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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肖 会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苗素红 车继峰

3月18日，在聊城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上，聊城市长宋军继在作政府工
作报告时说，聊城市“放管服”改革全面深
化。整合行政审批服务职能，组建市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推动政务系统信息互联和数据共
享，实现电子政务市县乡全覆盖。推出“一次
办好”市级事项1337项、县级平均1083项，
“3545”专项改革目标基本实现。

聊城推进“一次办好”，从莘县的实践可
见一斑。

在莘县政务中心，记者看到10台崭新的智
能设备排列整齐，其中5台为高端智能自助设
备，91项服务清单醒目显眼，业务熟练的工作
人员热情地介绍引导着……

“我来自莘县古云，孩子在香港。上次办
理出境手续，要在县公安局提交申请，之后层
层审批，最快也要7天办完。今天，在莘县政

务服务大厅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手续立等
可取。”居民葛女士说。

2018年以来，莘县政务中心立足辖区特
点，围绕便民利民，向社会公布户政办理权力
清单，优化流程、简化程序，运用互联网+全
新模式，努力为居民提供了更贴心更全面的政
务服务。目前，无论在中心窗口还是下设工作
站，只要是办理拍照、申领、办理居民身份证
和出入境证件领取、签注等事务，居民都可以
享受到全年无节假日、24小时全天候服务。

2018年6月，莘县在原政务中心的基础
上，改扩建为总面积6600多平方米的政务中
心，其中设有“互联网+体验区”，还配备了
专职人员引导群众通过网上申报提交业务办理
申请，配置了各类自助便民类服务设施。收费
窗口可以使用现金、银行卡或手机支付等方式
进行结算。完善制定出窗口一次性告知、服务
指南、办事流程，还推出一批“全县通办”事
项，按照市县统一事项实行“同一事项、同一
标准、同一编码”，从而实现了全县范围内的

服务标准化。“六件管理”和“六制办理”制
度规范，让咨询件、补办件、退回件、即办
件、承诺件和上报件，达到了一次性告知制、
首问负责制、现场办结制、限时办结制、全程
代办制和一次办好制的“六制”标准。

“刀刃向内”，是莘县“一次办好”改革
的典型做法。目前，行政许可、公共资源交
易、便民服务等综合性行政服务已发生根本改
变。“现在的房产证过户，除了‘快’，就是
‘容错’，就算手续不全，莘县政务中心窗口
的工作人员也能通过连审联办给你补齐手续，
从而切实达到一次办好。”在不动产登记窗
口，莘县燕塔街道办事处的居民张先生说。

截至目前，在一窗受理区和审批区，莘县
14个部门的145个事项纳入一窗受理区，全部
实现前台统一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的“一窗受
理”模式。针对基层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事项进行流程优化，在户籍办理、社保交纳、
劳动就业、民政救助等民生领域，将分散在不
同部门的事项按链条梳理，通过“群众点菜、

政府端菜”的工作机制，推进审批由“纵向型
审批”变为“扁平型审批”，菜单式服务事项
也由原来的22项扩展到现在的44项。去年，莘
县菜单式服务工作被列为省“放管服”改革典
型案例。

同时，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还大力开展
“贴心帮办”服务，专职帮办代办人员，对
不熟悉业务程序的群众办理业务，实行全程
免费代理，不但帮助群众和企业进行表格填
写、网上申报、手机注册、电子文件上传等
“保姆式”服务，还开展“一链办理”的
“店小二”式服务。对于申请材料齐全、信
息精确、符合申请规定的办理事项，目前在
莘县政务中心，只需十几分钟就能基本完
结。“2018年，我们共受理业务46万件，办
结率100%，实现公共资源交易额达43亿元。
新的一年，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将从细节入
手，完善服务手段，切实为企业发展和群众
幸福搭建起全新的服务平台。”莘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张路波说。

全年无节假日、24小时全天候办理———

莘县“一次办好”：证照立等可取

□记者 李梦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3月18日，记者从聊城市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了解到，过
去一年，聊城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
强财政政策设计，优化财政投入供给，集中财力
增加财政投入。改革涉农资金管理体制，创新资
金分配机制，将省以上切块下达资金和市级涉
农资金全面归并整合，设立乡村振兴重大专项
资金，将涉农资金全部纳入乡村振兴“资金池”，
指导县（市、区）集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多
行业融合、集中连片治理的重点项目。

