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通讯员 徐琦 孙德栋 甘甜
本 报 记 者 张环泽

“自从村里建了文明实践站，每个月都有
各种服务活动，俺们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
了。”11月2日，滕州市洪绪镇团结村村民对记
者说。当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面向
村民开展了科普宣传活动。

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行“群众点单—
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的服务模式，每月至
少面向村民开展一次文明宣讲、法治、风尚、
环保、帮扶、演艺、礼教、健身或科普的志愿
服务，通过喜闻乐见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进一步推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
建设持续发力。

团结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建设，是滕州
市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该市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作
为构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阵地的
龙头工程，作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精益求精建阵地，
围绕中心抓实践，取得显著成效。

三级联动

推动任务落实

滕州市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纳入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的重要内容，稳步推进市、镇、村三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一把手”工程：市委书记担
任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文明实践中心主任、志愿服务总队队长，带头
研究部署任务，带头开展走访慰问、疫情防
控、脱贫攻坚等文明实践志愿活动，为全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作出示范引领；各镇（街）
党委书记担任分中心主任、志愿服务支队队
长，统筹推进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和
文明实践活动常态化；各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担任实践站站长、村级志愿服务队队长，结
合群众实际需要，运用本地资源优势开展形式
多样的志愿活动，形成了“书记抓、抓书
记”、三级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有效推动了

各项任务的落实。

“五有”标准

夯实实践阵地

按照“有阵地、有计划、有队伍、有实
践、有成效”的标准，严格对标《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指导标准》要求，不断提升各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水平。改造提升了市
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硬件设施，将龙泉文化
广场“一塔六馆”、图书馆、滕州剧院、奥体
中心、青少年宫等场馆作为市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分中心，纳入统一指挥调度，进一步丰富了
中心功能。整合利用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便民
服务中心、孔子学堂、农家书屋、乡村记忆馆
等各类场馆，积极打造镇（街）、村（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实现群众在哪里，文明
实践就延伸到哪里。每月汇总全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计划，通过“文明滕州”微信公众
号、各镇（街）公众号对外发布，吸引群众积
极参与。

按照“1+N”的构架模式，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总队基础上，成立党员、青年、巾
帼等12个特色服务支队，各镇（街）分别成立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支队，下设N个镇（街）志愿
服务小队和村（社区）级志愿服务队，构建了
层次清晰、多元一体的志愿服务体系。目前，
全市已建成镇（街）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所）21个、文明实践站1224个，实现了镇
（街）、村（社区）文明实践阵地全覆盖和活
动开展常态化。

七大平台

凸显活动特色

由相关部门单位牵头，积极整合各方资
源，精心打造了理论宣讲、教育、文化、科技
与科普、健身体育、法律法规、卫生健康等七
大服务平台，有效满足了群众多样化需求。建
立“统筹+个性”双向选择机制，由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负责统筹、组织各平台工作，打造适
用、管用、实用的文明实践菜单。建立“线上+
线下”双线运行机制，设置触屏一体机，研发
了微信端和云平台，实现各大群众服务平台集
中“送餐”和群众通过微信端“点餐”相结合。建
立“宣讲+服务”双轮驱动机制，在组织干部群
众接受教育培训的同时，深入田间地头、企业
园区等一线，面对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建立“普遍+定向”双层推进机制，在开展
普遍活动和服务的基础上，针对群众特殊需求
推出定向服务，深受群众欢迎。今年以来，先
后组织了抗疫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中国梦·新
时代·话小康”百姓宣讲、文明交通志愿服务、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志愿服务活动、《民法典》
专题讲座、应急献血、“暖冬行动”、非遗大
戏迎新春等大型文明实践活动20余场。

滕州实现镇（街）村（社区）文明实践阵地全覆盖

新时代文明实践让群众“点餐”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近日，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

