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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商金鹏 李荣新

实现网格党支部全覆盖

前不久的一天清晨，滨州市滨城区彭李街
道吉泰阳光花园小区担任楼长的73岁老党员
刘克如早早地下楼，来到油条商铺，买了1斤
油条，送到83岁的小区居民刘其兰老人手
中。

原来，前一天晚上，刘其兰老人突然有
想吃油条的想法，便给刘克如打了电话。

“吃根油条也有人买，生活上多亏俺兄
弟照顾，感谢小区有了党支部。”刘其兰老
人患有高血压，行走不便，孩子因工作都不
在身边，除了来探望时购买些生活用品外，
平时家里缺个菜、少个米啥的，零零星星应
急的生活琐事，她都会给刘克如打电话寻求
帮助。

刘其兰老人口中的小区党支部，是彭李
街道成立的吉泰阳光花园小区党支部。

吉泰阳光花园小区有52栋居民楼，外加2
栋沿街楼，有住户1800余户5300余人，其中党
员就有630余名。在推进“全科大网格”工作
中，因人口多等原因被彭李街道碧桂园社区
单独划为一个网格，也是该社区成立的4个网
格之一。

作为大型商住小区，彭李街道经过党员
推荐和选举，在划分的网格小区建起党支
部。物业公司专门腾出房间作为支部办公
室，同时9名支部班子成员中，物业公司党员
3名，业户党员6名，支部下设26个党小组，
选出36名楼长，每天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问
题不下10件。

吉泰阳光花园小区党支部是滨城区最早
成立的网格党支部之一，自2019年5月实施
“红色家园”建设工程以来，滨城区已在全
区建成网格（小区）党支部208个，计划6月
底前实现网格（小区）党支部全覆盖。

“多网融合、一网统筹”

滨州市按照城乡社区以常住人口300户到
500户或1000人左右为一个网格、每个行政村
为一个或多个网格的标准，调整划分综合网
格，以党建为引领，整合政法、城管、卫健
等8个部门原有网格，因地制宜纳入其他部门
社会治理事项，实现了“多网融合、一网统
筹”。截至目前，滨州市共划分网格7880
个，其中综合网格6411个、专属网格1469个，
配备网格员14466名。

党建如何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滨
州市统筹网格内居住地党员、物业企业党
员、流动党员，在网格（小区）设立党支
部，构建“社区党委（党总支）—网格党支
部—楼宇党小组”组织体系。达到“上面千
条线、下面一张网”的治理效果。

网格党员在“全科大网格”是先锋模
范，党支部书记是榜样，支部书记任本网格
的网格长或网格指导员；每个网格至少1名党
员作为兼职网格员，党员网格员带头，解决
群众难题。截至目前，全市共配备党员网格
员9096名。

“‘群众吹哨、党员报到，党员吹哨、
支部报到；网格（小区）有人管事、有地议
事、有事能办、把事办好的目的，让小事一
格解决，大事全网联动。”滨城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王丽说。

“原来由于社区服务半径大，治理服务
不够精准，群众有诉求往往会通过各种渠道
上行，矛盾处理效率低、社会治理成本
高。”王丽说，“网格党支部的建立将社区
治理和服务进一步延伸到网格（小区），让
群众有了说事拉理的地方，矛盾问题和群众
诉求在基层得到了有效化解。”

党员“亮牌践诺”

家住滨城区盐业副食公司小区的70岁退
休老党员徐丽，有唱歌、跳舞的特长，针对
居民想学唱红色歌曲的需求，她主动报名，
目前已是8名居民的指导“教练”，定期组织
群众到网格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室进行排练。
这也是她作为一名党员践行“自愿教小区居

民唱歌，组建一支小区合唱队”的承诺。
为发挥党员在小区治理和服务上的先锋

作用，滨城区对成立党支部的网格（小区）
实行党员“亮牌践诺”活动。每名党员都要
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进行亮牌践诺，并在小
区宣传栏或楼道口等显著位置公示党员姓名

