧，微课已经成
为环翠区促进干部融合和推进纪法贯通的重要渠道。

“微课为纪检监察干部搭建了展示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既增长了业务本领，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环翠区纪委副
书记、监委副主任毕建金表示，把微课发布到微信工作群，
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进行学习，方便大家利用办案间隙、
工作之余等零散时间“加油充电”。同时，也让讲课的纪检监
察干部加深了对微课内容的理解，锻炼了综合能力。

为锻造本领高强的纪检监察队伍，环翠区纪委监委还
坚持每季度举办一期“纪法讲坛”，组织纪检监察干部结
合学习工作实际，联系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案例剖析
交流研讨活动，组织开展了《监察法》辅导、学习新《条
例》、做好派驻工作等6次专题培训。

环翠区纪委监委干部轮流当“老师”

“指尖微课”

促干部素质提升

□本报通讯员 贾海宁

腊月十九，年味渐浓，滨州市沾化区泊头镇季姜村委大
院里人来人往，来自市区书法家协会的志愿者挥毫泼墨。村
民季合岭拉着市派驻季姜村党支部书记刘清泉的手激动地
说，“你来俺村快一年了，俺想送上一副对子表达自己的心
情，感谢你实心实意为季姜村庄乡爷们办的这些好事。”

2018年2月24日，滨州市发改委重大办区域协调科科
长刘清泉到沾化区泊头镇季姜村任职党支部书记。面对10
多年积攒下的遗留问题，刘清泉扑下身子，抓班子带队
伍，访民情解民意，实心实意为村民办实事。他挨家挨户
到群众家中走访调研，深入了解村情民意，全村462户几
乎家家到过。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党员群众的心变齐了，
劲铆足了，修路迁占、清河行动等各项重点工作快速推
进，各项工作在全镇36个村名列前茅。现如今，走进泊头
镇季姜村，街道干净整洁，村居文明和谐，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6 . 5米宽的主街道、3米半的巷道路全是新铺设的混
凝土，占地1200余平米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启用，高标
准的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矗立在村头。

刘清泉到村任职的一年时间里，与新一届村“两委”研
究提出了“1245”工作目标，形成“季姜是我家、建设靠大家”
的共识，与区派第一书记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和政策累计投
入230余万元，重点实施了“五大民生工程”建设。

“多年软弱涣散的落后村蜕变成全镇、全区工作示范
村，关键是选好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当家人’，初心不忘，心
中于民，俯下身子接地气，踏石留痕践承诺，赢得了民心，换
来了信任和支持。”泊头镇党委书记姜竹凯说。

市派村支书上任一年

村民送上“特殊”对联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怀明 大伟 报道
本报平原讯 1月28日，2019年德州市“春风行动”

首场就业招聘会在平原县举办，从2011年起，每年“小
年”这天，平原县都在固定地点，举办返乡务工者就业招
聘会，小年招聘会成为平原求职群众、招聘企业热盼的就
业“大集”。

“平原本地企业用工缺口近万人,而全县外出务工人
员、半工半农劳动力超过4万人。县里优选农民工集中返
乡的时间点，连续九年举办小年就业招聘会，打造人力资
源品牌。”平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社局局长张严新
表示。该招聘活动共吸引近80家企业参与，招聘岗位2411
人，涉及机电、机械、数控、营销等。招聘会上特别为省
内扶贫协作区——— 龙口市设立招聘专区，并联合县工青
妇、残联、扶贫等部门设立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咨询区。
活动启动当天共吸引3000余名求职者参加，其中约2000名
现场达成用工意向。

平原连续9年为返乡

务工者办就业“大集”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李宗宪 报道
新春期间，枣庄市山亭区蒋沟村农民忙晾晒粉条（上

图）。
连日来，枣庄天气晴好，山亭区农民一直忙着加工手

工粉皮、粉条，供应春节市场，实现转化增收。

新春山亭农民忙薯粉加工

□禚艳华 报道
经过集中清理，郯城县很多村内道路、汪塘实现

了“三清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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