司将一面写着“热情周到服务 助推企业发
展”的锦旗送到枣庄市发改委，由衷感谢枣庄
市发改委“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帮助该企
业新上的3000吨/日OMB新型粉煤气化技术研发
工业示范项目顺利争取到省级收储煤炭替代指
标，解决了煤耗制约的难题。这是枣庄市发改
委积极作为主动服务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想干事，主动登门拜访听需求。高端化工
作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打造的“十强”产
业之一，在枣庄市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是枣庄市近年来重点发展的两大千亿级产业板
块之一。兖矿鲁南化工作为枣庄市高端化工的
代表企业，一直以来就是市发改委的联系点、
帮包点。今年上半年，市发改委在赴鲁南化工
调研“十四五”发展规划时，了解到企业将在
“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气化技术升级及配套
新材料项目，摆脱传统煤化工产品结构单一的
局面，打造国内一流的高端化工示范园区。该
项目一期工程为3000吨/日OMB新型粉煤气化技
术研发工业示范项目，总投资25 . 33亿元，以山
东本地低价煤炭为原料，采用国内外先进的对
置式多喷嘴干煤粉气化技术，新上一台3000吨/
日投煤量的多喷嘴粉煤水冷壁气化炉及配套系
统。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5亿
元，利润2 . 1亿元。企业提出，该项目急需落实
150万吨左右的省级收储煤炭替代指标。

会干事，认真研究政策定方案。企业有所
需，政府有所应。在了解企业需求后，市发改
委第一时间对全市近年来关停、淘汰的煤炭消
费替代源做了全面梳理，并对照我省近年出台
的耗煤项目管理办法、能耗指标收储办法等文
件，帮助企业确定化解耗煤指标制约工作方
案，明确解决路径、方法步骤、时间节点、责
任人，让原本“山重水复”的局面一下变得
“柳暗花明”。

干成事，积极对上汇报解难题。方案好不
好，关键看落实。定下工作方案后，市发改委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多次赴省发改委汇报
沟通，争得省发改委理解支持。随后，省发改

委委托省科学院有关专家赴鲁南化工开展实地
调研，对企业申请省级能耗收储指标事项提出
具体指导意见。按照专家指导意见要求，市发
改委会同企业认真修改申请报告，并第一时间

向省发改委提交。经第三方机构评审、省发改
委审查等程序，近日，省发改委下发通知，同
意鲁南化工通过申请途径取得省级收储煤炭替
代指标，解决了项目的煤耗制约难题。

枣庄市发改委积极作为主动服务获企业点赞

一项煤耗收储指标让项目柳暗花明

□ 本 报 记 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赵 峰

11月3日，记者从枣庄市峄城区委政法委了
解到，最近在省民调办的民生调查中，该区社会
治安调查成绩居枣庄市第一名，这是全区全力打
造“峄调即和”多元化解品牌结出的硕果。

2019年以来，全区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1543件，调解满意率达到94 . 7%，避免民转刑案
件11起。全区5年以上信访积案化解率为100%。

去年，峄城区借助“榴乡诉递”和“雪亮
工程”，搭建“峄调即和”平台，优化升级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信息系统，开通三级账号352
个，实现网上受理、流转等多项功能。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通过线上平台和视频远程调解，
有效化解矛盾纠纷37件。

同时，搭建线下平台，集成服务。纵向
上，区级整合综治、司法、信访等方面力量，
设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镇（街）、村
（居）依托“一委两中心”，建立各类调解组
织339个。横向上，建立调解组织14个，建立以
国家级优秀调解员命名的专家调解室3个，“两
代表一委员”等品牌调解室6个，构建起区域统

