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谭芳 李文华 报道
本报广饶讯 11月28日，记者来到广饶

县大王镇延集村家风家训馆，延集村村风家
训的“过去”与“现在”，详细地记录在墙上的
展板上。清康熙二年的《延氏族谱序》族约，延
氏古今圣贤的善德善行、新时代延集村村风
家训……家训馆还设有红色文化展厅和乡村
文化展厅，传承红色基因，守护乡村记忆，造
就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又一阵地。

“这里就像一个窗口，咱们延集村的老
百姓可以带孩子一起来学习优良风气，村里
的外来人口可以看到延集村的德行之美。这
里也像一面旗帜，告诫全体村民，要立家
规、树家风、扬家德、传家训，以良好家风
带动村风，用淳朴民风倡树新风。”延集村

党支部书记延顶才这样评价家风家训馆。
谱写村风家训，弘扬延氏文化、传承村

风家教，延集村将家风家训馆打造成为新时
代文明实践的重要活动场所，推动乡村精神
文明发展。而在封庙村，“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百善孝为先”“中国梦、
我的梦”一幅幅生动简洁的墙体宣传画将村
庄打扮得分外亮眼。位于村西北角的几栋小
屋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古朴肃穆，这里
正是封庙村团支部旧址纪念馆。

“我们村早在1926年7月就成立了山东省
最早的农村团支部,为更好保存和弘扬这一段
光辉历史,我们在原团支部旧址基础上建设了
团支部旧址纪念馆。”村党支部书记张其德介
绍，纪念馆主要包括团支部旧址、团史展馆、
任杰故居、主题广场四部分，成为该县团员青

年专属团性教育基地。自5月份开馆以来，共
开展各类活动和接待60余场5000余人次。

团支部旧址纪念馆开馆之后，不少组织
来到封庙村参观学习。随着参观者慢慢多起
来，村里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村道一天比
一天干净了，房前屋后更加整洁了，村民的
素质也明显提高了。65岁的老党员杨景芳还
成了纪念馆的免费解说员。“我们村是个有
历史的村子。建立这个纪念馆相当于重修村
史，我心里感到很骄傲。也觉得前辈们这种
革命精神应该传承下去，让更多人尤其是年
轻人了解这一段历史。”杨景芳说。

为更好地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向纵
深开展，广饶县通过建立四级组织架构，梳
理打造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市历史博
物馆、《共产党宣言》纪念馆、好人广场等

一批可学可看可示范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地，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围绕传统习俗、群众需求，广饶县指导
村居开展具有仪式感的文明实践活动，培育
出了西李村“雨花忠魂”红色传承、西毛村“鲜
花祭奠”移风易俗、国安社区“齐心为民”守望
邻里、黄东村“一元餐厅”孝老爱亲等一批
特色实践活动品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
效应。同时，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得天独厚的
红色资源优势，充分发挥中共刘集支部旧址
纪念馆、《共产党宣言》纪念馆、中共延集
支部纪念馆、封庙团支部旧址纪念馆等红色
主题景点，该县拓展展示内容，挂“新时代
文明实践教育基地”牌子，既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又创新建立特色实践教育基地，为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一站一品牌 站站有特色

广饶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打出特色牌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珠峰 李月 报道
本报禹城讯 “在这儿投资

建厂，经营环境好，招工容易，
离济南也不远。我们一起来的有
八九家企业。”11月6日，山东
泽森商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金鹏说，去年该公司为了扩大产
能，将厂房从济南市历城区搬迁
到禹城市莒镇工贸园。

莒镇工贸园区2017年9月开
始规划，整个园区规划1000亩，
目前已经有前两期共220亩、入
住企业35家，三期预计明年5月
份入住。禹城市南北狭长，莒镇
地处最南端，位置偏远，曾经交
通不便，在全市比较落后。“留
不住人才和年轻人，何谈乡村振
兴？”“如何改变工业一穷二白
的局面，让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莒镇党委书记秦飞龙上任
后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恰在这
时，禹城市出台了《关于扶持德
州高新区及乡镇专业园区建设发
展的意见》，要求各乡镇结合自
身经济发展实际，瞄准1至2个产
业，重点发展对环境承载能力要
求相对较低且符合产业政策的工
业项目。