和承诺事项，为居民提供的各类志愿服务要
接受小区居民监督，从而解决八小时之外党
员作用发挥问题。

对党支部不能解决的居民诉求和事项，
发挥网格员信息提报和“全科大网格”大数
据智慧系统，逐级将办理事项信息上传至社
区或街道，再组织职能站所、社区、网格、
小区党支部、物业负责人，“双报到”单位
联络员及居民代表召开党建联席会、居民恳
谈会共同研究解决。

“环境变美了！邻里和睦了！群众满意了！
党组织入网格、进小区，让党组织发挥核心力
量和引领作用，让党建贯彻城市基层治理始
终，实现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各方力量下沉一
线，解决群众关心的烦事、难事和糟心事，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滨州市委政
法委副书记刘忠本说。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宋琳 张先加 报道
本报滨州讯 6月12日记者从滨州市市场监管部

门获悉，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下发2020年度
第一批山东省知识产权（专利）资金资助奖励明细的
通知》，滨州市获知识产权资金（第一批）补助
113 . 8万元，121家企业、12个个人得到资助。

近年来，滨州市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积极引
导鼓励发明创造，努力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不断
完善惠企激励政策，力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目前，拥有国家知识产权贯标认证企业12家；国家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8家。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京博
农化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获得2020年度专利导航支持经
费20万元。

滨州获今年首批省级

知识产权资金113 . 8万元

□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伟伟 政雷 明义

夜晚降临，华灯初上，观夜景、逛夜
市、品味“烟火气”，是不少市民消夏的首
选。随着近期“夜市经济”在全国各地的持
续升温，夜经济俨然已经成为提升城市活
力、拉动消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近日，滨州市印发《滨州市加快发展城
市夜经济实施方案》和《滨州市主城区夜经
济和假日经济工作方案》，旨在丰富夜间经
济和消费模式，繁荣发展夜经济和假日经
济，打造滨州消费新地标。

夜宵、夜玩、夜购

重聚城市“烟火气”

城市夜幕下，蕴藏着一处处热闹非凡的
“夜间市场”，贵苑大酒店北边广场就是其
中一处。6月12日晚，滨城区文化和旅游局联
合辖区内贵苑大酒店推出的“夜品滨城”之
清凉一夏“美食广场”活动启动，广场内，

美食飘香，人头攒动，民俗歌曲、数板小
品、吕剧等一系列富有“滨州味道”的文艺
演出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夏日傍晚，来自四川乐山的老吴和老乡
漫步在南杨夜市，手中提着刚买的樱桃。老
吴和老乡就在南杨夜市旁边的工地打工，随
着南杨夜市开放，每天晚饭后来这儿逛逛成
了老吴和老乡们夜晚的“休闲项目”。“商
品比原来多了很多，也挺便宜。”走在夜市
上，老吴惬意地说。

在几条街外的大学城夜市，各色小吃店
生意红火，人们流连在各家美食店、服装
店、饰品店，感受着浓浓的市井气息；彩虹
湖畔的烧烤城，烧烤师傅忙碌地烤串，顾客
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喝着啤酒吃着烤
串，旁边刨冰、酸奶、水果拼盘的叫卖声此
起彼伏，偶尔穿插着歌手卖唱的歌声，久违的

“烟火气”又回来了。

突出特色化、品牌化

打造全域夜间经济产业链

对于很多人而言，一听到“夜经济”三
个字，首先想到的就是夏夜街头的大排档、
烧烤摊、刨冰店，然而，发展夜经济，就只
能是大范围地布局地摊吗？答案当然是否定
的！“夜经济、假日经济不是地摊经济，发
展夜经济、假日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
包括气候条件、生活习惯、营商环境、交通
条件、经济水平、吃住游玩等因素，地摊经
济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滨州市
城市管理局局长铁金福介绍说。

