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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张生 高晨华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找准切
入点就是抓住了发展引擎。在枣庄市薛城区巨
山街道，一间间农家书屋插上科技的翅膀，变
身有声图书馆，借由智能的力量推动文化普
及，打开村民爱读书、勤读书的鲜活局面，
“有声有色”地为乡村铸魂。

有声图书馆落户小山村

5月22日清晨，太阳缓缓爬上日月山，将
山脚下的黑峪村照亮，村民三三两两地走在开
阔整洁的水泥路上，向村里的文化广场渐渐聚
拢。

广场的四周伫立着扇面或中国结造型的宣
传牌，牌上面除了倡树文明新风的标语，还有
一个二维码。64岁的褚衍壮拿出手机点开微
信，对着标注“人文历史”的二维码扫一扫，
手机页面接着跳转到喜马拉雅有声图书的界
面，在播放列表里，他点开《明朝那些事
儿》，风趣诙谐的语言、轻松活泼的背景音
乐，褚衍壮眯着眼睛坐在板凳上，迅速沉浸其
中，并吸引了身边的村民一起听。

“各朝各代的人文历史，想听什么书就点

什么 ， 真是太 方 便 了 ， 我 经 常 来 ‘ 扫 一
扫’。”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的褚衍壮满意地
说。黑峪村共有50块带着二维码的宣传牌，在
位于村委办公楼一楼的农家书屋内，墙壁上更
是挂满了各种有声书籍二维码。黑峪村党支部
书记褚庆玖介绍，二维码的背后涵盖了党史读
物、文学名著、亲子育儿、科幻小说、养生保
健等图书类别，成为一间有声图书馆。

黑峪村是全市首家引入新媒体有声图书馆
的村居。2019年1月，褚庆玖参观枣庄市互联网
小镇，在一面二维码墙前，工作人员现场展示
了扫码听书的功能，让褚庆玖顿生兴趣。“我
也尝试了一下，这种方式先进又方便，如今人
手一部智能手机，读书成了随时随地的简单
事。”回村后，褚庆玖便与村“两委”成员商
议，依托喜马拉雅软件运营商，投资2万余元
升级农家书屋，打造会发声的图书馆。

“简单易操作。”村民褚衍梅评价，周围
的村民纷纷附和。目前，除了黑峪村，巨山街
道高楼村等5个村居都建了有声图书馆。

破解书屋“建管用”难题

“自去年6月，有声图书馆启用以来，扫
码量达到11万余人次。”巨山街道东托社区党
委书记刘旭东联系运营商现场调度了数据后

台，而火爆的背后正是对原有阅读场所的升
级。

刘旭东告诉记者，东托社区是典型的村改
居社区，前身是东托三村。2012年，村里建起
农家书屋，自购了2000余册图书，包括政策读
物、畜牧养殖书籍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
问题显现。

“首先，农家书屋要配备图书管理员，一
般都是村‘两委’成员兼职，精力有限，容易
造成管理漏洞，借出去的书归还率低。”刘旭
东说，“其次，现代知识资讯更新得快，但书
屋的书相对固定，村民们看过之后就不大感兴
趣了。”还有一点关乎村民的阅读习惯，刘旭
东认为，村里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下的大多
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字
都认不全，怎么去读书？”56岁的村民殷召玲
在一旁插话道，“有些人其实也想读，上了岁
数眼花了，看起书来费劲。”

有声图书馆的出现破解了农家书屋“建管
用”难题。东托社区投资了近10万元，除了室
内有声图书馆，还在社区广场建成了一条阅读
长廊，随处可见的二维码方便村民随时随地阅
读。

“看似一个二维码，背后却是同门类的很
多图书，而且会不断更新，有上万册图书。”
刘旭东说，解决了传统书籍不易携带、数量有

限、更新维护成本过高的难题。

推动党建资源下沉

解读重大会议内容、优秀党员读物、抗战
记忆……在现有的村居有声图书馆里，党建版
块是标配，将党的创新理论以声音的形式展
现，让理论学习更加便捷，受到广大党员群众
的欢迎。

刘旭东介绍，每个单元一个主题，党员群
众可根据学习计划和自身兴趣选择有声图书，
随时随地用手机微信扫码，利用碎片化时间进
行学习，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东托社区
74岁的老党员周运淮告诉记者，他平时关注国
家大事，喜欢看报读书，但上了年纪视力不
好，平时来到有声图书馆由工作人员帮他扫码
听党建内容。

