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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乔娟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17日，记者从全市村

级供销社暨村社共建工作现场（培训）会议
上了解到，以汶上、金乡为试点在全省率先
开展村级供销社建设，目前，两县布点村级
供销社30家，已建成20家，基本探索出村级
供销社、土地股份合作社融合发展，村集
体、农户、供销社多方共赢的可复制可推广
路子，走在全省供销系统的前列。除了两个
试点县，没有试点任务的县也进行了积极探
索，如任城、邹城、鱼台、泗水已建村级供
销社8家。

“村级供销社作为新时期供销社服务

‘三农’的主要载体和前沿阵地，是推动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济宁市供销
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管洪祥表示，村级
供销社探索“党支部+村级供销合作社”模
式，把经济成分植根于农村，植根于村“两
委”，与农民建立广泛的利益联结。

据工作人员介绍，村级供销社主要开展
“生产、供销、信用”三项业务。

——— 生产合作上，由村“两委”将入社
土地集中起来交由村级供销社统一经营。通
过供销社服务组织，提供良种供应、测土配
方、智能配肥、无人机飞防、农机作业、粮
食收储，实施托管服务，降低生产成本，增

加作物产量。实行生产服务统一标准、农用
农资统一供应、作业计划统一制订、农机设
备统一调配、后方保障统一“五统一”运
作。以寅寺镇小楼村为例，今年小楼村供销
社夏季小麦、秋季大豆，扣除生产成本和管
理费，支付农民社员保底收益每亩1000元，
并提取公积金后，可分红资金为356元/亩，
按照5：3：2的比例，村集体可分178元/亩，
供销社106元/亩，社员72元/亩。

——— 供销合作上，利用县供销社农产品
公司等龙头企业，开展日用消费品配送和送
货下乡，并帮助村级供销社销售农产品。现
在每周在村级供销社开展1-2次送货下乡活

动，米、面、油等大众消费品质量好、价格
低，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 信用合作上，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
物，吸纳农民社员的闲置分红，调剂给有经
营思路、发展项目的社员使用，解决农村融
资难的问题。

下一步，济宁将从试点向面上推开，采
取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并重，分类指导和循
序渐进并重的方式，推动村级供销社工作由
点到面，全面铺开。明年，每个县将至少建
成较规范的村级供销社10家，试点县金乡、
汶上各要新建40家，逐步实现千人以上的村
都设有村级供销社。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薛姣 吴德涛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这里是‘智慧金城’平

台调度中心，您的店铺存在占道经营行为，
请立刻整改，谢谢配合。”12月3日上午10
点，永基城“智慧金城”调度室内，工作人
员徐萌利用喊话系统提醒新华路上的一家牛
肉板面店铺，话音刚落，平台的监控视频画
面显示，被喊话的店主便将商品收归屋内。
从发现问题到整改完成，仅用了3分钟，“以
前这样的问题，需要城管人员到场处理，现
在有了技术支撑，这种小问题通过喊话就解
决了，效率真是高。”徐萌高兴地介绍。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综治维稳、社区服务
和网格治理形势日趋严峻，对基层社会治理
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任城区金城街道坚持问题导向，精心打
造“智慧金城”综合服务平台，运用人工智
能、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地理信息技术等
前端科技，安装了视频监控、油烟净化监测
器、远程喊话设备，以及全景鹰眼、智能分
析系统，覆盖了辖区内36条背街小巷、21个
在建工地、25家重点企业、50家较大型餐饮
单位以及15个社区服务大厅，对店外经营、
商贩、扬尘治理、油烟监测、安全生产、社
区值班等问题进行综合调度，实现了全时发
现、智能识别、辅助判断、及时预警、科学

分析。
金城街道整合综合执法、环境保护、信

访维稳、安全生产等各种资源力量，组建联
动中心，抽调13名业务骨干在平台坐班，负
责信息汇总、综合研判、启动呼叫、联合联
动等工作。对街道能独立完成的工作，分派
给街道13个科室、15个社区联动队和127个网
格；需要区直部门配合的，转入联动环节，
启动“呼叫”机制，实现了“居民呼叫、社
区报到”“社区呼叫、街道报到”的工作格
局，实现了服务民生的“同频共振”，高效
联动。

