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纪 伟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左清洋 魏艳娜

“小陈，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帮忙协
调，这事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你们这个
‘网格’真厉害啊。”11月29日，莒南县大
店镇甲子山村村民李玉华特地打来电话向陈
博道谢。李玉华前几日遇到一起保险理赔纠
纷，县派网格员陈博及时帮忙，事情得到顺
利解决。今年以来，莒南县探索开展了“党
建引领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将基层党建
与基层治理同步推进，加强网格队伍建设、
落实便民职能下沉、推进扁平化管理，编织
起一张民生大网格，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显著
提高。

千名网格员

点燃基层创新活力
今年9月初，陈博从莒南县发改局被派

驻到该县大店镇甲子山村，到村后，他通过
访察民情、拜访群众，了解到这个小山村虽
然是著名的支前模范村，但由于交通不便，
产业增收项目匮乏，群众收入水平较低。在
进村访户的途中，陈博意外发现当地山地丘
陵上盛产野生小酸枣，便在脑海里诞生了变
小酸枣为“金宝”的想法，即通过电商、微

商等渠道销售小酸枣，为贫困户增收。
甲子山村一年能产上万斤野枣，以前村

民自己采摘的野枣只能在公路边、集市上卖
出每斤1 . 5元的低价，但在电商平台这种野
果却能卖到每斤10元。经过走访村民、收集
民意，一个“网格员+党支部+合作社+电
商”的模式在村里确立了下来，网格员提出
购销思路，党支部具体实施，合作社组织村
民采摘、加工。山村里寻常的小野枣经过晾
晒、包装，很快就在网络上销售一空。相比
往年，卖枣收入翻了几倍。这几天，村里又
打算复制电商卖枣的模式，将村里原生态的
小米、地瓜、土鸡、药材等土特产通过电
商、微商平台销售出去。

今年，莒南县组建了基础网格员、镇级网
格员和县级网格员三支队伍。把机关干部更
多地推向基层一线，在基层和群众一起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目前，莒
南县共划分片区111个、基础网格949个，已有
1000余名县直单位机关干部下沉到村担任县
级网格员，实现“编制在部门、服务在片区”，
突出履职担当，将群众的困难问题解决在群
众门前，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智慧平台

实现诉求“乡呼县应”

近日，一条“我家交了供暖费，为什
么突然停了暖？”的微信在十字路街道淮
海东路第十一网格微信群里弹出，群内网
格员立即现身，询问了发送信息的杜先生
相关情况，并通过“网格云社区”平台上
报，很快县住建部门就联系供热公司到场
处理解决。

莒南县探索依托网格化智慧管理平
台，构建“发现问题—网格内解决或事项流
转处置—处置结果反馈至网格”的闭环系
统。对于网格员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首
先在网格内处置解决；超出职责权限的，逐
级上报，分别在村（社区）、片区、镇街层
面分析研判、分流处置；属于县直部门职责
范围内事项的，启动“乡呼县应”，县直部
门负责办理，办理结果反馈到网格。

十字路街道研究开发“网格云社区”社
会综合治理平台，利用智能机器人技术、微
信公众号平台及微信群等媒介，每个网格内
由网格员发起建群，网格群众入群，植入智
能机器人“云小路”协助管理，实现群众诉
求掌上流转。“通过以智能派单形式将诉求
方和片区处理方连接起来，起到网格化巡
查、县直单位管理服务下沉的联动作用，切
实解决人工接单、人工联系耗时费事的问
题，实现网格事项线上流转、快速办理，提
升了网格办事效率。”莒南县十字路街道党

工委书记张华介绍说。

党的建设

与基层微治理良性互动

11月28日，莒南县筵宾镇前新庄村水塘
边，村民王秀奎正和村里的几个老伙计围坐
在一起下棋。“新广场这里人多热闹，晒晒
太阳下下棋，挺好！以前可不在这里下棋，
水塘有垃圾，太臭。”王秀奎说。

“到村开展网格化管理工作以来，我
们收集到第一件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是
这个臭水塘，臭水塘可以通过治理进行改
貌，但治理好的水塘如何维护，难度更
大。”县派前新庄村网格员薛庆纪说。他
表示，一方面，将水塘治理需求上报到网
格化智慧管理平台，由县水利部门对村内
水塘进行集中整治；另一方面，将前新庄
村71名党员纳入网格，每人包片到户，参与
网格治理，引导村民维护水塘环境。

“莒南县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在实
现党的建设和基层网格微治理的良性互动共
赢上寻找切入点，探索构建了‘镇街党
（工）委—网格片区党委—村（社区）党组
织—网格党组织’纵向管理体系。”12月12
日，莒南县党建引领网格化社会治理指挥部
办公室主任董磊告诉记者。

编制在部门 服务在片区

莒南党建引领网格化社会治理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贾海宁 王建彬

寒冬时节，室外温度零度以下，育种车间
温度25℃。

“这就是我们培育出来的新品种‘渤海1
号’，是我国北方第一代适应高盐度海水的

‘滨州对虾’本土品种，经过今年大面积外塘
养殖试验，该品种的虾苗生产期缩短10天左
右，放苗回捕率高达80%以上，亩产量由以前
的60斤提高到200斤。”在滨州市沾化区滨海
镇，渤海水产育苗(滨州)有限公司沾化分公司
经理李国治，边说边查看种虾生长情况。