筹、行业融合、多方协作的工作格局。
畅通网络通道，防止矛盾积聚。创新实施

“榴乡诉递”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试运行以
来，各类诉求办结满意率达98 . 5%。在“榴乡诉
递”微信公众号内开设《峄调即和》栏目，一
般的矛盾纠纷由镇（街）调节，复杂的矛盾纠
纷由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分析研判分流化
解。整合网格员、调解员等力量，对潜在的风
险点及时掌握、跟进解决。突出精准预防，对
苗头性隐患开展滚动排查，确保第一时间源头
防控。在区市民中心和公共法律服务大厅设立
专门窗口，为矛盾纠纷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2019年以来，共办结各类法律援助案件480件，
为当事人避免和挽回损失800余万元。在全区332
个行政村（居）设立便民法律服务点，“一村
居一法律顾问”配备到位，打通法律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发挥“峄调即和”优势，主攻矛盾纠纷重
点领域。推动访调对接，实现初信初访就地化
解。区、镇（街）设立“访调对接”中心、调
解工作室，整合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队伍参与进
来。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的信访矛盾
纠纷，信访部门填写“访调对接”移送单及人

民调解申请书，书面移交镇（街）或区直部门“访
调对接”办公室，依法进行信访事项调解；推动公
调对接，防止矛盾激化升级。建立三级公调对接
机制，出台公调对接工作规范，选派专兼职调解
员一体化对接，组建调解队伍。2017年以来，
累计受理纠纷1623件，调解成功1272起，调解成
功率达到78%，防止“民转刑”案件330余起。
推动诉调对接，有效控制诉讼增量。邀请22名
专兼职调解员常驻法院和法庭。完善诉前导诉
分流机制，建立和解中心，有效办理诉前委
派、诉中委托案件120件，调解成功30件，调解
成功率为25%。设立两个速裁团队，按照“1+1+
N+1”的办案模式，实现调解和速裁的有机结
合。今年以来，共办理速裁案件160余件，占峄
城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的近30%。

健全机制，确保矛盾纠纷长效化解。实行矛
盾纠纷“红黄蓝三色预警”。对容易激化升级的矛
盾纠纷，作出“红色”预警通报，由县级领导包案
化解。对可能引发治安案件的矛盾纠纷，作出“黄
色”预警，由属地镇（街）、部门主要领导包案化
解。对经调处可以及时化解的矛盾纠纷，作出“蓝
色”预警，由属地包案化解。截至目前，共发出预
警通报12起，全部得到妥善化解。

推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
联动。建立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衔接机制，
行政机关普遍建立人民调解组织，及时将矛盾
纠纷化解在激化前。建立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
的衔接机制，实现程序、制度和司法救济的有
机衔接。建立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机
制，行政机关坚持把调解作为前置措施，及时
依法依规调解。

区委政法委牵头成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领
导小组，健全落实联席会议、情况通报等各项
制度，明确成员单位职责。推行矛盾纠纷首调
负责制，对属于本单位、本部门、本领域调处
的矛盾纠纷，由最先受理部门进行调解；对跨
部门的矛盾纠纷，整合力量，联动解决。

将调解经费和补贴列入财政预算。区财政
每年列支预算80万元用于村级专职调解员工资
补贴，30万元用于个案奖补。对重大复杂矛盾
纠纷每件补助 5 0 0至 1 5 0 0元，实行“一案一
补”。去年以来，全区累计发放个案奖补12万
余元。同时，把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开展情况作
为考核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和党政主要领导的
重要内容，并将其纳入平安建设考核范围，确
保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取得实效。

“峄调即和”塑造祥和峄城
社会治安调查成绩位居枣庄市第一名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杨娜莎 满阳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我在扶贫车间干活，每

月能挣一千五六百元，不出远门就能照顾家
人，干起活来也更安心。”11月2日，枣庄
市山亭区北庄镇务后村贫困户马传芳边剪线
头边对记者说。加工扶贫车间只是山亭区18
个产业扶贫项目中的一项。

在产业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山亭区推
行“扶贫项目带两端、贫困群众干中间”的
扶贫模式，让贫困户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实
现了全产业链扶贫。通过提供种苗、流转土
地、保护价收购、就业务工、资产租赁等方
式，让“嵌入式”扶贫嵌入得更深，让贫困
群众分享产业发展各环节的红利，多渠道促
进贫困群众稳定增收。目前，全区18个产业
项目已全部完工并验收，产生收益460多万
元，带动10个镇（街）5301户12332名贫困人
口实现增收。