滨州市将立足最大限度地满足市民和游
客夜间消费需求，突出全域夜间经济产业
链和发展环境的完善，重点围绕“商业街
（步行街）和夜间消费区（夜店）培育打
造、高端商业综合体建设引进”，在全市
各商业中心区、旅游景区、历史文化街区
和文体娱乐功能区等重点区域打造夜经济
集聚区，力争年底前，在全市建设形成10条
以上省、市级特色商业街（步行街）、20个
以上夜间消费区（夜店）、30个以上大型高
端商业综合体，促进消费升级，打造特色
化、品牌化“滨州夜经济”地标。

同时，以全省“2 0 2 0惠享山东消费促

进季”和“第四届山东文化和旅游惠民
消费季”活动为载体，在全市组织开展
夜间消费专项活动。组织举办美食狂欢
节 活 动 ， 融 “ 吃 、 喝 、 玩 、 乐 、 游 、
购、娱”于一体，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
活；推动景区夜间开放，培育夜间文化
演 出 精 品 市 场 ， 在 全 市 打 造 至 少 3 个 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支持体育场
馆场所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组织
开展各类夜间体育赛事活动；充分利用
现有文化场馆及广场设施，开展市民喜
闻乐见的夜间文化演出、节日庆典演出
等；鼓励引导中心城区各大型商超、超
市、餐饮门店将营业时间延长至 2 2 : 0 0以
后，引导采取自然闭店、深夜经营等。

据了解，作为市辖区和全市夜经济、
假日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滨城区
将培育7条特色商业街区，打造5个夜经济集
聚区、4个文旅休闲消费区和3个地摊市场，
重点提升打造基础较好、群众认可度较高
的夜经济聚集区，促进夜经济、假日经济
发展。

打造特色化“夜经济”地标
滨州年内建成10条以上特色商业街、20个以上夜间消费区、30个以上大型高端商业综合体

群众吹哨、党员报到，党员吹哨、支部报到，滨州———

“支部+全科大网格”解决群众烦心事
2019年以来，滨州市聚焦社会治理网格“多网并立、多头管理、基层薄

弱、力量分散”等问题，以“网格体系全覆盖、社情民意全掌握、矛盾纠纷
全调处、为民服务全方位”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着力打造资源整合、多
网融合、智能聚合、服务联合的“全科大网格”社会治理品牌。“全科大网
格”实行以来，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据2019年满意
度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安全感满意率同比上升1 . 7个百分点、安全感满意度
同比提高2 . 35分。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崔振兴 报道
本报滨州讯 2019年，为落实国务院

“减证便民”行动，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滨州市成为首
批试点市之一。自去年6月试点工作开展以
来，全市各试点单位通过承诺的方式，减少

申请人提交各类证明材料近3 . 6万件次，试点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市人社局组织开展的注册设备监理师、
注册测绘师等12项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
试纳入试点后，考生在申请考试时，无须携
带学历证明、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等
材料进行现场资格审核，即可办理考试申

请。截至目前，市人社局采取告知承诺的方
式，共减少考生提交证明1 . 2万余件次，考试
报名工作全程网上办理。

博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将“公司（企业）设
立”事项中的“公司住所地证明”这一要件，采
取告知承诺方式办理后，减少提交此类证明
4682件次，让开办企业更加高效。

试点“减证便民”一年

减少各类证明材料近3 . 6万件次

麦收时节，邹平市明集镇窝村的2500多
亩小麦进入抢收阶段，村里的郝怀永、王纪
彬等17名种粮大户开始抢收抢种，全程机械

化收割和播种，收麦、入仓、播种同时进
行。

近年来，村里的种粮大户通过流转村里
全部的土地，成立了6家家庭农场，2家粮食
专业合作社，1家农机合作社，麦收期间投
入作业的收割、播种和运输机械有40多台。
在今年麦收季节，村里长途跋涉收麦的“麦

