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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贾瑞君 王晶
通讯员 左卫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截至目前，省交办东营

市10年以上、5至10年及5年以下积案化解率分
别为100%、86%、88 . 9%；市级自行排查交办
767件积案化解率达89 . 8%；位居全省信访积案
化解率第一。”10月26日，东营市信访局办
公室主任薄成海向记者介绍了信访积案处理
情况。

在2018年12月份召开的东营市组织工作暨
“夯实基层基础”三年行动计划动员会议
上，东营提出开展信访积案化解攻坚，按照
“三到位一处理”要求，确保每年都化解一
批信访积案，信访积案三年基本得到化解。
全省“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工作动员大会
后，东营市自我加压，提出了今年对5年以上
信访积案全部“清零”的更高目标要求。

“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全市5年以上信访

积案共有73起。解决这些信访积案最关键的
一点，就在于要了解老百姓的诉求，尽最大
的努力去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薄成海介
绍道。

为了解决这些信访积案，从一开始，东
营市对每起信访积案就明确责任分工，落实
“五个一”工作措施，即一起信访案件要有
“一名包案领导，一套化解方案，一份会办
纪要，一个工作专班，一套稳控措施”。薄
成海说：“我们专门出台了化解信访积案的
工作意见，对5年以上积案落实市级领导包
案，5年以下积案落实县级领导包案，并且逐
案落实了工作专班和工作方案，“一案一
策”，制定针对性、实效性强的化解方案，
明确化解工作的路线图、时间表，确保攻坚
化解有序推进。”

由于这些信访积案时间跨度大，涉及多
个部门领域，甚至多个县区，解决难度大。

为此，东营市建立了市县分管领导牵头化解
责任机制和综合交办机制，对信访积案按行
业领域和问题属地进行双向交办。横向按行
业、按领域由市级领导调度，市级领导负责
分管领域信访积案的督导调度、有关问题涉
及政策的研究制定；纵向按属地交办，县区
及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对积案逐案落实包
案领导、具体承办人、化解措施、化解时限
等，主动协商有关单位或部门推动化解。

“在这期间，有一起近20年的信访积
案，案情复杂，涉及商务局等5个部门。为彻
底解决这个信访积案，我们先后5次协调市住
房城建管理局、市商务局、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等单位召开分析研判会，研究化解方
案；3次约见信访人，面对面沟通，解释政
策、疏导情绪，最终信访人签订了息诉罢访
协议书，用了1个月的时间彻底终结了这起近
20年的积案，赢得了信访人赞许。”薄成海

说道。
原来，信访人张某于1990年曾在东营市

一家国有商店经营肉食品，1998年原单位改
制，原单位自2006年至今未交纳养老保险。
信访人提出补缴养老保险，补发生活费等诉
求。最终经过数次协调，东营市有关部门提
供一间安置房，作为张某原单位经营网点回
迁房屋，安置使用至张某退休。

“前两天打电话说要送锦旗，被我们婉
言谢绝。作为职能部门，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薄成海说道。

把落实领导干部公开接访的要求与落实
信访积案领导包案责任制结合起来，采取重
点约访、专题接访、带案下访等多种方式，
东营市有效化解了信访积案。到目前为止，
已认定化解的信访积案，没有发生一起信访
人再上访的问题。

□记者 贾瑞君 李明
通讯员 谭芳 玉梅 洪岩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在广饶县大王镇，很多农

民靠着种植大棚蔬菜发家致富，可在以前，
种植户们却吃尽了“路难走”的苦头。“以
前村里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下了雨更没法
走。老百姓种出的西红柿本来品相很好，等
装到桶里运出去都不好看了，价格就高不上
去。”明庄村菜农明其武说，2013年，村里
开始修缮村路、生产路，土路摇身变成水泥
路，道路两边的菜农纷纷称赞，这是一条致
富路。

明庄村是当地重要的西红柿生产经营集
散地，“上海、东北等地区的采购商都到咱
这里拉西红柿。公路修得越来越宽，大车也
越来越多，对我们运输蔬菜很有帮助。”从
事购销生意十几年的玉桂蔬菜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韩玉桂介绍道，自己的生意之所以
越来越红火，与农村道路的巨大变化分不
开。

