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山亭区是枣庄
市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区，截至2020年初，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36426户83791人，占全市的
40 . 1%。其中：脱贫享受政策的10900户24918
人，占全市的26 . 9%；脱贫不享受政策的25526
户58873人，占全市的50 . 6%。今年以来，山亭
区扶贫下足“绣花功夫”，确保高质量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收官之战”。

据介绍，从区委、区政府到村，层层压实
责任。建立县级干部、区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包
村（居）制度，43名县级干部、86名区直部门
主要负责人，经常蹲点调研、现场办公，遍访
贫困户，发现并解决问题。各街镇党（工）委
书记、镇长每周至少2次到扶贫办、项目现场
办公。新充实帮扶责任人796人，调换村干部

帮扶户2361户，区、镇帮扶干部达4834名，结
对帮扶干部每两周至少开展1次结对帮扶工
作，全面排查整改问题。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等核心指
标，持续用力、持续提升，推动政策落实到位、兜
底保障有力。在教育保障方面，发放寄宿生生活
补助、助学金等各类补助资金1370 . 19万元，惠
及贫困户学生21301人次；构建控辍保学长效
机制，按照“三级劝返”要求，对排查出的疑
似辍学学生进行家访、劝返。

在住房保障方面，委托专业机构对所有贫
困户住房进行等级鉴定，并挂牌标注，实现建
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动态清零。

在医疗保障方面，实现贫困群众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保险全覆盖，对
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等4类慢
性病患者，实现应随尽访，为10771人办理了慢

性病症，贫困户家庭医生签约率达100%。
在饮水安全方面，投资1975万元实现省、

市定贫困村饮水安全全覆盖；逐户落实贫困户
户户通自来水政策。

在兜底保障方面，积极协调全区各级各部
门，确保贫困户政策落实“应享尽享”“应保
尽保”。截至目前，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兜
底保障总数达10846人。

通过“户户到”自查、小分队解剖、遍访
核查等形式，彻底排查整改问题，实现应兜尽
兜、应保尽保、应发尽发。据统计，今年以
来，投入2070万元实施院墙修缮、水泥地硬
化、门窗更换等到户帮扶项目，改善了贫困户
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家居环境。

11月9日，记者在水泉镇棠棣峪电商产业
示范基地看到，山楂、大枣等电商生意很火
爆。该基地以棠棣村为核心，以樱桃、山楂等

林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注入
扶贫资金35万元，建成1 . 1万平方米电商聚集
区，规划建成淘宝小木屋10间、集装箱式淘宝
屋12间，设置商务办公、商品展示等功能区，
引导群众发展电商产业。截至目前，该基地发
展网上商铺57家，从业人员400余人，去年网
上交易额突破1亿元，带动17个贫困户就近就
业实现脱贫。

山亭区注重产业扶贫，增强贫困户“造
血”功能。今年以来，全区整合各类资金6500
余万元，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特色种养等
项目，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8个，产生收益460
多万元，带动10处镇（街）的5301户12332名贫
困人员实现增收。用好项目收益资金，目前，
全区利用光伏项目收益设置扶贫专岗3334个，
累计发放工资867万余元，实现带动脱贫效益
最大化。

下足绣花功夫 注重产业扶贫
山亭区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王雷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近期以来，薛城区常庄街道根据

全区殡葬领域问题整治小组的要求，在全区率先启
动实施镇（街）级公益性公墓建设。

该街道将镇（街）级公益性公墓选址在金河山
公墓区内。金河山公墓是1997年经省民政厅批复成
立的经营性公墓，占地120亩。一期公益性公墓规
划建设280套，建设过程中，全部采取卧碑或树葬
的形式，墓穴开挖、墓穴安装和覆土回填压茬进
行，道路硬化、绿化栽植、配套设施同步开工，工
程争取到今年12月底全部完成。

该街道把公益性公墓建设资金管理列入重要议
事日程，对公墓发生的土地整理、公墓建设资金和
绿化资金支出等费用，进行详细预算，实时拨付。
对项目施工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
全程监督检查，保障公益性公墓建设有条不紊。

