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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了
解更多相关内容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赵 峰

9月18日，枣庄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现场会在峄城区召开，与会人员对“榴乡诉
递”等创新经验模式给予好评。

峄城因为石榴而闻名天下，号称“榴
乡”。枣庄市委副书记、峄城区委书记于玉表
示，“榴乡诉递”平台的成功运行，有效破解
了困扰基层多年的群众民生诉求、基层执法和
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疏通了社会治理的“神
经末梢”，用优质的服务架起党和人民群众之
间的连心桥，让当地干部找到了做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的“总抓手”，这也是巩固党在基层执
政基础的有益探索。

目前，“榴乡诉递”手机App已覆盖区、
镇、村三级用户，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已达14
万人，受理各类诉求12917件，办结12017件，
群众对办结诉求满意度达到了96%。“你有诉
求，‘榴’给我办”已深入人心，职能部门工
作积极性、协同性被极大激发，群众和企业满
意度大幅提升。

建设“一平台”铺设“一张网”

为破解长期以来“民有所呼，谁来回应”
的民生难题、“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
不见”的执法难题，以及“向谁求助，谁来服
务”的发展难题等，去年5月，峄城区建立了
“榴乡诉递”综合服务平台，全力打造“榴乡

诉递”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据了解，“榴乡诉递”综合治理平台就是

通过系统软件、微信公众号、App等将全区
“民生、执法、发展”三个方面的诉求收集起
来，交由综合服务平台统一研判分流、跟踪督
办、评价反馈、考核问责，实现“一个门进，
一个门出”，形成一套科学化、智能化、专业
化、闭环化的诉求受理机制。

点开“榴乡诉递”公众号平台可以看到，
平台共设置三个板块：榴乡诉递、基层治理、
峄城之窗。榴乡诉递板块又分为民生诉求、执
法诉求、发展诉求三个子板块。一旦遇到问
题，只要提交诉求到综合平台，就会有人来
问、有人来办，并且通过手机App可以实时查
看进程，并对处理结果进行评价。一条条群众
反映的问题，编号、事件内容、当事人姓名及
电话等一目了然，从路灯不亮到垃圾箱未及时
清理，件件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家住峨山镇峨山街附近的村民程先生发现
街道附近一大排档把煤炭渣、剩菜水倾倒在路
边下水道，不仅异味大，下雨时还可能造成淤
堵、积水。他通过“榴乡诉递”微信公众号提
交了“民生诉求”。工作人员接到信息后，通
过指挥中心分配给峨山镇政府。第二天，峨山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到达现场对大排档业主下达
整改通知并清理垃圾，同时还配有现场执法及
清理的照片进行佐证。“没想到在平台上反映
的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就冲着这个速度，我
也要给他们一个‘满意’！”程先生说。

当地群众反映，过去他们有事跑来跑去难

解决，现在党员干部主动上门，这个平台实在
太管用了。据“榴乡诉递”基层社会治理指挥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榴乡诉递”微信公众号
开通部门、企业以及镇街、村居账号8600余
个、网格通账号438个，实现了下情直通、及
时调度，全程监测、全程留痕。目前，“榴乡
诉递”综合指挥中心每天接受各类诉求达100
多件。

变“单一执法”为“联合执法”

古邵镇内存在非法肉鸭养殖，占用农田，
随意排污，群众意见很大。古邵镇上报了关于
非法肉鸭养殖场拆除的执法诉求。第二天上
午，由市生态环境局峄城分局牵头，区城乡水
务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畜牧业发展服务
中心、区自然资源局在古邵镇召开执法诉求工
作分解部署会，并于当日下午到现场处理。目
前，该镇境内所有非法养鸭场已全部拆除完
毕。

长期以来，基层治理领域面临“执法
难”，单个部门往往无法处理，需要联合执法
或其他部门支持配合。在峄城区“榴乡诉递”
平台，以镇街或部门为主体，向基层社会治理
指挥中心提出申请，由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向牵
头执法单位发出执法通知，相关部门在规定时
限内“报到”，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实现临时
性联合执法向“清单式”联合执法转变。

为保障“榴乡诉递”平台高效运转，峄城
区成立了由镇长任主任的综合执法办公室，推

动综合执法、公安、交通、应急管理、市场监
管、自然资源等140余人，作为执法力量下沉
常驻镇（街）执法。

为倒逼部门完成“诉求”，峄城区采用了
多种考核评定方式：对指挥中心分流的“诉
求”，办理结果一次验收不通过，重新办理；
连续两次不通过，区纪委监委、组织部门介入
处理，对落实不力、推诿扯皮的，严肃问责，
并赋予镇街对区直部门60%的考核比重，确保
镇街敢吹哨、吹响哨。同时，将“诉求”办结
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考
核评价的重要指标。