“通过聆听的方式非常便捷，而且能够带
动更多的党建资源下沉，让党的理论思想深入
人心。”刘旭东说，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内容
不是照读原文，而是同时收纳专家解读的资
源，帮助听众理解。

在帮助基层党务工作者减负的同时，有声
图书馆让党建工作“会声会色”，让党务工作
不再枯燥。下一步，巨山街道将继续推广这种
模式，力争覆盖各村居。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宋伟 张洪雨 报道
本报枣庄讯 5月25日，枣庄市山亭区不动

产分中心向徐庄镇上岭村权利人发放了枣庄市第
一本记载林权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
证书》，标志着该市不动产林权登记工作迈出了
关键的一步。

林权登记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重要内容，是
将集体所有的林地分配到林农个人，让林农获得
林地的经营自主权。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
的前提下，依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
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
户，确立林农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
位，让林农依法享有林木的所有权、处置权、收
益权，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叶莉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近日，薛城区临城街道绳桥村

扶贫大棚内热气腾腾，弥漫着泥土和西红柿的芳
香。“2016年我就脱贫了，但是脱贫不脱政策，
目前还享受着贫困户的各项补贴。现在在大棚里
干活，每月能挣1000多元，年底还有三四千元的
分红。”5月25日，脱贫户陈宝文一边采摘西红
柿一边说。

和陈宝文一样，来扶贫大棚干活的，还有马
秀敏等5个脱贫户。大家分头忙活着，有的正在
采摘，有的给西红柿打杈，有的除草，丰收的喜
悦挂满眉梢。

在蔬菜大棚的一侧，是扶贫生态养牛大棚。
脱贫户们在这里辛勤劳作，丰收满满。

“没产业，镇上投资；没技术，请技术员。
只要人勤快，不愁不脱贫，更不会返贫。现在，
咱们的蔬菜种植和肉牛养殖，已经形成了产销一
条龙，脱贫户只管在家门口挣钱就行了。”绳桥
村党支部书记绳开玉信心满满地说。

2017年，临城街道开展了开发式、造血式扶
贫，投资45万元，在绳桥村建设扶贫蔬菜大棚两
个、扶贫生态养殖大棚1个。大棚年分红4 . 8万
元，受益贫困户达21户44人。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为确保省委“重点工作攻坚年”工作要求
在枣庄落地生根，枣庄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
“改革赋能促转型”工程，从11个领域发起
“9+2改革攻坚行动”。

据介绍，这11项改革攻坚行动涵盖了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产业转业升级、流程再造、人
才体制机制、科教体制、财税金融、资源环
境、企业、开放型经济、优化法治环境、乡村
振兴。

市委书记李峰认为，改革是刀刃向内的自
我革命，11个领域的改革攻坚行动，场场都是
硬仗，要拿出头拱地、专啃硬骨头的精神，不
破楼兰终不还！

枣庄对应成立了11个改革攻坚专班推动上
述11项改革攻坚行动。专班组长由一名副市级
领导“挂帅”。副市长、市产业转型升级改革
攻坚专班组长邵士官表示，将围绕智能制造、
双千技改工程和数字工程三大目标，将任务落
细落实，确保产业转型升级改革攻坚取得成
效。

在推动流程再造改革攻坚行动中，枣庄进
一步细化了企业开办、建设项目审批、不动产
登记等5大项20条具体措施，叫响“枣办好”
政务服务改革品牌。目前，“信息孤岛”“数
据烟囱”仍是制约流程再造的最大障碍。专班
提出通过改革打通数据共享的堵点，清理整合
全市各级各类自建政务服务系统，统一接入市
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一个平台一个号、一张
网络一朵云”。

今年以来，市乡村振兴改革攻坚专班围绕
长效脱贫、“三农”高质量发展、美丽乡村建
设和城乡融合发展抓改革攻坚，努力在乡村振
兴方面走在前列、趟出路子，为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贡献“枣庄力量”。

据介绍，目前，全市正在开展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回头看”，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
产管理、财务管理、股权管理、收益分配等各
项制度。截至4月底，全市有2594个村完成登记
赋码，完成率96%；2110个村完成股权证发
放，完成率78%。

