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贾瑞君 李 明
通讯员 谭 芳 吴艳蕾 报道
本报广饶讯 8月5日一大早，广饶县农

业机械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便来到李鹊镇社
会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为即将开展的农机
购置补贴工作作准备。不一会儿，一辆辆大
型收割机、拖拉机缓缓驶到网格化管理服务
中心楼前，前来办理农机购置补贴的群众络
绎不绝。这边农机购置补贴数据录入、人脸识
别、车型核对、喷码；那边农机监理核对驾驶
证、打印行驶证、挂牌，购机户不用往返跑，
手续一项不少，5到7分钟便办理完毕。

“以前办理农机补贴手续要往县城跑，
遇上材料不全或不规范的情况，就得来回跑
个两三趟才行。现在不仅不用拖着机器到处
跑，而且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把农机购置补
贴办理好了，真是很贴心。”广饶县岱林农

机合作社社长田国强高兴地说，今年该合作
社购买了3台大型农机，通过手机APP进行
了购置补贴申请，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办完
了手续。

使用农机补贴APP服务，改变了以往通
过电脑录入信息的申报方式，除现场核验机
具外，其他程序都可预先在手机上完成，不
仅简化了农机补贴审批流程，还可方便农机
管理人员审核验机，有利于提高补贴工作效
率，减轻农民负担，做到“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仅一上午时间，工作人员就完
成了55台(套)农机具的购置补贴工作，落实
补贴资金150余万元。

“结合‘放管服’改革，以‘一次办
好’、快捷、方便服务购机农民为目标，我
们推行了‘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开通
‘农机补贴’手机APP，将过去‘先申请报

名、后审核机械’的操作模式，改为网上报
名、带机审核同步进行，既简化了程序，又
方便了群众。同时，工作人员将服务下沉到
基层，送到田间地头，让群众少跑腿，受到
了群众的欢迎。”广饶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
主任韩立慧介绍，广饶县农机购置补贴总体
上实行定额补贴，补贴额原则上依据同档产
品上年市场销售均价比例不超过30%测算。
对实际补贴比例异常的产品，视情况在定额
补贴基础上实行定比控制。一般补贴机具单
机补贴额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挤奶机械、
烘干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12万元；高性能青
饲料收获机、大型免耕播种机、大型联合收
割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15万元；大型棉花采
摘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60万元。

为推行信息化手段办理补贴，广饶县继
续使用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现场办理

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受理工作，并适时推广使
用手机APP开展补贴申请、机具核验，同时
积极探索补贴机具“二维码”识别管理，提
高政策实施的信息化水平。另外，在2018年
补贴14大类30小类61个品目机具的基础上，
今年补贴机具品目增加驱动耙、小粒种子播
种机、秧苗移栽机、撒肥机、水果分级机、
秸秆压块机6个品目，满足农业生产所需补
贴机具。

今年，广饶县争取到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2000万元，对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联
合收获、烘干等关键机械装备和棉花、花
生、薯类、果蔬等大宗优势经济作物实行重
点倾斜，基本维持原补贴额度；对管理核验
难度大、风险高的部分机具品目，实行了档
次优化合并，引导推动农业机械化向更宽领
域发展。

□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陈秀焘 报道
本报临沭讯 “乡村振兴没有产业真不行，回去我得

抓紧商议扩大优质小麦种植基地的事，不能再等了！”7
月26日，走出党建可视化平台教室，临沭县石门镇东新庄
村党支部书记孙宗民有些按捺不住了。两天的农村干部学
校集中培训学习，典型村干部的现身说法让孙宗民自信满
满，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的职场心态教育，农业、环保和法
院等部门专家的政策讲解等，都让他感觉豁然开朗。像孙
宗民一样，该县有1800余名农村“两委”干部参加了本次
首期农干校的培训学习。

今年7月底，临沭县以党建可视化平台为依托，率先
探索成立了农村干部学校。该县组织40余家涉农部门组成
校委会，定期召开会议分析农村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研究制定解决措施和方案，通过农村干部学校集中培训
的形式进行讲解授课。县农村干部学校每季度至少培训一
次，由校委会联建单位的业务骨干根据实际需要授课，不定
期遴选工作经验丰富的乡镇和农村干部现身说法讲课。学
校培训对象以村“两委”干部为主，并将村级后备人才纳入
培训范围，适时举办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
等专题培训班次，着力为推进乡村振兴培养和储备人才。

临沭农村干校

为乡村振兴储备人才

□靳昕 张环泽 报道
近日，枣庄学院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同心圆梦”服务

团20余名志愿者赴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开展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活动。志愿者们重点关注留守儿童心理成长情况，
为孩子们带来了美育类课程儿童舞蹈、手语舞蹈、手工及团
体心理辅导游戏，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李颖慧 陈星华 报道
本报胶州讯 8月6日，青岛海关隶属胶州海关正式揭

牌开关，地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千年商埠“复关”。
胶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

口。唐朝在此设立板桥镇，北宋时期港盛州兴，海运贸易
持续繁荣，特设具有海关职能的市舶司和胶西榷场，是长
江以北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全国五大商埠之一，“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如今，千年商埠再担国之重任。今年7月24日，《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审
议通过，胶州海关揭牌开关成为承担好建设上合示范区这
一历史重任的应时之举。

去年底，胶州海关在原青岛检验检疫局胶州办事处和
上合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的基础上成立。半年以来，
胶州海关积极推进机构改革和关检融合，为胶州市的外经
贸企业释放着“1+1>2”的改革红利。胶州海关关长陈长
法表示，接下来，胶州海关将通过推进“港站一体化”，
支持青岛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发挥海运口岸功能；推动
企业诚信经营，争创“海关AEO示范点”、开展《海关
推动上合地方经贸示范区措施研究》课题研究等十项措施
服务上合示范区建设。

