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郑颖雪 杨国胜
通讯员 王红霞 报道
本报青州讯 11月20日上午11：30，青

州市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手续办理人员
刘宁，来到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马官
文馨居项目施工许可。“以前办理施工许可
业务，需要跑住建局、质监站等单位窗口，
至少需要7天，现在只需要跑一个窗口，一
会儿就办完了。”材料提交后，十分钟左右
她就拿到了该项目的施工许可证。

为了提高行政审批效率，青州市从流程
再造着手，创新研发了后台审批系统——— 审
管互动平台，需多部门联合审批的事项，平
台可同时推送至若干职能部门，不同部门按
照期限反馈意见后由审批局统一研判、统一
审批。该平台设置了超时自动默认环节，通
过远程协办、信息共享，让数据在后台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
“超时自动默认功能上线时，很多职能

部门都感受到了压力，时间一到，后台自动
默认为他们同意审批，这就倒逼他们必须在
规定时间内拿出审批建议。”青州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局长崔永刚说，这个后台设在了潍
坊，青州市层面无权改动，这就把后门全部
堵死，“各职能部门再也不能以手头工作太
忙为理由拖延审批时间了。”

“以前来政务服务大厅办业务，各个窗
口跑不说，还需要排队，因为每个窗口只能
办单一的业务，现在几十个窗口都能够一窗
受理，随到随办，材料齐全立刻就受理了，
根本不用等。”刘宁说。

“我之前专门办理司法方面的审批事
项，现在通过审管互动平台和集中培训，其
他审批业务我也能轻松应对。”无差别受理

窗口的工作人员曹玉玮告诉记者，她正在办
理护士执业注册业务。

青州市建设审管互动平台之初，下大力
气对各个环节都进行了标准化和要素固化。
“市政务服务中心在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的
基础上，建立了标准化事项清单，并通过政
府门户网站、展示大屏及窗口平板电脑、微
信公众号等进行实时公示。企业、群众可以
查询自己所办业务需提交的材料，避免多跑
腿。”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业务科科长李
建坤说。他们还对工作人员进行了集中培
训，保证了无差别受理的正常运转。

流程再造是个大工程，既要大幅度提高
审批效率，还要科学防范审批风险。

“事项名称：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受理
时限：1个工作日，环节办理人：王雷，受
理时间：2019年11月22日10时03分30秒……”

在青州市审管互动平台上，工作人员上传的
待审批事项，每一步经手的工作人员单位、
姓名、经手时间，清晰明了，责任压实到
人。同时，审批结果自动推送给监管部门，
由监管部门进行全程监督管理。

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东、西两侧的
“自助e栈”内，都设有行政审批自助服务
设备。这个24小时不打烊的政务服务超市，
解决了群众在工作日难以请假的难题。

“此外，我们的审管互动平台与网上预
约、预审及快递系统实现了无缝衔接，90%
以上业务可以选择全程网办，或者利用快递
将受理材料送达，审批结果免费寄送，让企
业和办事群众足不出户就可办理审批业
务。”崔永刚说，下一步，借助技术手段，
争取让企业、群众一次都不用跑，在家就能
办好审批业务。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胡克潜 殷壮 于观涛

以前，汶上县汶上街道西门社区便民服
务大厅设有6个窗口，一天仅能办20多件业
务；现在，大厅只设3个窗口，一天却能办
40多件业务。

“他们都是‘全能王’，一个窗口能办
所有事。老百姓不用再挨个窗口换着跑了，
当然省时省力、效率高。”11月20日午饭时
间，汶上街道西门社区国奥华府小区居民韩
静和社区服务中心的“全科社工”孟宪晓约
好时间，1 0来分钟就办完了3项业务，包
括：为儿子缴纳居民医疗保险、为公公办理
退休人员一年一次的“生存认证”，以及办理
儿子上学所需要的居住证明信，不耽误下午
正常上班。这要是在以前，她要专门请假，至
少跑3个地方才能办完。

“街道成立刚满3年，村改居后，社区居住
人数增多、人员复杂，原来的村干部不能满足
城市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为此，街道培训并
启用社区工作者，恰能弥补这一空缺。“汶上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孙西召介绍。起初，社区工
作者根据专业领域进行岗位分工，各管各的
一摊，不仅效率低，而且群众办事还要多跑
腿。今年以来，汶上街道打破传统的业务“条
线分割”壁垒，探索社区管理服务新模式，在
街道为民服务中心和辖区内的社区服务中心
推广“一岗受理、全科社工”服务模式。