思路打开天地宽，离禹城市
区远，但是相对离济南市区近。
经过镇党政班子集体研究，决定
发展目光面向济南，规划建设
“济南产业园”，主要承接济南
产业转移。特别是根据实际，招
引以食品加工、机械加工类为主
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让村民
就近就业。镇党委的规划得到了
禹城市委的大力支持，通过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突破了土地瓶颈，工贸园区建设迅速实施。莒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宁传民介绍，他们坚持统一安评、环评。环评一
搞，增强了园区的吸引力。引进专业企业投资建设污水处理
厂，节约了企业成本。建好标准化厂房可买可租，让企业拎
包入住。提高硬件标准，水、电、路、气、网等九项基础设施配
套。他们还举全镇之力打通了园区到济聊高速潘店入口的
高速公路连接线，实现了开车1小时到济南市区。

目前，整个园区形成了食品加工、机械加工、包装包
材三大产业，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从济南引进。许多企业都
是组团入住，之间也形成了链条式结构。芦堂村的马庆刚
原来在济南搞海产品加工，一期工程建成后，他就回来买
了一套厂房，又带来了5个同行。据悉，三期工程建成
后，共可入住企业100多家，解决就业4000余人。为此，
镇政府启动了“一户一人”就业计划，将免费对回乡就业
的群众进行专业培训，吸引大批外出打工农民“归雁兴
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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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飞 杨发鹏 报道
本报平度讯 “真是没想到，咱们平度

的审批速度会这么快，今天本来就想咨询一
下，让工作人员帮忙预审材料，没想到七个
证件这一趟就办妥了，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
期。”11月25日，到平度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办理手续的安徒生童话小镇一期项目负责人
窦少荃感慨地说。

窦少荃说，他这趟来原本只是想咨询
《施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的办理问题，工
作人员了解到该项目具体情况后，全程免费
帮办代办，一天之内为该项目完成了《工伤
保险参保证明》《工程发包登记》《施工图
审查合格书》《质量监督登记》《安全监督
登记》《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
可证》等“七证核发”。

今年以来，平度市通过审批部门提前介
入、容缺受理、模拟审批、并行办理、同步
办结等举措，帮助项目实现“拿地即开
工”。因此，窦少荃才体验到了快捷方便、
一次办好的“平度速度”。据悉，目前平度
市19个新征地项目全部纳入“拿地即开工”
审批模式。

与窦少荃一样感受到“平度速度”的人
还有很多。8月22日中午12点，落户南村镇的
青岛正道锎谷汽车有限公司股东钱寒年刚下
飞机赶到平度市市民服务中心，想办理公司
设立登记业务。这在以前，已经是下班时

间，钱寒年只能等到下午上班再办理业务。
现在，全天候办理已经成为常态，所以工

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当即开始为该企业申报名
称，同时完成相关人员的实名认证及登记信
息确认，并帮助企业打印出全套申请资料。当

钱寒年吃完午饭回来时，工作人员就把打印
好的营业执照、银行开户备用的公司章程一
并交到了他手上。“这个服务效率真是不可思
议！”钱寒年对平度的高效率竖起大拇指。

实际上，在全面实现省“3540”要求基

础上，平度市再度自我加压，全力减材料、
减时间、减环节、减跑腿、减成本，强力推
进“3540”改革向“1330”改革突破。企业
开办时间由3个工作日压减至1天以内；不动
产登记实现由5个工作日压减至3个工作日以
内；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由40个工作日压
减至30天以内。审批时限从过去的论天算，
变成现在的论秒计。

审批快、效率高、服务好，审批流程再
造反映出的是平度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今
年以来，平度市乘“青岛突破平度攻势”之
东风，在融入青岛发展大局的同时，加快政
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聚焦企业和
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加快实施业务流程
再造，政务服务效能得到大幅提升，体制机
制创新红利得到进一步释放。

如今，平度越来越多的企业享受到了流
程再造的红利。新大陆胶带、万汇遮阳用
品、新旧动能转换区等30多个工业项目签订
土地出让合同时不再要求办理项目发改备案
和环评批复文件，将此前的“6个月内办理
完项目发改备案、环评批复文件后，予以签
订土地出让合同”缩短至“成交后10日内签
订土地出让合同”。

作为青岛未来工业化发展的主战场，平
度市委书记谢兆村表示，平度将以自我革命
精神推进制度创新、实施流程再造，全力打
造“全省一流、全国领先、企业舒服”的营
商服务环境，坚定不移优化发展环境。

七个证件跑一趟就办妥了!
流程再造成就“平度速度”

青岛好面缘面粉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永山（左）在平度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感受“平度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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