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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杜辉升 纪 伟
通讯员 邢仔文 报道

本报临沂讯 10月14日上午，临沂市费
县费城街道老君崖村的广场上，坐满了前来
看电影的村民。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
务“蒲公英”微电影培训成果汇报在这里举
行。费县电影家协会带来微电影《李本才的
春天》与《梧桐花开》，与村民共同品评。

“自打村里建起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村民想看个电影、听个
戏，都可以根据需要，在志愿服务点单系统

里下单，志愿者按需‘上菜’。”费城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王德宝说。

临沂市以县域为主体，城乡统筹推进，
以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为单元，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作用，建立
健全理论惠民工程的政策机制、城乡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的工作机制、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的引导机制，大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将其作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努力打造融思想

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等功能于一体的
城乡基层综合平台。

目前，临沂市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15个、分中心167个、实践站2722个。成立
了市、县（区）、乡（镇、街）和试点村四
级志愿服务队伍，总数达到8000多支。各志
愿队伍明确服务项目，并根据群众需求及时
调整，已有2000多个项目完成备案。

临沂市整合各级党政部门、群团组织和
社会组织的服务项目资源，建立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点单系统，根据农民群众需求

和评价，及时调整充实。注重运用“互联网
＋”方式，综合运用微信、微博、移动客户
端等渠道，及时发布文明实践内容和信息，
交流各地工作情况，打造了全省第一家市级
志愿服务点单系统，为群众开展点单式服
务。今年前三季度，临沂市已有1200多个社
区（村）在平台注册，点单945次。

在开展志愿服务过程中，各志愿服务队
把握基层群众思想特点和习惯，针对不同地
域差距，开展“讲、评、帮、乐、庆”等特色实践
活动，增强文明实践的实效性和感染力。

□ 本 报 记 者 杜辉升 纪 伟
本报通讯员 邢仔文 王 娜

三个部门业务一个窗口办结

“很利索！我这项业务原本打算跑三个
地方，现在坐在一张凳子上没挪地儿，就全
办成了。”10月16日，临沂世纪信投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报建主管高吉明告诉记者。

“之所以能这么利索地办完，我们新上
线的‘电子中介’起了大作用。”负责为高
吉明办理业务的临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工程
许可科工作人员王绪州说。

据王绪州介绍，以前有很多事项窗口工
作人员也想尽快办理，但受限于审批流程，
办事群众只能拿着材料，按照步骤，逐个窗
口跑。今年9月初，临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上
线了工程审批管理系统，将32个业务办理窗口
整合起来，系统扮演了“电子中介”的角
色，将材料分发到各个部门进行办理，并集
中汇总各个部门的反馈信息，形成审批结
果。办事群众只需在一个窗口递交一次材料
即可，由数据代替人跑路。

据了解，临沂市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中，坚持完善“标准化、信息化”两
个基础支撑，再造“一窗受理、一链办理、
结果评价”三个环节，健全“多评合一、多
审合一、联合测绘、联合验收”四项机制，
实施“拿地即开工、告知承诺、区域评估”
三大创新举措，实现了政府投资类建设项目
审批时间由200多个工作日压缩至73个工作
日；社会投资类建设项目审批时间由200多个
工作日压缩至70个工作日。

9月20日，临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发出通

告，“一网通办”业务系统运行，在临时用
地审批、涉路工程建设许可、经营劳务派遣
许可等100项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中，企业与
群众可享受“实名认证、在线申报、网络传
输、证照寄递”的网上全流程服务，实现了
“群众零跑腿、审批不见面”。

有了“吐槽找茬”窗口

10月16日，记者在临沂市政务服务中心一
楼大厅看到了一个特殊的窗口——— “找茬窗
口”。这个窗口不办理具体业务，专门让办
事群众挑挑窗口工作人员的毛病，说说办事
过程中的委屈。

“相比于以往的投诉电话、投诉信箱，
找茬窗口这样的形式可以让办事群众更省
心。”窗口工作人员刘洋说，“前几天有个
大妈来咨询司法服务，因为她的诉求不符合
相关法规，就气呼呼地往楼下走。路过我这
里时坐下聊了半个多小时，我给她详细解释

了这类业务的办理原则，让她平静了不
少。”

找茬窗口自10月8日开设以来，不时有办
事群众来这里聊意见、提建议，刘洋与轮班
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会将群众反映的问题记录
下来，反馈给相关科室，逐项核实、整改。

目前，临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各级政
务服务大厅及线上政务服务平台，都开通了
“找茬”专窗，受理企业、群众的投诉和意
见建议。鼓励群众“吐槽、挑刺”，对所提
建议合理可行的，积极采纳，并进行精神奖
励，聘为“啄木鸟”专员。力争通过找茬机
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从群众的意见中，
找差距、找不足、找对策、找高招，形成企
业、群众“发现问题—提出需求”，再到政
务服务部门“改造流程—落实应用”的全流
程“螺旋式上升、闭环式运行”服务模式。