“智慧金城”综合服务平台试运行一个
月以来，共受理民生热线转办事项117件，收

集民生诉求85件，智能识别抓拍店外经营、
商贩160余起；通过全时监控锁定证据，共查
处违规经营商户及违反环保规定的企业、工
地20余家；处置不按要求开启油烟净化设备
的餐饮单位30起次。

任城区金城街道办事处主任韩爱芹表
示，如果把“智慧金城”比作一个人的话，
那么，视频监控AI识别是“眼睛”，指挥中
心是“大脑”，网格化服务管理就是“腿
脚”，形成了街道社会治理“眼睛明”“大
脑灵”“腿脚勤”的智慧化管理新局面，形
成了权责清晰、上下联动、运行高效的精细
化、精准化社会治理体系。

探索“党支部+村级供销合作社”模式

济宁建成村级供销社28家

精心打造综合服务平台，运行高效，“智慧金城”———

“眼明脑灵腿勤”让社会治理更智慧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袁进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清洁取暖项目是2019年济宁市政府

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日前，记者从济宁市住建局了
解到，2019年济宁市已实际完成改造37 . 7万户，超额
完成《济宁市2019年度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实施方案》
中计划的清洁取暖改造36 . 19万户年度任务目标。

为确保改造工作顺利推进、高质量完成，济宁市
住建局抽调业务精干、素质过硬的人员成立工作专
班，统筹负责气代煤电代煤各项工作。聘请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作为技术支持机构，4人专家团队常驻济
宁进行全流程指导，明确质量标准，进行全程规范。

济宁完成

清洁取暖改造37 . 7万户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公示高新技

术企业结果，济宁市2019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02
家，大幅超额完成省考核新增40家的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济宁市把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企业作为
重点科技工作，组建工作专班，加大工作力度，进一
步健全“培养一批、认定一批、储备一批”的工作机
制。此外，山东省科技厅日前公布2019年度省重大创
新工程支持项目名单，济宁市获批5个厅市联合项
目、20个竞争择优项目、2个后补助项目，共获省财
政无偿研发扶持资金2 . 3亿元。项目资金分年度拨
付，2019年度实际到位资金9418万元。

济宁2019年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102家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李军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从济宁供电公司获悉，12月16

日，济宁泛在电力物联网基地建成投入运行。
济宁泛在电力物联网基地位于济宁市高新区核心

区域，占地面积约260亩，整体规划建筑面积17万平
方米，建设民生计量、电能替代、信息通讯、清洁能
源、电力智能设备研发和生产中心以及新能源汽车展
销和云储能中心等研发试验中心，被列入山东省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第一批优选项目。基地将重点开
展智能设备研发制造、电力设施可视化研究及运维、
电力管家一站式施工服务、现代化仓储、品牌推广、
电气设备和新能源汽车销售融资租赁等业务，为电力
客户提供综合能源管理和电力设施托管服务。

济宁泛在电力物联网基地

建成投运

□ 本报记者 孟一 姜国乐

“哥几个上工了！动作都利索点，省矿
产勘察队的兄弟们可都指着咱的棉被御寒
呢！”12月11日天刚蒙蒙亮，鱼台县鱼城镇
湾里村惠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门口就聚起了
赶工的村民。虽然零下1摄氏度的气温让忙着
装车的村民几乎被蒙进了蒸腾的白雾里，可
大家没有任何怨言，因为这是全村第一家带
有村集体股份的公司。

7点10分，载着330套被褥的大货车准时向
潍坊出发了，70岁的老妈妈王英春还没来得
及放下手中粘着棉花的针线就踉跄着挪步到
路边，目送货车一点点远去。

“虽然种了一辈子的棉花，可棉花就只
当棉花卖，没赚着几个钱。”待货车完全驶
离视线，王英春一边念叨一边回到屋里，戴
上老花镜和姐妹们一起席地而坐，继续套起
了被子。去年9月，省派乡村振兴鱼台服务队
来到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起棉被厂。

湾里村是个典型的传统农业村，祖祖辈
辈大都靠种棉花为生，但因为地理位置偏
远，好棉花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营收方式。

为帮助湾里村找到具有可行性和持久性
的发展路子，服务队从村民最熟悉的棉花下
手，跑遍了省内的棉花加工基地，只为把这个
行业的现状摸清楚。当服务队队员们对棉被加
工流程、设备技术、市场需求、销售渠道等环节
了然于胸，再加上入户调研、听取民意，办
棉被厂的主意越来越有谱了。