千年商埠“复关”
胶州海关正式揭牌开关，

服务上合示范区建设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张雨轩

近日，日照市岚山区生态环境分局执法
二科接到群众举报称，该区域虎山镇桥南头
村村东的一企业外排刺鼻的异味气体。科室
负责人李静涛当即带领人员赶赴现场。经调
查核实，系该企业现场施工人员未经批准，
擅自对蒸汽管道进行吹扫作业，并将管道内
的存积残留废气外排，导致了异味的产生。

现场调查后，李静涛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把调查结果移交环境执法大队，等待执法人
员前来处理，而是当场对该企业作出了“责
令停止作业、限期整改，并及时将整改情况
报送反馈”的处理决定。

“按照以前的处置流程，我们业务科室
需要先前往现场实地调查检测找出原因，然
后再回到局里转交给环境执法大队，由执法
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执法查处。由于执法大队
人员有限，最快也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李
静涛介绍说，“现在我们试行了‘局队合
一’改革，对于一些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
案件，可以当场作出处罚，省时又高效。”

在三个月前，该局的业务科室和执法大
队还是各自为战。李静涛在业务科室负责辐

射安全管理工作，虽然会为执法工作提供技
术理论支撑，但对于现场执法从不“插手”。

此前，该局执法大队仅4名专职执法人
员负责全区的执法工作，日均需办理案件10

余件。处置一起环保案件，需要业务科室人
员和执法人员‘接力跑’，不仅处置时间较
长，而且占用人员多。环境执法工作面临着
一头执法队员不足，一头执法任务繁重的

“窘境”。
今年5月，岚山区生态环境分局整合业

务、执法力量，在日照市率先实施“局队合
一”改革。打破业务科室与执法大队的界
限，设立1个综合科室、5个业务(执法)科室
和1个二级直属事业单位(环境监测站)。

同时，优化案件处置流程，减少环节。
各业务科室和执法大队一体化运行，每个执
法科室负责两个乡镇街道的环境管理和执
法，对辖区的环保工作实行网格化监管。对
于上级转办案件、信访举报线索的处理等事
项，不再需要业务科室和执法大队之间反复
了解确认。“‘局队合一’让案件处理一气呵
成，一人负责到底，通过统筹整合业务管理和
环境执法力量，实现了执法人员的‘一专多
能’。”岚山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刘全信说。

执法队伍在没有人员增加的情况下“扩
编”了，执法过程中的环节也减少了。全局
26名有权执法的人员既是业务人员，也是执
法大队员，每名执法人员都成了能查会管、
懂程序知法规的“多面手”，全局日处置执
法案件量提升至20多件。

据悉，自试行“局队合一”改革以来，
该局共出动执法人员500余人次，处理各类
信访举报案件470余件，处结率100%。

购机户不再往返跑 手续一项也不少

广饶：农机补贴实现掌上申报

岚山生态环境部门局队合一、一专多能

“零增员”下，环境执法人员“扩编”

□记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刘建兴 唐琦超 报道
本报龙口讯 “上月主题党日，组织党员

去马家沟村学习、对标。回来后，大家针对咱
们村一共提出了12条整改意见。6项环境卫生
类已全部整改完成，村级建设类3项意见建
议已整改完成2项。其余未完成事项，都建
立了台账，并明确了责任人和整改时限。”
7月20日早晨7点，龙口市石良镇尹村支部举
行主题党日，党支部书记刘玉祥先介绍了上
月20号到马家沟村对标学习的落实情况。

每月召开主题党日，尹村已经坚持30年。
“到马家沟对标学习，就是要让大家找

差距、学榜样的。回来后，所有党员干部每
人必须找两条问题，提两条建议。”刘玉祥
告诉记者，每次主题党日，都是问题导向，
明确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让党员干
部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回来后，村里从环境卫生类问题开始整
改。经过讨论，最终确定在全村开展一次
“比一比，谁的家门口最干净”活动，调动
起了大家改善村容村貌的积极性。村“两
委”评比后，为5户“最干净”家庭钉上了
门牌。

依托主题党日找差距，促提升在尹村已
经形成了一种常态。尹村党支部每年至少组

织一次到市外先进村进行观摩，一方面，就
本村相关工作遇到的瓶颈取取经；另一方
面，找差距、出思路，借党员干部之力为村
级发展出谋划策。

尹村还利用主题党日开办了“理事讲
堂”。每月主题党日，在完成规定动作后，组
织党员就一个月来村里发生的一些事，邻里
之间的家长里短进行讨论，每名党员发表自
己的看法，对党员干部合适出面当“和事佬”

“说客”的，由党支部进行指派，或者主动“认
领”，发挥自身优势，共促和谐稳定。

尹村党员干部团结是出了名的。作为组
织生活的一部分，每年“七一”这天，尹村

的党员无论离家多远、工作多忙，都要拍一
张“全家福”，数一数村里一年来的变化，
谈一谈个人一年来的收获。

尹村党支部坚信：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
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干部是村
级发展的“领头雁”和“中枢脊梁”，抓好
这支队伍，才是抓住根本和关键。“落实好
党员干部组织生活，是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的关键所在。三十年来，尹村通过严
格开好主题党日，在为村级建设发展出谋划
策的同时，团结了党员干部。只要党员干部
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刘玉祥
感慨。

龙口市尹村“主题党日”接地气、讲实效

外出对标，带回12条整改意见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大众在
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栗晟皓 报道
岚山区生态环境分局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企业进行环保日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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