汶上街道对社区服务中心进行了标准化
的改造，实行银行式开放办公模式，改变专项
受理岗位为全科式、综合式受理岗。服务中心
还设置电子便民宣传牌、材料宣传栏，定期更
新办理业务所需的材料、办事流程、承诺办理
时限和联系方式，使来办理业务的群众一目
了然。同时，建立了一支知识化、职业化、专业

化的15人“全科社工”队伍，统一进行政治学
习、业务培训，制定考核激励办法和标准服务
体系。

“和上级为民服务中心有所不同，社区居
民的服务诉求小、多、杂，大多没有明确的专
业划分，基层为民服务中心更需要懂得多、啥
都会的‘全科大夫’。”孙西召说。街道推广“一
岗受理、全科社工”服务模式后，梳理了关于
社保、计生、民政、残联、综治等与民生息息相
关的50余项政务工作，打破了原来条线的划
分，科学整合条线部门服务事项。街道专门编
制了《全科社工服务标准手册》，对工作中涵
盖的所有业务所需材料及办事流程进行详细
说明。在辖区所有服务中心实现“只找一个
人，能办所有事”。

由于社区民生业务的开展涉及多个部门
和多个专网，要想真正实现“一人全科”，关键
是要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一次数

据采集多方共享。汶上街道克服数据采样困
难，采取社区工作者多账户登录的方式，分别
登录人社、民政、市场监管等专网进行数据筛
查。以“生态莲花湖”1个街道微信公众号为基
础，依托“西城便民在线”“东湖在线”“北城便
民在线”3个社区微信公众号，发展微信线上
业务预约、办理、建议投诉等，让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实现“不见面办理”。

“原来群众跑多个口办一件事，现在跑
一个口办多件事。我们基层深化‘放管服’
改革的方向就是让老百姓办得方便、办得顺
心。”汶上街道党工委书记付天平说。“一
岗受理、全科社工”让社区工作者由“专
岗、专能”转变为“全科、全能”，实现
“一口清”导办、“一门式”受理、“一条
龙”服务。截至目前，街道3个社区服务中
心已帮办、代办业务诉求641次，化解居民
矛盾30余次，开展通用知识讲座31次。

汶上县汶上街道探索“一岗受理、全科社工”服务模式

一个窗口能办50多项便民事

进一次门 跑一个窗 办所有事

青州推行行政审批“无差别受理”

□记 者 王兆锋 通讯员 王恩标 报道
本报东明讯 俗话说，榆木疙瘩难开窍，但在东明

县武胜桥镇崔寨村的返乡创业基地，榆木疙瘩都变成了
“宝贝疙瘩”。旧榆木檩条、旧榆木房梁经过设计、制
作、打磨等工序，成了抢手的仿古家具。

崔建全和妻子刘荣华是该基地的主人。早在十多年
前，夫妻俩在北京工作创业，2014年，夫妻二人决定在东
明老家生产仿古家具。崔建全认准木制仿古家具蕴含着
很多传统文化，深受人们的喜爱，市场潜力很大。

走进1500多平方米的车间，工人们在忙着锯木料、打
卯眼、抛光、上漆等各种工序。老式书架、圈椅、靠背
椅、沙发等半成品堆放在一旁。为了保证做出的家具保
持传统特色，崔建全拿出2万元的月薪，请来了专业老师
傅，制作全部采用卯榫结构，浮雕、透雕等传统技艺，
也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东明及周边很多地区以前建房子，有用榆木做房梁
的传统，取其谐音寓意“家有余粮”。近年来，随着农
村房屋翻新和城市棚户区改造，大量的老榆木房梁、檩
条等被闲置下来。这些老榆木“下房料”就是崔建全加
工仿古家具的主要木料来源。“跟新榆木相比，这些老
木料不易变形，而且更适合雕刻各种花纹，能充分体现
出传统中式家具的古韵。”

仿古家具加工项目带动了崔寨村40多位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其中近三分之一是贫困户。目前，崔建全正准备
建设一个30亩的仿古家具批发市场。“去年产值不到一千
万元，建好批发市场可以增加投入，扩大生产规模，进
一步提高知名度，带动更多村民从事这个行业。”崔建
全信心满满地说。