“窗口开设才一个星期，现在群众来这
里反映的还都是一些打印机故障、签字笔不
好用等小事，随着吐槽找茬机制的逐步推

广，相信会有更多意见汇总过来，促进审批
服务工作更加高效。”刘洋说。

开办企业先领免费礼包

10月16日，在临沂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准
入审批区，工作人员吴玉平向记者展示了一
个手提包，上面写着“临沂新设企业政务服
务包”字样。

“这是我们刚刚上线的免费礼包服务。
市民来这里申请开办企业，办理完成后，工
作人员会将营业执照、四枚公章、税控设
备、政策清单等装进这个手提包，当面递
交。”吴玉平说。

据介绍，以往市民在窗口拿到营业执照
后，还需自行前往刻章店定做四枚公章，而
制作公章的费用一般在500元—600元，是申办
企业过程中一笔较大的开支。而临沂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提供的免费礼包，全部由财政资
金买单，正好为市民省去了这一笔支出。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纪伟

放弃铁饭碗 绿化青石山

1966年，17岁的公茂田进入兵工厂成了一
名令人羡慕的工人，在工厂期间，晋升为电
工班长，并和同年进厂的车工伊淑凤结婚成
家。

1985年，36岁的他却和妻子毅然辞掉许多
人曾经追求的铁饭碗，回到家乡创业，绿化荒
山，开发獐子崮，立志做一名“新愚公”。

“记得那是1984年春天，一个周末。我和
妻子步行回十字涧老家看父母。路过獐子崮
时，狂风骤起，刮起的石子打得脸生疼。从那时
起，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把獐子崮绿化起来，不
让它再刮这样的风。”公茂田说。

回到家乡后，夫妻俩先是将两个孩子托
付给家里的老人，凑出几万元的资金，向海
拔600多米的獐子崮“进军”。

每天凌晨起床、日落而归，胶鞋穿坏了一
双又一双，铁锹磨坏了一把又一把。历时8年，他
们手持铁锹、钢钎、镢头向青石山“宣战”，垒成
400多道地堰，栽植各类果树苗木2 . 6万株。

带动农民增收

1993年秋天，獐子崮上的果树大丰收，公
茂田的桃子收获了2万斤，让他欣喜不已。可
当他把桃子拉到县城，却几乎没有人买。
“当时我就意识到，荒山开发种果园，不围
着市场转不行。”公茂田说。

自那时起，他自费去东北、陕西、河
南、青岛等地考察市场，足迹几乎踏遍了全
国重点果品区域，引来了先进的桃树品种。
当时，蒙阴县已经确定了发展蜜桃生产增加

农民收入的发展计划，公茂田便毫不保留地
将自己的苗木栽培技术传授给其他群众。公
茂田引进培育推广的寒露蜜、中油4号等10余
个蜜桃新品种，帮助当地农民增收。

目前，蒙阴县已拥有蜜桃面积65万亩，年
产优质蜜桃9 . 5亿公斤，蜜桃种植面积和产量
占全省的1/3，居全国县级第一位，成了名副
其实的蜜桃大县，荣获“蜜桃之都”称号。

让沂蒙荒山成为“花果山”

为了持续研发优质苗木，带动更多农民
增收致富，公茂田注册成立了山东茂田园艺
有限公司，投资300余万元，先后从国内外、
大专院校、农业科研机构等引进优良果树品
种60余种，繁育苗木300万多株。产品销往陕
西、河南、黑龙江、云南、湖北、辽宁、江
苏等省，茂田园艺苗木声名鹊起。

公茂田依托茂田园艺场，不断建设标准
化果园，果园种植面积1360亩，其中育苗基地
460亩，同时不断发展新的绿色生态产品，建
成了集果树种植、新品种引进开发、实验示
范基地、苗木繁育、果品销售为一体的大型
绿色生态型民营企业。随着公茂田和他的伙

伴们种植规模逐年扩大，一座座杂草丛生的
荒山，变成了硕果累累的“花果山”，创造
了沂蒙“青石板上造绿洲”的人间奇迹。

这些年来，公茂田在将自己产业做强做
大的同时，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群众。
每当培育出新品种，他总是无偿提供给前来
引种的村民，每年接待参观学习人员2万余人
次，已累计接待30万余人次，为当地群众举办
技术培训600多期，无偿提供给困难群众接穗
技术、苗木等，折合资金达到20万元。

今年，公茂田拿出了自己熬夜起草的獐
子崮生态旅游项目规划和彩色獐子崮发展思
路，要在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上下功夫。10月
14日，公茂田畅想着自己规划中的獐子崮生态
旅游项目和彩色獐子崮的发展思路：春天桃
花、杏花、梨花开满山，秋天结满果，采摘
园、五谷道场、沂蒙精神展示馆、自家营地
等一应俱全，让游客流连忘返。

□记者 纪伟 实习生 武捷宇 报道
本报临沂讯 10月16日记者从临沂市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临沂市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专
班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攻坚
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临沂市建立城区网格化巡防模式，将全部警力
充实到基层网格，实行24小时最严查控勤务，强力
开展路面执法检查。公安交警、生态环境、交通运
输、城市管理等部门合成作战，依托城区机动车联
合检查站，全天候开展重点车辆路查抽检，严守进
城主干道。行动开展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6 . 5万
人次，查处“闯禁区”货车2 . 4万余辆、“冒黑
烟”车4000余辆、载物抛洒车1100余辆、尾气检验
不合格车1400余辆，劝返“国三”货车10200余辆。

