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徐淑霞 黄 颖

今年以来，东营区坚持“为民办事在一
线、化解民忧零距离”，实行工作力量下沉、
管理职能下沉、服务资源下沉“三下沉”服
务，把社会管理权放到了离群众最近的地方，
把经济管理权放到了离市场最近的地方，有效
提升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赢得群众
点赞称好。

工作力量“沉下去”

基层问题就地解决
11月15日，东营市东营区六户镇武王村党

支部书记赵玉滨第一个来到武王社区管理中
心。“今天是俺村公章下放到社区第一天，我
来讨个‘好彩头’！”赵玉滨拿着村里入党积
极分子的汇总报告单，前来盖章。

武王社区下辖四个村，武王村居民占了社
区群众总数的近三分之一。群众多，服务事项
自然少不了。公章下放之前，赵玉滨几乎每天
都要到镇上跑一趟，“现在社区管理中心就在
俺村口，有需要盖章的材料，只要给管理中心
打个申请确认即可，太方便了。”

村里公章下放到社区管理中心，得益于社

区的一次调研。今年9月，六户镇开展机关力
量下沉工作，安排七名机关干部下沉到武王社
区任职。上任伊始，社区干部们发现了“盖章
难”的问题。武王社区管理中心主任常浩告诉
记者：“以武王村为例，村子距离镇政府七公
里左右，盖章来回一趟少说也得一个小时，基
本上就把村里的其他事务耽搁了。”社区管理
中心将问题及时反馈给镇党委、政府。经过一
番研究，镇里决定将公章下放到社区。除了公
章，六户镇还准备把社保、扶贫、慢性病申请
等其他事项下放到社区。

和六户镇一样，东营区今年在8个镇（街
道）推行工作力量“下沉”，选派镇街领导班
子成员到城市社区、农村片区担任党组织负责
人，带着3-5名干部一起“下沉”一线办公，
全权负责“管区”内的事务协调处理，推动了
信访在一线处理、纠纷在一线化解、问题在一
线解决。

管理职能“沉下去”

服务群众零距离
11月14日早上八点半，辛店街道市场监管

所工作人员秦福霞准时到达工作岗位——— 辛南
管理中心，她和城管中队队员丁浩浩、派出所
协警赵丛、应急巡防队员陈博文等多名工作人

员一起，组成了一个综合执法小队，负责辛南
管理中心这块“责任田”。

“我目前的工作是摸底调查，了解每个商
户的情况，为商户们答疑解惑。”秦福霞他们
常驻辛南管理中心，承担着街道城市管理、市
场监管服务等多项职能，把街道管理服务搬到
了群众家门口。

自今年7月开始，辛店街道在辛南管理中
心推行职能部门“下沉”工作法，辛南管理中
心城市综合管理站分别从街道城市管理、市场
监管等部门抽调6名工作人员长期驻站，开展
日常巡查、市场监管、联勤联动等工作，实行
痕迹化管理，确保“条条”职能落实到“块
块”管理。

街道职能部门下沉到基层，实现零距离服
务，区级管理职能也在不断被“下放”。东营
区委编办商丛丛介绍，东营区从基层反映强烈
的难点、痛点入手，制定权力、任务、责任
“三个清单”，下放到镇、街道的管理职能包
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监督等共计178
项权力事项。该区还成立了由公安、司法、城
管、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6个部
门执法力量共同组成的镇、街道综合管理中心
（站），着力推动执法重心下移、资源整合、
源头监管，全面理顺工作机制。

服务资源“沉下去”

一次办好更贴心
为给孩子治病，家住黄河路街道锦城社区

惠都小区的魏宁宁一家曾一度陷入了困境。
“网格员了解到我们家的情况后，社区通过临
时救助等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不到三天，我们就
领到了救助金。”魏宁宁感激地说。

给魏宁宁跑腿代办救助金的网格员薛防知
道，能快速申领救助金得益于社区正在试点的

“就近办”事项的进驻。以往申请临时救助，魏宁
宁需要带着相关医院证明材料等到社区服务大
厅进行登记，然后由网格员上门、全科社工上门
核实其家庭状况后，由本人携带社区出具的证明
材料到街道填写申请表，最后等待审核完成后才
能领到救助金。“现在魏宁宁不用出家门，全程由
网格员和全科社工代办，很快就能办好临时救助
相关的业务。”薛防说，服务下放后，从申请到领
取到救助金，时间由原来的一周缩短为三天。

东营区在黄河路街道锦城社区试点下放新
生儿参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断和查询、临时
救助申请等“就近办、一次办”15项事项的基础上，
面向全区18个城市社区全面推开，一次性下放95
项服务项目，4个街道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全部
进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惠及群众30余万人。

工作力量下沉 管理职能下沉 服务资源下沉

东营区“三下沉”办到群众心坎里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1月15日，安顺市平坝区·青岛