榆木疙瘩

这样“开了窍”

□通讯员 邢飞飞 王运东 报道
本报禹城讯 11月4日，禹城市中街道王庄村党员活

动室内坐满了党员，市中街道纪工委书记张晓晖正在给干
部党员讲解哪些行为属于微腐败现象，大家围坐在一起边
听边记，还不时发出唏嘘声。

今年，围绕“党支部要做一面旗，党员要做一盏
灯”，市中街道党工委组织纪工委成立“宣讲团”，由纪
工委书记张晓晖带队入农村、入社区、入车间、入校园为
基层党员上党课。他们分类施教，对辖区16个农村管区党
员进行党规党纪警示教育；对6个城市社区进行“初心”
教育；对“两新”组织党员进行防范违规违纪教育，使党
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前段时间，沈庄村群众反映该村账目不公开，群众有
意见，干部觉得委屈。张晓晖来村里上了一堂财务公开
课，村干部秦善芝深有感触地说：“这次明白了，当干部
再清白，财务也得公开，把好事办好群众才会支持你。”
此后，该村照章办事，定期公开村集体收支情况。

目前，市中街道已对30个村和10余个“两新”组织党
员进行廉政警示教育，受众党员500余人。

禹城市中街道500余党员

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张小寒 报道
本报威海讯 “项目刚敲定进驻，就接

到了来自线上平台的160吨订单和线下‘邻
居’的540吨订单。”12月1日，在威海市文
登区耐考客云智造共享产业基地，金属表面
处理项目投资商崔成坤兴奋地告诉记者。崔
成坤所说的线上订单，来自耐考客基地打造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他所说的“邻居”，则是
进驻这个基地的企业。而在三个月以前，这
个充满活力的“云智造”共享产业基地，还
是毫无生机的废弃厂房。

文登拥有天润曲轴、威力工具、宏安集
团等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的龙头骨干企业，以及上千家大大小小的制
造产业链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在空间

上相对分散，运作上多是各自为战。我们推
动先进装备与智能制造产业集群进军‘千亿
级’目标，不仅需要盯紧抓好骨干企业、龙
头项目，也需要探索一种模式，将区内相对
松散的产业链企业和配套项目升级为紧密型
链接，变单打独斗为联合作战，更加充分地
释放集群优势，整体提升产业链能级。”文
登区有关负责人说。

借鉴海尔COSMOPlat理念，文登有意打
造一种“线上+线下”的全产业链共享升级
模式，即以文登制造业基础为支撑，线下建
设园区式空间载体，线上运作工业互联网平
台，打通线上线下，实行订单、人才、设备、销
售、采购、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等产业资源要
素的全面共享、集约发展，提高文登智造的孵

化能力和自生长能力，实现滚雪球式发展。
按照这一思路，文登引进了运营工业互

联网平台的大数据公司——— 耐考客公司，打
造云智造共享产业基地。在线上，基于工业
互联网平台，依托统一协作的基地制造产业
链，可以统一对外承接高端客户订单，派发
给基地项目生产，实现订单共享。在线下，
他们打造项目进驻的共享型园区载体，引进
工业原材料厂商为企业提供集中采购，引进
财务代理、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环保运
营、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第三方服务企业，
采用统一的管理运营团队，为进驻项目提供
低成本、高质量的各类共享服务。

线下建载体，土地是首要资源。文登经济
开发区有家吊机装备制造企业，受国际市场

形势影响逐渐成为“僵尸”企业。在近300亩的
地块中，已经建成了单体1万平方米、层高12
米的4座工业厂房，安装了室内航吊设备，特
别适合盘活进驻制造类项目。今年8月，文登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牵头，项目招商与基地建
设同步推进，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建设，硬件基
础设施已达到项目进驻条件，一期近5万平方
米厂房已经被6个先进制造类项目一抢而空。

基地即将启动二期建设，重点规划打造
日韩自动化装备产业区、互联网型工业产品
产业区、中日韩合作项目发布平台等，全部
建成后将成为先进装备与智能制造全产业链
共享的“文登模式”示范基地、最适合高端
制造配套项目落地的产业孵化基地，全部达
产后可实现产值1 . 5亿美元以上。

文登全产业链共享示范基地释放集群优势

废弃厂房三个月变身“云智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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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六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上，顾客对榆木家具产
生了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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