扎实组织开展了治理渣土车“雷霆行动”等专
项行动，查扣违法车1300余辆，刑事拘留涉大气污
染犯罪嫌疑人17人、行政拘留96人。严把源头检验
关和路面检查关，加快推进高排放车辆报废淘汰进
度，年底前淘汰报废量将达到约30万辆。

□记 者 杜辉升
通讯员 田宝宗 张 磊 报道

本报沂水讯 小公墓事关大民生，殡葬改革工
作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要事。沂水县
四十里堡镇深入推进殡葬改革工作，目前该镇“厚养
礼葬”的新风尚已蔚然成风，新去世人员全部进公
墓，为逝者家属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四十里堡镇深入基层群众，秉持着全民惠葬、
“厚养礼葬”、逝有所安的原则，力求从根本上转
变群众思想观念。通过和镇民政等部门开展联合走
访调研，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和感情的基础上，与
村民代表共同完成了8处镇级公墓的选址。多次在
社区、村召开座谈会和辖区群众算经济账、算感情
账，为群众摆事实讲道理，引导群众看到殡改之后
的新变化。从以前办丧事需要两万元甚至更多，到
现在由政府兜底不需要花一分钱；从以前比谁家葬
礼规模更大，到现在变成了比谁家更孝顺。

□记者 杜辉升 纪伟 报道
本报临沂讯 10月16日，记者从临沂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截至目前，临沂市共主持和参与10
项国际标准、218项国家标准、276项行业标准、259
项省级地方标准和142项市级地方标准的制订与修
订，培育壮大了以临工、金正大、史丹利、华盛中天、
金锣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标准质量品牌领军企业。

自2018年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
来，临沂市大力实施“四项工程”，全领域、全方位推
进标准化综合改革，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标准攻坚工程，以高标准倒
逼传统产业加快改造提升、引领新兴产业加快发
展。实施乡村振兴标准提升工程，重点在现代农业
领域开展标准化培育和试点示范。实施公共服务标
准保障工程，以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为
重点，引领提升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实
施沂蒙红色文化标准创新工程，推动沂蒙精神发扬
光大。发布《基层双拥工作站建设和运行规范》团
体标准1项，费县“三同”教育基地党建标准化试
点等2个项目通过验收。

锲而不舍创造“青石板上造绿洲”的人间奇迹———

“沂蒙愚公”开垦荒山34年

临沂市成立8000余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

百姓“下单” 志愿者“上菜”

可一窗办理 可吐槽找茬 还有便民大礼包

临沂政务服务看“变”

◆沂蒙山区72崮，仅临沂市蒙阴县就有
36座，是中国第五大地貌的集中地。蒙阴县
的另一张名片，是中国蜜桃之乡，而为这张
名片作出巨大贡献的，是一位锲而不舍与荒
山对赌的沂蒙愚公——— 公茂田。

34年前，公茂田夫妇来到蒙阴县獐子
崮，开垦荒山、发展林果种植、推广优质苗
种，带动当地村民增收数亿元。

公茂田说：“这34年，是沂蒙精神支撑
着我克服了常人不能想象的困难，让荒山变
青山。”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
多图文内容。

◆今年，临沂市深化“一窗受理·一次

办好”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全流程全领域革

命性再造，坚持刀刃向内，突出问题导向，

开展政务服务“制度创新、流程再造”百日

攻坚，重点实施“3345”流程再造系统工程，

即突出“一窗受理”“一链办理”“一网通办”三

大环节，聚焦“营商环境、民生服务、事中事后

监管”三大领域，健全“吐槽找茬、帮办代

办、窗口无否决权、服务动态优化”四项机

制，强化减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

间、减费用“五减”措施，努力营造全省领

先、全国一流的营商环境。

10月16日，记者走访临沂市政务服务中

心，在这里了解到的三件事，可以窥见临沂

市政务服务流程再造系统工程取得的成效。

实施“四项工程”

推进标准化综合改革

临沂市机动车污染

防治显成效

沂水四十里堡

“厚养礼葬”蔚然成风
临沂市立足自身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全力以赴推动沂蒙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以来，全市实施“1516100”沂蒙乡村振兴战略

体系，加快建设生产美产业强、生态美环境优、生活美家园好“三生三美”的沂蒙新乡村，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启新时代代服务“三
农”新征程，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谱写沂蒙乡村振兴新篇章贡献力量。图为沂南县朱家林田园综合体。

□记者 纪伟 报道

10月17日，临沂市2019年“扶贫日”活动启
动。临沂市各区县的第一书记们带着村里的特色农
产品，来到临沂人民广场摆摊售卖。图为大众报业
集团派驻兰陵县长城镇的第一书记们正在推广村里
种的奇异果。

□记者 杜辉升 报道

“来看看俺村的奇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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