对外贸易一直是枣庄经济的短板，市开放
型经济改革攻坚专班迅速行动，聚焦4项改革
攻坚任务，充分发挥专班的“纽带”作用、平
台的“牵引”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以
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成立了9支
稳外资稳外贸工作服务队，精准帮扶外资外贸

基本盘企业，对企业问题清单逐个落实,目前全
部办结。

枣庄深入开展“招平台、建平台、树品
牌”行动，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高效运
作枣庄内陆港、海关多式联运监管站，新增外
贸进出口企业10余家。据统计，今年1至4月
份，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额38 . 9亿元，同比增
长13 . 4%，增幅居全省第2位。其中出口增长
14 . 9%，增幅居全省第1位。

财税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生命线，
市财税金融改革攻坚专班围绕“四增两降”目
标任务，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建立市场化
项目遴选运作机制，设立支持高端装备、高端
化工等六大特色优势产业的专项资金1 . 2亿
元。凤鸣基金小镇建设步伐加快，一季度新增
12家基金公司进驻小镇，新增基金规模4 . 6亿

元，小镇基金管理总规模达126亿元。
枣庄全力争创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

区，市普惠金融服务中心平台已线上进驻全市
15家银行业金融机构、2家政策性融资担保公
司、1家应急转贷基金服务公司和1家保险公
司，合计共发布金融产品110项，完成企业注
册认证1228家，累计完成融资撮合业务48 . 8亿
元。

今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创建全国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市，并且确保明年底率先创建成
功，目的就是要高标准营造一流法治环境，打
造安商护商的发展高地。

5月26日，记者从市委政法委了解到，市
优化法治环境改革攻坚专班以创建全国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市为契机，正紧锣密鼓地部署开展
优化法治环境专项行动。据介绍，专项行动涉

及依法保护企业合理诉求、依法保护企业知识
产权、健全涉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加大涉
企案件审理执行力度”等七大领域，细化量化
为50项攻坚任务，目前已制订任务清单，明确
了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和工作时限，细化了节
点计划，突出了特色亮点。枣庄中院党组对照
优化法治环境改革攻坚重点任务责任清单，制
定出台了分工方案，进一步细化任务目标，明
确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强化措施，推进各项
工作扎实开展。

据介绍，市里出台了《关于服务保障中小
型民营企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专项为中小
型企业提供宽松法治环境。部署开展公共资源
交易领域制度规则清理，全面清查清单之外违
规设立的准入许可、违规制定的市场准入类负
面清单和准入环节违规设置的各类门槛壁垒。

瞄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行业转型升级、流程再造等11个领域

枣庄11个专班发力改革攻坚

找准文化振兴切入点，涵养乡村文明新风，薛城区巨山街道———

农家书屋“有声有色”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李森 秦勤 报道
本报枣庄讯 今年以来，枣庄市中区启动

实施了“融媒体+社会治理”智慧平台建设，
充分利用现代大数据技术，融合区融媒体中
心、市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市长热线平
台，对数据进行信息收集、整理、分析、研
判、交办、反馈，努力实现群众身边的民生问
题“有人问事、有人办事、有人管事”。

在市中区文化路街道市委社区华府豪庭小
区，记者看到，社区网格员金梦茜正在对前几
天小区居民反映的小区花园内的电表箱损坏问
题进行回访。

市委社区一位郑姓居民告诉记者：“一天
早上遛弯儿的时候，我发现电表箱倒了，就给
居委会网格员说了，他们马上处理，一两天就

修好了，居民很满意。”
“我所在的网格有403户900多名居民，自

‘融媒体+社会治理’智慧平台启用以来，我
们共在平台发现上报12条社情民意案件，已经
处理了12条，按照工作要求，我坚持在辖区一
天两巡查，在巡查过程中，有居民向我反映华
府豪庭花园里的电表箱有损坏，而这个小区居
住的小孩比较多，老年人也比较多，存在安全
隐患，我将此案件通过平台进行上报，同时上
报社区书记，联系了小区物业经理，几天之内
对电表箱进行修完，消除了隐患，群众表示非
常满意，之后我将案件的处理结果通过平台进
行上报，予以结案。”金梦茜介绍，网格员的
职责就是发现问题，上报问题，努力帮助群众
解决问题。