“公益性公墓建设是一项贴近民心的重要工
程，也是殡葬改革的关键一环。我们将以建设公益
性公墓为总抓手，进一步推进绿色殡葬，减轻辖区
群众负担，全面营造和谐文明的殡葬新风。”常庄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立波说。

常庄街道

建设公益性公墓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11月9日，枣庄市召开全市乡村振兴暨脱
贫攻坚工作现场推进会，观摩了各区（市）及
高新区7个项目。

这是一次乡村振兴成果的大检阅。枣庄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两年多来，农村发生了可喜的
变化。枣庄市委书记李峰认为：“一是农业生
产有了大发展，二是农村面貌有了大变样，三
是农民生活有了大改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枣庄统筹推
进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三区同
建”，全力推进“五个振兴”。

枣庄市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
帅的市委农业农村委员会和市级领导牵头的
“五个振兴”工作专班，责任落实更加有力。
今年，将乡村振兴改革列入全市“9+2改革攻
坚行动”，强力推动乡村振兴改革攻坚。

科学谋划“好路子”，乡村产业更加兴
旺。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枣庄通过推行
“农业园区+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
生产经营模式，加快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创建
了台儿庄涛沟河等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11
个、农业产业园9个、产业强镇18个、农业龙
头企业380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555家、家庭

农场示范场215家。
农业龙头企业一直是枣庄的短板，全市国

家级龙头企业只有3家、省级只有37家。枣庄
正在奋力追赶，这次推进会观摩的台儿庄区牧
源生态养猪、峄城区华沃智慧农业产业园等项
目，无论是规模还是科技含量都在全国占有一
席之地，假以时日，将成长为参天大树。

着力培养“好头雁”，乡村人才更加充
盈。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枣庄实施乡土
人才培育示范计划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育工程，
今年以来，累计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1619人、现代农场主130人、农业经理30人、高
素质农民5000余人。枣庄与青岛农业大学合作
建立鲁南乡村振兴研究院，与山东农业大学合
作建立乡村振兴博士工作站，在枣庄职业学院

成立乡村振兴学院。全市柔性引进34位农业类
高层次人才，34人获得“齐鲁乡村”之星称
号，59人获得“枣庄市乡村之星”称号，各类
人才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山亭、薛
城、高新区等地农村电商蓬勃发展，峄城石
榴、山亭长红枣等枣庄特色优质农产品通过互
联网飞出大山，走向了世界。

倾情培育“好乡风”，乡村更加文明。乡
村要振兴，文化是灵魂。枣庄把精神文明建设
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实施乡村记忆工程，挖
掘传承具有鲁南特色的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和
传统文化。启动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传承乡土
味道，留下文化根脉。今年以来，全市共开展
送戏演出2138场，覆盖率达到91%。建成村
（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2525个。全市建

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7个、分中心65个、实
践站2481个、志愿服务队1127支。去年以来，
累计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5 . 2万场次。

系统打造“好环境”，乡村生态更加宜
居。乡村要振兴，生态是支撑。枣庄深入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全市建成美丽乡村498个，正在创建的816
个，建设了不同风貌、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示
范片区33个。市中区、高新区已全部建成美丽
宜居乡村。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四季战役”，
累计新改厕所40 . 9万户，300户以上自然村建
设公厕888个，完成生活污水治理村庄1119
个。探索建设生活垃圾回收利用体系，农村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建强培优“好班子”，乡村治理更加有
效。乡村要振兴，组织是根本。全市以“村村
都有强书记”为目标，深化农村党组织带头人
优化提升“1+X”制度，全市共选派、招聘党
组织书记200余名，调整配强村党组织书记593
名，选派第四轮第一书记439名。

全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596个，合作社为
村集体增收3000元以上的行政村达596个，有
的村增收达10万元。全市实施村集体经济“破
五万（元）”“进十万（元）”计划，全市
“破五”村达到171个，“进十”村达到328
个。

谋划“好路子” 培养“好头雁” 培育“好乡风”

书写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枣庄篇章”