网格员架起服务群众桥梁

为了搜集、了解群众诉求，通过“榴乡诉递”
反映诉求，落实解决诉求，峄城区还建立起覆盖
全区每一个村庄的网格员队伍。全区430余个网
格员走村入户，了解群众诉求，帮助群众解决诉
求，架起了服务群众的“桥梁”。

今年2月份，正值疫情高发时期，坛山街
道兴国社区居民在“榴乡诉递”平台发出了这
样一条诉求：“在当前疫情高发期，街道虽然
安排专人对小区进行无死角消毒，可是小区内
污水管路毁坏已经两个多月，现在污水横流，
味道刺鼻，群众担心会加重疫情的传播，请尽
快解决。”网格员刘美接到平台分配的任务
后，立即行动，通过近10天的走访调研，对邻
里纠纷耐心调解，后与住户商议出一个合理的
解决方案并挨家挨户告知住户。

枣庄市峄城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榴乡诉递”办结群众诉求12017件

□ 本报记者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徐琦 孙德栋

居民小区是党委、政府联系和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物业服务管理水平直接影响
到生活环境、居民的幸福指数。随着城市建设
的快速推进，物业公司进驻居民小区，成为服
务居民的重要力量。9月17日，记者在滕州市
采访时了解到，今年以来，滕州市坚持党建引
领，打造“红色物业”，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获得群众的认可和点
赞。

物业企业有了党支部

走进滕州沈岳佳园小区，干净整洁的环
境、错落有致的绿化带显示出优良的居住品
质。

“如今的沈岳佳园一片祥和，但在居民刚
入住时，这还是个矛盾重重的问题小区。”滕
州嘉庆阳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元介
绍，沈岳佳园是沈庄居、岳庄居的回迁安置
区，居民对物业管理、服务收费不理解不接
受。“居民直接找到物业公司，说不需要物业
服务，进出大门有人守着就行，收钱的话一
毛、两毛掏得出来，多了就不交。”郭元说。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采用‘两步走’解
决，一是联合居‘两委’成员召开议事会，引

导居内党员亮身份、作表率；二是提供四星级
物业服务，只按三星级物业服务标准收费，使
居民在享受服务中认可和接受物业管理。”郭
元说。今年小区物业费缴纳率达到了100%。

说起物业服务，居民打开了话匣子。家住
沈岳佳园5号楼2单元的甘慧霞告诉记者，就拿
物业每月固定举行的“党员便民活动日”来
说，物业的党员员工带头，将家里的缝纫机、
工具箱搬来，为居民免费缝补衣物、维修小家
电、理发。“上个月，3位工作人员为居民磨
剪子，不停地忙碌了一整天。”甘慧霞感动地
说。

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满满的责任心。6
月2日，嘉庆阳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公司
党支部，下辖18个住宅小区都成立了党小组。
“‘党建+物业’提升了我们服务居民的责任
感，更让物业公司和居民关系愈加紧密和
谐。”郭元感触良多。目前，滕州市组建起物
业企业党支部15个、项目党小组80个、选派党
建指导员121名，全市403个小区实现应建尽
建。

矛盾问题化解在一线

小区大事小情，物业能办的物业办，物业
办不了的怎么办？记者走访时了解到，由于社
区党组织、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居民群众
之间互相不隶属，易造成“管理错位、服务缺

位”的问题。
对此，滕州市将“吹哨报到”机制向物业

小区延伸，建立“业主吹哨、物业报到”“物
业吹哨、社区报到”“社区吹哨、街道报到”
工作机制，将物业解决不了的问题推送到街道
层面，创新建立网格派单、物业接单、群众评
单、支部回访的“三单一访”物业管理制度。
针对棘手的难题，建立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
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两代表、
一委员”等辖区治理力量共同参加的“五位一
体”工作机制。

金河湾B区去年交房后，就有业主陆续找
小区物业反映：小区规划没有设计雨棚，给日
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希望新建3个雨棚。金
河湾物业公司多次找到地产开发商协调，但要
改变最初建设规划很难。

由于群众反映强烈，物业公司将问题反映
给所属荆东社区居委会，居委会又将问题即时
上报给龙泉街道。最终，龙泉街道牵头召集物
业公司、地产开发商、社区居委会、市住建部
门召开联席会议，从广大居民的切身利益出
发，解决了雨棚建设问题。8月初，造价上百
万元的3个雨棚全部完工。