客”消失。
据悉，邹平市发放给858个农村的农机

手麦收跨区作业证从2018年的205张减少到
现在的十几张，“麦客”逐步消失。今年三
夏期间，邹平市上阵小麦联合收割机2600多
台、玉米播种机2000多台，机收率和机播率
预计均达99%以上。

“麦客”跨区作业少了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董乃德 报道

□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山东省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

业建设培育入库名单公布。滨州市10家企业入选，分别
为：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魏桥集团有限公司、香驰控股有限公司、山东
开泰集团有限公司、华纺股份有限公司、滨化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愉悦家纺有限公司、山东滨州城建集团公
司、滨州双峰石墨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指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的企业，在职业院校、高等学校办学和深化改革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具有
较强带动引领示范效应。列入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
建设培育入库名单的企业，要在3个月内制定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三年规划并向社会公布，并报所在市发
展改革委汇总后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

10家企业入选山东首批

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

入库名单

□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孙佃潇
张爽 阮琛琛

近年来，滨州大力实施海洋
强市战略，2019年实现海洋生产
总值294 . 72亿元，14个主要海洋产
业增加值205 . 76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7 . 9%和11 . 1%，渔民家庭人均
纯收入达到2 . 3万元。

今年是整体推进海洋强市建
设的关键之年，滨州市将做好“港
口、产业、生态”三篇大文章，加快
海洋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建设，推动海洋强市建设取得新
的突破性进展，力争实现海洋生
产总值380亿元，同比增长11%。

“港为城用，城以港兴”。作为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
共同规划建设的重要港口之一，
2015年滨州港正式通航，这就如
一把“钥匙”打开了滨州的北大
门。据滨州港青港国际码头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曲会军介绍，目前，
滨州港已经建成了东、西两条防
波堤，17公里集疏运通道和3万吨
级航道；建成投入运营2个3万吨
级的散杂货码头、2个3万吨级的
液体化码头。散杂货泊位自2015
年运营以来已突破2000万吨。同
时，6#7#泊位工程、9#泊位后方
陆域形成工程、管廊支架（一期）
工程等项目正在推进中。

北纬37度，滨州北海新区的
高浓度海水盐田中有一种独特的
美味——— 盐田虾，它是滨州向海
图强，在海洋中深挖出的“蓝色宝
藏”。

随着近几年互联网技术的不
断发展，“互联网+水产养殖”的
营销方式应运而生。2019年6月，
公司开发建设的渤海水产大宗商
品交易平台正式上线，“目前，我
们公司的所有商品都通过这个平
台进行交易，一天的交易额可达
300万元左右。”

据了解，目前滨州市每年繁
育优质对虾苗种320亿尾，养殖总产量11万吨，成为全
省最大的对虾苗种繁育和生产基地；认定省级海洋工
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3处，申报省级海洋特色产业园区
2处，获批省级海洋牧场1处。

一排排的光伏发电设备整齐地排列在友发水产的
养殖基地上，科技感十足，不时有海鸟落在上面，给一
望无际的海面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与无棣
中电建新能源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新型能源渔光互补
项目，在水面上方架设光伏组件发电，利用水体进行水
产养殖，形成‘上发电，下养鱼’的养殖模式，实现了一
水多用，增加了企业经济效益。”山东省友发水产有限
公司光伏发电项目值长李长伟向记者介绍。渔光互补
项目极大地提高了对原有水面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目前，鲁北集团在初级卤区建成15万亩粗养和10
万平方米工厂化养殖，进行鱼、虾、蟹、贝、藻的科学养
殖；建成3000吨溴素装置，2021年生产量将达5000吨；同
时，利用盐田废渣盐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生产，以及利
用饱和卤水进行氯碱的生产；还以溴素为龙头，成功开
发了高附加值的溴系染颜料中间体、溴系阻燃剂、溴系
医药中间体等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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