去年12月，湾里村召开村民大会，家家
户户都派了代表参加，随着一只只手的举
起，惠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终于在村民的期
待中成立了。企业采用“村委会+公司”的模
式运营，服务队划拨财政专项资金30万元，
转增公司，占股51%，其他3名股东投入29万
元，占股49%，实现了集体控股。

“你要说咱有啥优势？那就是棉花真、
用料足，所有棉花都是咱村民自己种的，套
出来的被褥不光暖和，还不用担心黑心棉之
类的质量问题。”谈起对未来的发展信心，
湾里村党支部书记王秀花直言，因为厂子是
村集体的项目，人人都把厂里的事当自家事
干，很是上心。

可好质量并不意味着广销路，尤其对新
上马的乡村小型项目而言，开拓市场成了最大
的难题。于是，服务队瞅准了学校和省矿产勘
察队等用棉被大户，撂下面子，一家家地上门
谈业务，一次不行就两次，靠着不怕吃苦的韧
性，硬是给村里签来了第一批订单。

“服务队在的时候，咱们可以咬着牙硬
上？可等咱们走了，厂子是不是就活不下去
了？”带着这样的疑问和顾虑，服务队一边
从村里寻找年轻人，手把手地教他们学习电
商知识，第一时间打通网络销售渠道；另一
方面揪住公司的几个大股东，想方设法把他
们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调动起来。

上个月，急剧下降的气温并没有带来棉
被的热销，服务队借机给公司股东敲个边
鼓，摆起了“鸿门宴”。晚上收工后，省派

乡村振兴鱼台服务队队长刘祥元把村里的另
外3名股东请到办公室，当即撂下了一句狠
话：“为啥棉被卖不出去？每个人都要找出3
个理由，穿靴戴帽的不算，别人说过的不
算，说不到位今天谁也甭想回家睡觉！”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只想投钱营利却
没琢磨过怎么经营的企业股东一下犯了难，嘴

里还嘀咕着，“这个队长真不易缠。”可也是这
样的一次“逼问”，让这些等着坐享其成的股东
第一次绞尽脑汁地思考企业的未来发展。“必
须把产品送去做质量检测，让客户了解到咱们
棉被的品质”“要满足现代人对被罩、床罩的外
观需求，不能再光套大花被罩了”“要做出名堂
就得有叫得响的品牌……深夜11点多，大家不
断分析问题、提出建议。

“服务乡村产业发展，怕的是没思路、
没点子，但更怕好不容易蹚出来的路子守不
住、走不实。”刘祥元告诉记者，他们目前
正在村里开展有针对性的电商、营销和企业
经营培训，确保项目推进后继有人。与此同
时，服务队还在村里建起了电商运营中心，
聘请第三方力量介入企业的网络销售环节，
让棉被产业真正把湾里村捂热。

省派乡村振兴鱼台服务队为村庄建起棉被厂

一床棉被“捂热”湾里村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刘艳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16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分别

公示了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和新增国家4A级
旅游景区名单。全省15个县（市、区）成功入选首批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其中邹城市和泗水县位列其中。

全省新增国家4A级旅游景区9家，济宁市邹城市
上九山村景区、曲阜市仙河花海生态乐园景区和嘉祥
县青山景区等3个景区位列其中。

济宁新增

3处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村民们正在加工棉被。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高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大型民族歌舞剧《沂蒙

山》在济宁大剧院举行演出，青年歌唱家们以纯熟
的演唱，带领观众穿越战争的硝烟，重温沂蒙山上
的英雄赞歌。

该剧会聚了一批享誉全国的知名艺术家一起创
作打造，于2019年8月荣获第十五届中宣部“五个一
工程”优秀作品奖。由济宁城投商业运营管理公司
与北京保利剧院管理公司合资成立的济宁大剧院将
继续按照“建筑设施一流，运营管理一流，艺术活
动一流，文化服务一流”的目标，发挥“文化安
民、文化乐民、文化富民、文化惠民、文化育民”
的平台作用，为市民带来更多精彩的剧目。

歌舞剧《沂蒙山》

在济宁大剧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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