“目前这批种虾的活性很好，明年3月
初配对产卵，一对种虾一次排卵约30万尾，
而以前的品种一次最多排卵16万尾。”李国
治说。

跨进相邻的虾苗生长车间，温度一下子
上升到35度，这是采用生物絮团养殖的反季
节虾最适宜的温度，8000多立方的虾池能保
证在春节前产出16万斤大虾。“反季节虾售
出后，虾池经过消毒处理，然后培育‘渤海
1号’虾苗，虾苗长大后进入外塘养殖，7月
初再培育毛蚶，11月初在海洋牧场底播毛
蚶，再次培育反季节虾。”渤海水产育苗
(滨州)有限公司经理付华云介绍，基本上一
年四季都不会闲着。

距离渤海水产5公里远的另一家水产龙
头企业，滨州科勒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在
精心选育耐高盐“滨州对虾”新品种“滨科1
号”。公司项目经理王志刚表示，“滨州对虾”
新品种“滨科1号”实验成功后，亩产量保守估
计将达250—300斤，是当前产量的3倍—5倍。

沾化区滨海镇拥有38 . 84公里的海岸线，

有42万亩沿海滩涂养殖水面，发展高端水产
是优势。但由于没有好的适宜品种，养殖效
益一直不高。

“以前主要从海南等地运来虾苗在当地
进行标粗培育，因当地海水盐度高虾苗成活
率低、生长慢。后来从美国、厄瓜多尔等进口
原种虾，成本高散养难推广。”“老专家”李国
治介绍说，“‘渤海1号’‘滨科1号’研发成功，
彻底摆脱了依靠‘洋虾苗’‘南方苗’的历史，
实现了滨州对虾滨州‘造’，42万亩滩涂也有
了自己的‘金种苗’。”

滨海镇大力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渔业发展新模式，700余户渔业散户全部用上
企业提供的优质虾苗，企业免费提供养殖技
术，协调水面使用权向龙头企业、养殖大户、
村级合作社流转，带动产业整体转型升级。

渔业升级，废弃卤水池、低小散池塘、

荒碱涝洼地等进行标准化池塘改造，扶持智
能化养殖车间建设。目前，滨海镇年培育虾
苗200亿余尾，销售标粗虾50亿余尾，年产各
类水产品4000万吨，交易额达8亿元。

据介绍，滨海镇正规划建设仓储物流、
海鲜交易市场，引进培育1-2家水产品加工
企业。目前，渤海水产正与广东海大集团合
作，进行现代渔业园区项目整体开发建设；
科勒海公司与台湾农渔协会企业、蓝田城乡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就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
开展洽谈。

“做强山东海洋渔业特色产业镇，逐渐
打响中国北方本土第一代南美白对虾虾苗品
牌，催生打造三文鱼、梭鱼、鲈鱼、三疣梭
子蟹等一批‘滨海水产’品牌，目标是打造
鲁北地区最大水产养殖示范基地。”滨海镇
党委书记潘清军信心满满。

滨州对虾育出本土“金种苗”
沾化42万亩滩涂亩产量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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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鹏 杜昱葆 报道
12月13日，来自清华大学的党员代表在沂南县红嫂纪

念馆参观、学习、上党课，所到之处被红嫂事迹深深感动。当
日，清华大学组织党员赴沂蒙山区开展红色教育活动。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孙久生 李宪亮 报道
本报宁津讯 11月27日，宁津县纪委县监委审理室干

部来到杜集镇五大庄村，现场宣布对村干部魏某的处分决
定，同时召开该村全体党员警示教育会。该村党员谢立广深
有感触地说：“今天真是接受了教育，得按规定办好村里的
每一件事。”

今年以来，宁津县纪委县监委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分
决定宣布程序，印发规定要求凡被查结的党员干部违纪违
法案件，在宣布处分决定的同时，都要在本部门（单位）
召开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党组织负责人进行警示教育
讲话，部分受处分人作表态发言，强化党纪政务处分案件
的震慑作用，以案明纪。今年以来，全县已对41名受处分
党员现场宣布处分决定并同步开展警示教育，3800余名党
员干部“零距离”接受教育。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做好后半篇文章，发挥出案
件的治本作用，一体推进反腐败从‘不敢不能’到‘不想’的
工作机制。”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卢长宾表
示，该县还通过拍摄专题片，加强政德教育，监督小微权力
运行，努力实现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的综合效应。

宁津：“处分+警示教育”

以案明纪

□通讯员 王砚才 王书胜 报道
本报德州讯 “采用粉垄深耕技术的小麦比传统耕种

技术的小麦根系发达得多，麦苗也茂盛一些。”11月26
日，在德州市陵城区宋家镇粉垄深耕技术示范基地，白家
村村民张少华与几位农民正在观察采用两种耕种技术的麦
苗长势。该基地是德州乃至山东首个成规模的粉垄深耕示
范基地，耕地总面积1000亩。

据悉，粉垄深耕技术可实现超深耕深松不乱土层且一
次性完成整地任务，活化土地和土壤资源，并带动天然降水
的增贮和太阳光能的高效利用，具备增产、提质、保水、生态
效益。经多地实打验收对比，可使传统农作物增产20%至
30%。陵城区宋家镇是传统农业大镇，今年9月，镇政府与广
西农业科学院韦本辉科技团队签订了科技合作框架协议，
建设宋家镇农科小院暨粉垄深耕技术成果转化基地，转化
成功后，将会在当地开展推广，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

陵城：建设千亩

粉垄深耕技术转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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