正是有了街道、社区、部门及社会组织等
各类治理主体的有序参与，解决了许多物业管
不了、管不好的关键问题，今年以来，滕州市
累计解决乱搭乱建、噪音扰民、油烟污染等治
理难题860余件，物业投诉率同比下降26%。

“红色管家”服务品牌生辉

9月21日，人和天地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冯
庆利提着两大袋垃圾从10号楼冯生德（化名）
家走出来，“我隔三岔五就去给老人家收拾一
下房间，帮着倒倒垃圾。”冯生德和老伴都80
多岁了，3年前的一场意外，让他的儿子儿媳
双双撒手人寰，留下了尚未成年的孙子、孙
女。

冯庆利是小区1号楼、9号楼和10号楼的楼
宇管家，本来她的工作就是每天在楼层巡视，
检查卫生、设施设备，见到业主打个招呼，彼
此交流仅限于业主反映的问题。改变始于今年
3月底，工作勤恳细致的冯庆利被评为“城市
网格员”，这个称号让她有了沉甸甸的责任。

“网格员是化解社会矛盾，服务社区居民
的群体。除了做好物业本职工作，还要关心呵
护居民。”冯庆利说，“以冯生德的家庭为
例，政府只要有照顾困难家庭的政策福利，我
就会帮冯生德争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们。”

在滕州，有230名像冯庆利一样的楼宇管
家编入网格员队伍，融入城市基层治理，积极
参与环境整治、综治维稳、垃圾分类、医养健
康、扶危济困等工作。先后有3家物业企业获
评省级文明标兵企业，7人获评省物业服务明
星，“红色管家”服务品牌熠熠生辉。

滕州组建15个物业企业党支部

“红色物业”让矛盾不打结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张维国

“现在看病还难吗？该报销的报了吗？”
“现在看病报销方便多了，多亏了上级重

视，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报销还快！党的政
策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了。”9月
11日，家住枣庄市山亭区店子镇的秦敬和躺在
病床上激动地向民情调查员说。

秦敬和已经卧床十多年了，早年因家里
穷，小病未及时救治，落下了半身不遂。

据了解，山亭区医保局针对该区多为山区
地形、村居分布较为分散，偏远镇距离城区三
四十公里，村级缺少医保服务终端，基层群众
对医保政策知晓不全面，导致群众办理异地转
诊、慢性病证、手工报销等医保业务很不方便
等困难，研究决定在全区开展医保服务下沉到
镇村工作，切实解决农民医保报销难题。

制定统一标准，开通门诊报销业务。实行
网络必须兼容畅通、基药库必须齐全建立、基药
必须规范使用、门诊必须及时报销、监管必须配
合到位“五个必须”要求，对全区村居卫生室进
行集中整治提升，规范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用
药、报销行为。目前，全区实行授牌管理的367个
医保报销定点村级卫生室，门诊报销业务均正
常开展，村卫生室基药库品种达80种以上，涵盖
了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常见病用药，基本满足
了群众日常就医需求，实现了小病不出村目
标。仅六七两个月，全区镇村门诊报销41526
人次，为群众节省资金215 . 3万元。

医保下沉，打通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建
立了“四个一”（区级一个报销平台、镇街一个管
理机构、便民中心一个服务窗口、村居一名医保
专干）服务机制，将7个医保服务事项办理权限
下放到镇街。机构下沉到镇街。在镇街卫生院医
保服务的基础上，在10处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增

设“医保专岗”，配足人员、配齐设备，实现医保
基金征缴、医疗报销、大病救助等“一站式”服
务。人员下沉到村居。每个行政村分别明确1名
专兼职“医保专干”，目前全区275个行政村均已
明确了医保专干，实行挂牌服务，为村民协办、

帮办、代办医保业务，实现医保服务进村入户，
切实保障群众利益。

服务关口前置到户到人。依托村居“医保
专干”，做好医保政策宣讲、医保费用征缴、
医疗纠纷化解、特殊人员即时纳入等工作，配

合镇医保办做好慢性病、医疗救助等申报材料
的初审、报送等，特别是帮助五保户、残疾
人、鳏寡孤独、常年卧病在床等特殊群体代办
报销业务。同时，监管村卫生室门诊报销，最
大限度地让群众少跑腿。

医保服务下沉化解农民报销难

□张环泽 吉喆
赵峰 报道

9月19日，枣庄
市峄城区石榴园里的
果农在采摘石榴。金
秋时节，素有“中国
石榴之乡”美誉的峄
城区18万亩石榴园迎
来收获期，大青皮、
大红袍、冰糖籽等50
多个石榴品种酸甜可
口，各具风味。挂满
枝头的红石榴欢庆中
国农民丰收节的到
来。