聊城市财政局局长刘东昌介绍，在聚焦乡
村产业振兴方面，聊城市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加快发展农业“新六产”，健全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构建农业
开放发展新格局。同时，统筹2418万元扶持开
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据统计，聊城市已
支持创建“三品一标”产品457个，打造了东
阿黄河鲤鱼、甲鱼、高唐锦鲤等一大批农产品
品牌和绿色安全蔬菜生产基地。聊城市还已支
持全市特色畜牧业发展，建设规模化养驴场

174处，全市驴存栏达6 . 05万头。
在聚焦乡村人才振兴方面，聊城市围绕产

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等布局人才链，大力支
持农业科技人才、农村专业人才、新型职业农
民、农村乡土人才、农村创新创业人才等五支
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在聚焦乡村文化振兴方面，聊城市安排
200万元支持实施乡村记忆工程。同时，扎实
开展乡村文明行动，深入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促进提高全市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在聚焦乡村生态振兴方面，聊城市以建设
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支持农村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统筹9260万元支持37个村庄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统筹2 . 75亿元推动91万户农村厕所无
害化改造。同时，统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2800
万元用于乡村连片治理项目。

在聚焦乡村组织振兴方面，聊城市以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重点，夯实乡村振兴的组织
基础，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
硬。统筹2 . 75亿元保障村级组织运转。

聊城集中财力支持乡村振兴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3月16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欧洲史略><西学略述>校注》《西史东渐与中
国史学演进》新书发布会暨晚清中外史学交流学术
研讨会，在聊城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山
东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欧洲史略><西学
略述>校注》（王娟、陈德正点校）《西史东渐与
中国史学演进》（赵少峰著）两书的出版，并就
“晚清中外史学交流”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欧洲史略><西学略述>》是中国海关印刷
所出版的“西学启蒙十六种”中的两部著作，是西
方史学著作在近代中国传播的重要代表。《欧洲史
略》是较早将欧洲国家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进行介绍
的著作。《西学略述》全面介绍了西方学术发展概
况。《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全书论述的起讫
时间为1840-1927年，该研究成果入选了国家社科基
金后期资助项目。王娟与赵少锋的著作从策划到出
版均历经十年之久，倾注了作者多年的心血和汗水。

晚清中外史学

交流学术研讨会举行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魏善会 报道
本报高唐讯 3月18日，记者了解到，高唐县

纪委努力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扎实推进党风
政风监督，为净化政治生态提供了坚强保障。

“我们将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破除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提高到党的政治建设高度，坚定
整治作风顽疾的决心。”高唐县纪委常务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梅永杰表示。近年来，高唐县委坚定不
移讲政治，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打牢思想根基，
2018年开展20次县委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深入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大学
习、大调研、大改进”，突出政治巡察，对巡察中
发现的抄袭笔记、述责述廉雷同、“一言堂”等问
题坚决整治。

高唐县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地生根中形成了
三大“法宝”，即充分发挥党委（党组）的主体责
任作用，以主体责任差异化考核为牵引，明责任、
敲警钟；做实述责述廉工作；深化开展任前廉政谈
话制度。去年以来，全县共开展廉政谈话103人
次，在县党政班子成员和镇街、县直部门党委（党
组）书记述责述廉会议中，出辣味、找病灶、压责
任，效果评估位列全市第一。

“今年，我们首次让部分村党支部书记列席纪
委全会，这充分显示了我县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坚决破除群众身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不正之风的决心。”高唐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县监委主任王昌华介绍，高唐县纪委、县监委坚持
问题导向，深入运用“四种形态”，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去年以来，全县共查处侵害群众
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154件，处分167人。

高唐纪委三大“法宝”

净化政治生态

□通讯员 赵玉国 报道
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努力打造乡村振兴鲁西样板，建起占地800亩的“棚二代”创业园，带

动更多农村青年回村创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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