“要想富，先修路。”1978年5月1日，广
饶县第一条县级柏油路——— 广码路全线通
车。1986年开始，该县把公路建设作为经济

发展的突破口，不断加强交通建设。1989
年，开始组织实施“村村通柏油路”乡村公
路建设“星火计划”。至1991年，全县共修
建乡村柏油路353 . 32公里，97%的村庄通了柏
油路，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村村通柏油
路”的县。

2002年，广饶县启动了村村通公路、村
村通客车“双通”工程，投资3800余万元新
建、改建农村公路133公里，在全市率先实现
了更高标准的“村村通柏油路”。从2003年
开始到2008年底，该县5年共投资3 . 5亿元，硬
化农村公路420条，建设改造农村公路969公
里，对全县所有骨干道路，特别是骨干县
道，进行了一次全面升级改造，与省道、国
道相连接，基本实现了村村相连，建成了
“血管型”农村公路网络。

2018年，广饶县编制《广饶县城乡交通
运输一体化发展规划（2018—2035年）》，对
未来10年—15年全县城乡路网建设、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客运、货运、物流建设管
理进行全面规划。也是从这一年起，该县计
划利用3年（2018—2020年）左右时间，新改
建农村公路262公里，打通与周边县区的断头

路，三级公路比例由22 . 9%提高到60%左右。
2018年投资1 . 26亿元，完成80 . 85公里的改扩建
任务，农村公路三级路比例由22 . 9%提高到
44 . 2%，广饶县被确定为省“四好农村路”建
设示范县。

目前，全县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1813 . 864公里，其中，县道99 . 89公里、乡道
452 . 46公里、村道1192 . 977公里、专用公路
（企业路、油地共建路等）68 . 537公里，农村
公路列养率、村庄通客车率均达到100%，实
现了人便于行，货畅其流。

今年7月份，广饶县首批19辆新能源公交
车亮相街头，相比之前的燃油型公交车，它
们不仅外观漂亮，且更低碳环保，舒适度也
大大提升。据悉，这种新能源公交车以锂离
子蓄电池为动力源，配载监控、行车记录仪
等设备，智能化管理得到升级。只需充电2-4
小时，就可以跑200多公里，噪音小、无排
放、经济安全，为市民提供了更好的乘车环
境。目前，城区6路、7路公交车全部更换，
票价不变，仍为1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出行工具
也越来越多样化，从最初的靠“两条腿”步

行走路，到自行车、摩托车逐渐流行，到如
今“四轮”的公交车、私家车等，交通方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出行越来越
便利。

自2013年起，广饶县实施了城乡公交一
体化改造提升工程，构建起了城市公交、城
乡公交、镇村公交协调融合的城乡公交服务
体系。2017年顺利通过“山东省城乡公交一
体化示范县”验收。城区公交线网采用“逐
条布设、优化成网”的布设方法，居民步行
5分钟即可就近到达一处公交站点，公交班次
间隔10分钟左右。城乡公交线采用“定点—
布线—成网—设站”的布设方案，配备公交
车46辆，实现所有村庄公交路网全覆盖，
镇、村公交车通达率达到100%。

从出门全靠两条腿，到喇叭一响汽车就
到；从“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土
路，到四通八达的柏油路，再到如今全面推
进的“户户通”；从一条条省道、国道到高
速公路、铁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饶
县道路从“打通”到“联通”，从“联通”
到“畅通”，搭建起了一张便捷交通网，也
铺就了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李玲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记者从东营市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了解到，2019年度东营市高价值专利评
选启动，目前已收到申报项目百余件。

据了解，按照相关办法规定，申报2019年度
东营市高价值专利的项目应是2019年9月30日前
(含9月30日)已获授权的专利，且未曾获评东营市
高价值专利。2019年度东营市高价值专利设重大
高价值专利、一等高价值专利、二等高价值专
利、三等高价值专利、优秀学生发明五个档次。
值得注意的是，重大高价值专利每年评选1项，
补助30万元，没有符合条件的可以空缺。

清积案化矛盾惠民生

近20年的信访积案一月化解

从“打通”到“联通” 从“联通”到“畅通”

广饶：便捷交通网告别行路难

东营启动
高价值专利评选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李玲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0月16日，记者从东营市民政

局获悉，东营市提高了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标准，自本月1日起，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
每月600元提高到620元，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
年4800元提高到5400元。