□ 本报通讯员 赵政伟 孙友峰
本 报 记 者 张环泽

11月11日，滕州市西岗镇党委书记王家鹤
告诉记者，西岗是典型的工矿商贸型镇，针对
工矿企业多、外来人员多、驻地人口多等带来
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镇党委、政府推进基层
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加强部门力量联合、资源
整合、信息融合，运用互联网、云平台、大数
据等数字技术，让西岗变得更“智能”，社会
治理更高效，为民服务更精准，提升了群众的
满意度和幸福感。

运用VR技术，实现一图全览。精准采集
和运用住房人口数据，是社会治理的关键。针
对全镇人口密集、流动频繁的特点，这个镇在
疫情防控期间组织大量人力物力，采集了全镇
3 . 6万户居民的住房和人口信息，建立了完善
的街、巷、楼栋、单元、门牌号码、居民信
息、车辆信息数据库。为有效整合、充分承
接、广泛集成现有信息资源，利用5G网络开
发了全域VR实景地图，实现对户籍人口信
息、重点人员信息、商户经营信息、车辆流动
信息的“一图全览”，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提供了更加直观、精准、全面的数据支撑。

整合服务平台，实现一网通办。按照社会
治理服务平台实体化、实战化要求，该镇在全
市统一配备网格员手持终端的基础上，高标准
建设镇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整合了雪亮
工程、数字城管、天网工程、环保监控、教育
文化、网格管理等六大服务职能，31个部门进
驻办公，通过网格员日常巡查，采集上报，分
流督办，核查验收，“一揽子”解决网格内出现的
各类问题。今年第三季度，全镇共采集上报网
格事项5400余件，其中89%的事项在村级办结，
11%的事项由镇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流转到
部门办结，办结率达到100%，单件平均办理时间
17 . 3个小时，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格、大事
不出村、难事不出镇、落实不过夜”。

打造掌上政务，实现一键直达。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人，关键在群众。工作
中，该镇采取多种办法关注群众思想，聆听群
众诉求，开发了“智慧西岗”公众号，推动
“人治理”向“云治理”转变。公众号内设有
投诉举报、曝光台、“我要建言”等互动窗

口，群众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反映问题、举报
不良现象、提出意见建议，由专人实时接收、
建立台账、分流督办、回复反馈，实现群众
“掌上点单”，干部“线下跑腿”。“智慧西
岗”公众号上线4个月时间，已经累计收到群众
意见建议76条，受理反馈和投诉事项195件，实
现办结率、回复率、满意率三个100%，真正把政
府服务与群众需求缩短为“指尖上的距离”。

建设“码上西岗”，实现一码畅通。“二
维码”具有便于普及、易于接受、快捷高效的
特点，是推进“数字治理”的重要手段。该镇
先后开发了网格码、商户码、市民码、监管码
等10余种功能二维码。每个网格内有专属“网
格码”，整合群众需要的水、电、路、医、学
等20余类服务内容，实现90%的民生事务“扫
码直达”。城管、环卫、市政等部门有“监管

码”，在线查询日常巡检记录、违法违章记录
等监管信息，集整治、监督、执法、追责为一
体，实现全过程追溯管理。个体工商户有“经
营码”，能够对商家环境秩序、服务态度等进
行在线评价。出门办事扫扫二维码，反映问题
就上公众号，数字赋能让社会治理的路径更加
清晰，群众参与的热情更加高涨，形成了共建
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

西岗镇“智能”治理提升群众满意度

群众“掌上点单” 干部“线下跑腿”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今年以来，枣庄市中区民政局积

极引导动员全区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精准
扶贫。

实施志愿帮扶。针对贫困户、孤寡老人、留守
妇女、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发动志愿者协会、社
工服务机构开展心理抚慰、成长辅导、亲情陪护、
生活帮扶、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社工服务活动，
帮助困难群众增强脱贫信心，减少发展障碍，使贫
困群体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资源。市中区聚力青
年公益服务中心以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推进困境
家庭成员再就业为抓手，开展了一系列青春助力脱
贫攻坚活动和其他社会公益活动，受益对象350
人。