□张环泽 李伟 陈华 报道
“请大家记住，使用灭火器时分三步……”9

月8日下午，枣庄市薛城区消防大队宣传员朱思俊
在邹坞镇庄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给40余名群众宣
讲消防安全知识。

为提高辖区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邹坞镇邀请
薛城区消防大队宣传员入村开展了《防火安全责任
重于泰山》专题宣讲活动，对消防基础知识、初起
火灾的扑救、火灾预防、报警以及自救与逃生等相
关内容进行了宣传普及。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王雷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在枣庄市薛城区常庄街道的健袖

农业示范园内，6栋现代化生态养殖鸡舍整齐划
一。企业斥资400余万元引进了两套世界领先的德
国大荷兰人自动化先进喂养设备，让蛋鸡拥有了一
个“六星级”的家。

自动化喂养设备可以通过智能环境控制系统进
行温度、湿度调节和废物处理等工作，实现自动供
料、供水和鸡蛋收集。一栋产蛋舍只需一名员工，就
可以管理5万只母鸡，同时鸡舍还开创性地采用了高
压空气清理粪便、饲料残渣的技术，能够即时清洁，
不产生污水和不良气味，让鸡舍环境更优良。

近年来，健袖农业示范园采用现代化生态养殖
蛋鸡方式，通过益生菌将鸡粪发酵做成生态有机肥，
同时利用生态有机肥改良周边土壤，逐步增加规模
化玉米、大豆种植比重，以此作为蛋鸡饲料，充分实
现种养结合。他们还广泛利用互联网技术、物联网系
统及现代农业科技，建立消费大数据。下一步，该企
业还将通过现代工业技术提取鸡蛋中的蛋黄素、卵
磷脂、生物蛋白等，相关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销
售收入可达12亿元，安置就业人员400余人。

“智慧农业”

引领转型升级

□张环泽 刘清利 李颖 报道
本报滕州讯 9月15日，滕州市第一家司法鉴

定所在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
据介绍，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于

2019年经省司法厅核准登记成立。司法鉴定所依托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平台，按
照司法部门相关规定要求，面向公、检、法和社会企
事业单位及个人，开展司法鉴定业务。司法鉴定所现
拥有专、兼职司法鉴定人18人，其中高级职称6人，中
级职称11人，同时聘请了国内知名专家为中心的鉴
定顾问，为中心的司法鉴定工作提供指导。

目前该所开展的鉴定业务为法医临床鉴定（损
伤程度及相关事项鉴定、伤残程度及相关事项鉴
定），同时，他们正在筹备申报法医病理学、法医
物证学亲子鉴定项目、法医毒物分析酒精浓度测定
等鉴定项目。

滕州可以作

司法鉴定啦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李自发 报道
本报枣庄讯 如今，每当夜幕降临，在枣庄市薛

城区新城街道来泉庄、大吕巷、高楼、小吕巷等村庄
的文化大院里和百姓大舞台上，便聚满了前来健身
休闲的男女老少。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有说有笑地来
到这里，伴着优美的乐曲，或跳舞、或跳绳、或玩耍、
或拉呱……一派和谐新景象。

这仅是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休闲、健身活动的生
动缩影。近年来，新城街道把文体阵地建设作为文化
惠民的重要举措，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
性原则，不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街道27个
村居全部建设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文化大院、健
身活动广场、百姓大舞台等，实现了村居文化阵地全
覆盖，满足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和文明健康教育需要。

随着一个个高标准活动阵地的建成和投入使
用，新城街道创新方式、丰富内容，致力打造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化惠民活动，让越来越
多的群众唱起来、跳起来、舞起来、乐起来。百姓在家
门口享受文化娱乐乐趣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百姓开
始选择时尚健康的生活方式，纷纷参与到文化体育
活动中来，锻炼身体，愉悦心情，收获浓浓的幸福感，
塑造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的场面。各村家长里短的
事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更融洽了。

以推进移风易俗为重点，新城街道创新宣传载
体，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文化大院、健身
活动广场、百姓大舞台等周围墙体绘制“文化墙”，根
据各村不同特点，把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法治文化、农村环境治理、乡风民俗以及村规民约等
内容制作成一幅幅鲜活的图画和文字，构筑了一个
个文化长廊，用文化力量浸润着百姓心灵，用健康向
上的道德风尚来引领人心向善、民风淳美，尊老爱
幼、婆媳和睦、邻里融洽渐成乡村新图景。

“小阵地”搭起

百姓文化“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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