据了解，城乡低保标准是按照上年度城乡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5%和30%的比例动态调整，
城乡低保标准之比缩小到1 . 4：1以内。针对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在基本生活标准方面，东营市按
照城乡低保标准的1 . 5倍执行，城市特困人员由
每人每月900元提高到930元，农村特困人员由每
人每年7200元提高到8100元；照料护理标准方
面，自理、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特困人员按照
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1/10、1/6、1/3确定。

东营提高城乡低保和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记者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0月23日至24日，东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

议召开，会议听取审议了《东营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确定市树市花市鸟
的议案》及说明。会议决定，将“国槐”确定为东营市市树，将“荷
花”确定为东营市市花，将“东方白鹳”确定为东营市市鸟。

会议认为，“国槐、荷花、东方白鹳”形象典雅，承载的历史和文
化内涵深厚，具有鲜明的东营地方特色，能够反映东营的自然和人文特
点，将其确定为“市树、市花、市鸟”，对提升东营城市形象，宣传推
介东营，“打造山东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黄河入海文化旅游目的地，
建设富有活力的现代化湿地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要求，东营市人民政府要制定方案，落实措施，加强市树市花
市鸟的宣传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使之成为东营城市形象的重要标志和
闪亮名片。

国槐 荷花 东方白鹳

东营“市花、市树、市鸟”确定

□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张琪祥 潘志远

10月26日，利津县利津街道津城社区党委副
书记朱俊平带着慰问品来到老油脂厂小区盖桂荣
老人家中，进行探望慰问。“俺娘俩是在‘利奇
马’闹天气的时候结下的缘分，我们这是老旧小
区，遇到下大雨就容易积水，那天晚上十一点多
了，俊平蹚着没过膝盖的水，组织人把我背出
去，水退下去之后，俊平又带人帮着我收拾家
里、打扫卫生，真是比自己的亲闺女还亲啊！”
盖桂荣笑着说。

朱俊平为啥和群众这么亲？答案就在日常服
务社区居民的点点滴滴中。自2005年至今，她已
经在社区里默默耕耘了15个春秋。这15年里，无
论是入户统计信息、调解居民矛盾，还是担任社
区讲解员、负责计划生育，她都尽自己最大所能
为群众排忧解难，想方设法为群众提供最优质的
服务，尤其是2019年3月份到津城社区主持工作
以来，她更是以群众的贴心人、暖心人、知心人
来严格要求自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与
这里的每寸土地、每位社区居民都已经结下了深
厚的感情”。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朱俊平偶然在一篇文
章中读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拥
有多少高楼大厦以及人们能买到多少奢侈品，而
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愿意为别人不求回报的付
出”，这句话对她触动很深，原本已经超负荷工
作的朱俊平选择挤出时间参加志愿服务队，两年
多下来，她先后参加了弘扬传统文化、助力高
考、关爱贫困儿童等80多次志愿服务活动。前不
久，她刚到盐窝镇一名11岁的小女孩家中进行
了走访慰问，据了解，小女孩的父亲不幸去
世，母亲选择改嫁，跟随七十多岁的奶奶生
活。朱俊平自费为这名小女孩买了新衣服、学
习用品等，即使回到家中也是对这个孩子牵肠挂
肚，就向团县委申请了长期关注这名贫困儿童并
得到了批准。

服务大家，牺牲小家，朱俊平内心深处对家
人充满了愧疚。2019年春天朱俊平的父亲查出了
肺癌，就在父亲住进山东省肿瘤医院的第6天，
朱俊平接到通知去浙江温州跟岗锻炼，学习社区
先进的管理经验，机会难得。一边是自己热爱的
工作，一边是马上就要做手术的老父亲，朱俊平
当时心里别提有多纠结难受了。父亲非常理解支
持女儿的工作，知道情况后跟她说：“你放心去
吧，难得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从浙江温州跟岗
学习两周后回家那天，父亲也正好手术后出院。

“走在街上有很多群众微笑着跟你打招呼时
的成就感，牙牙学语的儿童伸出双手让你抱抱时
的温暖感，老人们拉着你的手把你当闺女时的亲
情感……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这是朱
俊平对幸福的定义，在她的心里，百姓点赞就是
她的幸福密码。

朱俊平：社区里
默默耕耘15个春秋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东营看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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