记者了解到，市委社区共有15个小区103栋

楼2302户8340名居民，自“融媒体+社会治理”
智慧平台启用以来，小区环境更好了，居民的
烦心事也少了，人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提高
了。

“我们将辖区分为六个网格，明确网格员
职责，每天巡查网格，收集社情民意，上报平
台，对社区处理不了的案件不等不靠，主动联
系辖区单位、物业公司、街道职能部门，形成
合力，抓紧解决，提高群众的满意度，自‘融
媒体+社会治理’智慧平台启用以来，社区发
现上报52条社情民意案件，全部处理完毕，社
区是离群众最近的地方，了解群众所想、所
需，是对我们的基本要求，解决群众的实际困
难，是我们的使命所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使
用好智慧平台，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提
升社会治理能力。”文化路街道市委社区党委

书记、主任马玲对记者说。
据统计，自全区“融媒体+社会治理”智

慧平台正式运行以来，已累计接收派发各类问
题事件1500多件，已办结1238件，正在办理224
件，督办事件123件。

枣庄市中区“融媒体+社会治理”智慧平台解民忧

民生问题“有人问事有人办事有人管事”

 扫 描 二 维
码，了解更多相关
内容

临城街道西红柿

映红脱贫致富路

枣庄首个不动产林权

证书颁发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赵峰 报道
本报枣庄讯 “人民调解员实行工作补贴和

‘个案奖补’，这是政府对我们调解工作的鼓励
与认可，更能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峄城区道
路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首席调解员刘保信说，近
日他领到了4月份1600元的工作补贴和第一季度
5400元的“个案奖补”。今年第一季度，全区发
放调解员工作补贴及个案奖补金15万余元。

“专职调解员包括公调、诉调、医调、社区
物业、婚姻家庭、消费者权益等，每月生活补贴
不低于1200元，并根据调解员等级确定。”区司
法局局长韩军介绍，“调解员化解个案奖补标
准，按照矛盾纠纷化解的难易程度分为五个等
级，每调解成功一起纠纷，就可以领到100元至
800元的办案补贴，每季度汇总确认发放。”

今年初，峄城区委政法委、区财政局、区司
法局联合出台文件，明确了人民调解员工作补贴
标准、人民调解员“个案奖补”政策。

通过建立矛盾纠纷调解激励机制，该区进一
步规范了全区人民调解队伍的管理，保障了人民
调解员的工作待遇，调动了人民调解员积极参与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积极性。今年第一季
度，全区人民调解员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77
起，其中调处重大疑难纠纷10起，实现了“小事
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筑牢了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峄城区建立矛盾纠纷

调解激励机制

□张环泽 魏忠富 任中伟 报道
本报枣庄讯 “通过学习培训，让我们了解

了各个专业的业务知识，真是大有收获。回去后
我要认真学习课题内容，结合实际把理论知识付
诸实践行动，扎实做好本职工作，促进工会工作
更加规范、更具创新性。”日前，刚走出课堂的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田陈煤矿工会文体部干部季艇
说起在精业务、强素质“讲堂”学习的经历，掩
饰不住激动之情。

为进一步提高工会工作人员的整体业务水
平，田陈煤矿工会组织开展了精业务、强素质
“讲堂”活动，通过台上讲心得、台下找差距，
进一步提高全体工会工作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
业务知识能力，全力打造“学习型工会”，进一
步营造“讲学习、比业务、强素质、促作风”的
良好氛围。

田陈煤矿工会

打造过硬干部队伍

□张环泽 吉喆
王利 报道

5月25日，收割机
在枣庄市中区齐村镇
渴口村麦田里收割小
麦。枣庄市200多万亩
小麦陆续成熟，当地
农民抢抓农时，确保
夏粮颗粒归仓。

枣庄小麦

开机收割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吴强 报道
本报枣庄讯 5月23日上午，枣庄市薛城区

周营镇白楼村百年大集开市，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新的力量。

白楼大集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清朝时期，
白楼作为重要驿站之一，曾是商贸繁荣、交通发
达的畅通之地。抗日战争时期，白楼是峄县抗日
民主政府白楼区政府所在地。首期抗日联军青年
干部抗日政治训练班曾在此地举办，训练班成员
成为运河支队和其他部队的中坚力量。

周营镇白楼

百年大集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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