在城头镇周庄村，市人防办派驻周庄村
第一书记张志超通过考察调研，利用帮扶资
金15万元，扶持当地经济效益较好的万丰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了6个扶贫大棚。该
合作社每年上交村集体1 . 2万元为贫困户分
红。同时帮助本村6户贫困户在合作社就
业。贫困户陈五景在扶贫大棚内采摘白玉木
耳，日均工资70元。北庄镇高庄村的扶贫车
间免费为工人及其上学的子女提供午餐，免
费为工人子女提供作业辅导，免费提供技术
培训服务，真正使周边群众实现了挣钱、顾
家“两不误”。

山亭区产业扶贫

惠及万余贫困群众

□通讯员 王亚楠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10月13日，枣庄市市中区
委老干部局组织开展“送鞋垫进军营”活
动。“鞋垫妈妈”——— 离休干部蔡敏义将亲
手缝制的200双鞋垫送给武警枣庄支队的新
入伍战士。蔡敏义的拥军行动已坚持15年，
累计为部队官兵赠送鞋垫近5000双。

一双双手工缝制的纯棉鞋垫述说着蔡敏
义的拥军故事。出于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无限
热爱，每年建军节前夕，蔡敏义都会通过邮
寄、转送等方式，把亲手缝制的鞋垫交到部
队官兵手中，最远送达西藏、新疆等地。15
年来，她的拥军鞋垫让近5000名官兵感受到
了母亲的温暖，因此她被子弟兵们亲切地称
为“鞋垫妈妈”。

共产党员的信念深深刻在蔡敏义的心
上。1954年12月入党的她，始终不忘初心，
时刻牵挂着弱势群体。每当遇到民政部门组
织的救助、捐款活动，她都积极响应。2010
年，她被评为首届枣庄市“十佳兵妈妈”；
2016年荣立枣庄市委、市政府“创建国家双
拥模范城”三等功；2019年，被省委组织部
评为省级“发现榜样”优秀党员先进个人。

“鞋垫妈妈”

15年不辍拥军情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枣庄市中区齐村镇杨岭村

发展笤帚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据统计，
该村每年扎制笤帚50万把，销售收入300余
万元，平均每名社员增收6000元以上。

杨岭村扎制笤帚有200余年的历史，系
纯手工制作，笤帚加工要经过划篾、翻晒、
捆扎、选料、编扎、切割、梳理、打件等10
余道工序，成品外形美观、经久耐用，深受
周边消费者的喜爱。为了保留这门传统手工
技艺，杨岭村将笤帚制作工艺申报为市中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册了“杨家岭”笤帚品
牌，成立了笤帚产销专业合作社，先后赴泰
安和济宁等地考察，解决原料来源以及销路
问题。目前该社入社会员70余人，其中贫困
户10余户。熟练的社员一天可扎制七八十把
笤帚，日收入100多元。

小笤帚带动

贫困户脱贫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李伟 报道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着力构建“一村一

景一主题 有品有韵有特色”“宜居邹
坞”。图为邹坞镇刘庄村一角。

滕州稳步推进市、镇、村三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一把手”工程，市委
书记担任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领导小组组长、文明实践中心主任、
志愿服务总队队长，各镇（街）党委
书记担任分中心主任、志愿服务支队
队长，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
实践站站长、村级志愿服务队队长，
形成了“书记抓、抓书记”、三级协
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有效推动了各项
任务的落实。

□张环泽 李宗宪
陈永 报道

11月1日，枣庄市
山亭区桑村镇青年志愿
者王延启(右一)与人口
普查员王延祥(左一)一
起在该镇苗旺村村民家
中进行人口普查登记。

当日，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进入正式登记
阶段。枣庄市山亭区众
多青年志愿者义务帮助
普查人员开展宣传和常
住人口登记等工作，确
保第七次人口普查及时
准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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