推动技术帮扶。发挥科技类协会带头作用，引
导专业技术协会中的农业科技带头人开展互助活
动，提高贫困户就业增收的本领。市中区甘泉果树
专业技术协会重点帮扶有果菜种植意向和条件的贫
困户，优先为贫困户提供其力所能及的工作岗位。
该协会帮扶2户贫困户种植葡萄、樱桃、芹菜等38
亩，免费提供种苗2000棵，并全程提供免费技术服
务，优先包销其产品。

开展教育帮扶。发挥民办教育机构力量，助力
教育脱贫攻坚。市中区童星幼儿园、市中区婴幼幼
儿园、市中区爱灵童幼儿园联合向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所在的学校捐赠助学金8000元，用于帮助贫困学
生的学习和生活。

开展助老帮扶。发挥养老服务机构优势，针对
贫困老年人开展精神慰藉、走访慰问、健康查体等
活动。市中区甘泉养老康复中心组织义诊队走访慰
问齐村镇刘庄村五保老人和莲汪村困难老人，并为
老人进行健康查体。

市中区引导社会组织

参与脱贫攻坚

9+2改革攻坚在行动

11月9日，枣庄市召开全市乡村振兴暨脱贫攻坚工作现场推进会，观
摩了各区（市）及高新区7个项目。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枣庄市
统筹推进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业可持续
发展试验示范区“三区同建”，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
市委农业农村委员会和市级领导牵头的“五个振兴”工作专班，责任落
实更加有力。今年，将乡村振兴改革列入全市“9+2改革攻坚行动”，强
力推动乡村振兴改革攻坚。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李宗宪 报道
11月6日，枣庄市山亭区人大常委会举行代表问政会。围绕近期山亭区在“千名代表企业行”调研活动中收集到的企业用地、、融资、用

工、物流等14个方面的问题，19名单位负责人现场予以答复，20位人大代表组成的评议团成员对答复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针对相关问题
的解决落实情况，山亭区人大常委会将进行跟踪问效。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刘明祥 报道
11月9日，在枣庄市山亭区水泉镇棠棣峪农村电

商产业园，农民歌手、网络红人“山楂妹”张月乔在直
播推销山楂。近年来，水泉镇充分发挥乡土人才的示
范带动作用，大力推行“支部+电商+扶贫”发展模
式，引导和鼓励乡土人才通过直播带货助销农产品、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甄再斌 孙中尧 报道
本报枣庄讯 11月5日，枣庄市镇域环境整治

巩固工作第三季度考核结果出炉，薛城区陶庄镇名
列前茅。

该镇坚持城乡共生、同步提升，突出道路改善
的“筋骨”地位，坚持主干道与内街同步改。投资
1300余万元修缮路面8 . 47万平方米，投资65万元完
成平交路口硬化58个1723米，规范交通设施和各类
道路标识70余处，更换井盖40个、路灯280盏，道
路面貌焕然一新。

同时，实施全域绿化，清除病苗死苗，补栽补
植。投资840余万元新增绿化面积7 . 13万平方米，
栽植法桐、云松等绿化苗木35 . 54万棵。突出山水
园林特色，规划布局节点19处，包含山家林、千
山、黑风口等大型节点，新增林荫停车场2个车位
27个。按照“路平、灯亮、水美、景美”的标准打
造生态街巷5处。

该镇围绕镇驻地、高速公路出入口、城乡接合
部等区域，抓好拆违控违、立面改造。拆除违规广
告牌268处，清理“牛皮癣”、乱涂乱画等8720处，粉刷
墙壁1 . 9万平方米。开展机械化保洁，出动洒水车3
辆、机扫车3辆，完成机械化保洁184万平方米。下
大力气治理道路两侧店外经营、私搭乱建、车辆乱
停乱放、垃圾污水随意倾倒等行为，严格落实经营
户门前包保责任，进一步规范经营秩序。投资11万
元建设“数字城管”系统，发现占道经营、马路市
场等“十乱”问题，立即指派工作人员前往清理、
疏导。到目前，该镇共取缔占道经营300处，规范
集贸市场6处，拆除违建4 . 34万平方米。

陶庄镇勇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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