市市南区东西部协作产业扶贫暨招商引资推介会在
青岛举行，4个项目签约，总投资额18 . 21亿元。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作
农业产业项目推介，平坝区文体广电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作旅游产业项目推介。两地结对帮扶乡（镇）
街道进行签约。

自2013年新一轮对口帮扶工作启动以来，市南
区委、区政府把对平坝帮扶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先后投入资金6700多万元，帮助平坝实施农业
基础设施、扶贫产业发展、教育卫生事业等项目
130余个；两地互派4批8名干部挂职锻炼，党政互
访交流30批180人次，双方合作不断深化；5家医疗
机构和20所学校分别结对帮扶，帮助平坝培育了一
批教育医疗人才，构建了全方位的教育医疗资源共
享体系。

市南区相关部门还先后组织10余批次60多家青
岛企业到平坝考察投资、洽谈合作；两区共同设立
帮扶资金，成立劳务协作工作站，帮扶因病、因灾
致贫人群500余户，帮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本报记者 董 卿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姜雅静 潘晓芸

满眼土坯瓦房，远近车马无喧。步入恍如隔
世的秋日大庄村，不仅没有感受到冷清和萧
条，反而能从不时传出的欢声笑语中，嗅出一
种活力四射的生气。来自苏州的张先生一家正
畅游于此。住特色民宿，体验民俗文化，感受
乡间“慢生活”，张先生一家感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震撼。

大庄村的“生机”正是海阳市盘石店镇以
“民宿+”激活全域旅游的“镜像”。令游客
流连忘返的民宿，曾是农民自家的闲置房屋，
经过一番全新的打造，旧房屋便晋升为“网红
打卡地”，赢得了各地游客的青睐。

民宿，已经成为盘石店镇旅游目的地的新
坐标。“盘石店镇山峰连绵，景观奇特。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村庄古朴，发展民宿旅
游是非常好的切入点。”盘石店镇党委书记高
强表示找到了一条因地制宜的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之路。

“这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最初的想法
仅仅是建一处乡间住所，自己在这里享受来自
大自然的馈赠。可经过朋友口口相传，来的人
越来越多，就改建成民宿了。”来自烟台的曲
剑波是在盘石店镇尝试建民宿的第一人。通过
老房改建的“卧石山居”民宿，既遵循传统文
化“入乡随俗”，又把都市人的时尚生活元素
融入到民宿建筑中，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
验。“‘卧石山居’已经成为途家的主打民宿品
牌。两个院子，七个房间，一般需要提前半个月
预订，国庆长假更是供不应求。”曲剑波说。

在大庄村的“财主家园”农家乐里，尽管不
是旅游旺季，4间民房挤满了用餐的游客。“我们

这个农家乐，全部采用绿色食材。十一期间每天
游客都爆满。我们农家乐和卧石山居已经成为

‘战略合作伙伴’了。”农家乐经营者薛先生说。
大庄村党支部书记薛德福介绍，大庄村已

经成功开发了3家民宿，2家饭店，下一步将进一
步盘活闲置资源，建设一个游客接待中心，规划
完善旅游线路，与农产品采摘衔接，把大庄村打
造成一个旅游村。

不仅在大庄村，盘石店镇的缪家、仙人盆、
金银崮等一大批村庄也依托各自地形风貌打造
山居民宿，走上了乡村旅游的致富路。其中，
缪家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模式开展招商引
资，村民以房屋入股，交由开发商集中打造，
村民们年底可以坐享分红。仙人盆村则以自然
的盆地景观、千姿百态的奇石、大小樱桃的采
摘为切入点，逐步形成了以踏青、采摘、登山
等一系列农家乐旅游线路，吸引着各地游客慕

名而来。
“我们准备以民俗旅游为主线，加大对民

宿旅游项目的招商开发力度，壮大民宿群形成
规模优势，打造以民宿为特色的乡村旅游。”
高强介绍，今年6月，盘石店镇政府与上海的
闾坊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意向协
议，由井家沟村集体流转28套民房，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公司”的模式，投资5000万元分
三期进行打造，对井家沟田园综合体项目进行
综合开发，以区域核心农业产业推动三产融和
发展，带动周边村庄在乡村旅游中“掘金”。

如今，在盘石店镇，一个更高水平的“全域
旅游”目标正在变成现实。该镇在镇驻地建设
徽派风格民俗旅游集聚地的同时，向东、西、
北开辟3条民俗旅游精品线路，构建起一点三
线的全域旅游架构，盘石店镇“山水田园第一
镇”的金字招牌不断被擦亮。

住特色民宿 感受乡间“慢生活”

海阳：“民宿+”书写全域旅游新篇章

青岛市南安顺平坝区

携手扶贫攻坚

□张环泽 吉 喆 报道
11月17日，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孟庄草莓基地

吸引许多居民前来享受田园采摘的乐趣。近年来，
该镇充分发挥地处城郊的地理优势，把千亩草莓种
植基地改造成农家休闲采摘园，成为农民增收脱贫
的致富园，带动了100多户农民脱贫致富，并安排
200多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草莓成了“致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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