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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杜辉升
实习生 张继平 报道

本报临沂讯 6月11日，记者从临沂市人
民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2020年底，临沂
市公路里程达到30856 . 4公里，其中农村公路
28362 . 3公里，居全省第一，行政村通硬化路率
达到100%。临沂市通过创新工作举措，探索形成
了交通脱贫“1+6”融合发展模式，在“十三五”期
间，累计建设脱贫道路1589公里、贫困村客运站
点1082个，开通贫困地区镇村公交28条，贫困村
通公路、通客车率均达100%。

2016年以来，临沂市按照“脱贫攻坚、交
通先行”的发展思路，加大精准脱贫力度，连
续多年在市直部门、全省行业年度考核中名列
前茅。2017年，全国“四好农村路”养护现场
会、全省交通脱贫现场会相继在临沂召开。
2021年，临沂市交通运输局分别被交通运输
部、省交通运输厅授予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交

通强国建设试点（山东）“四好农村路”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单位。6月9日，临沂市公路
“路长制+”现场会召开，着力构建市、县、
乡、村四级公路管养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

精准施策，全面完成道路交通脱贫项目建
设。坚持高起点规划，充分发挥农村公路带动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倍增效应，把交通脱贫与
生态移民搬迁相结合、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与发展富民产业相结合，统筹建、管、养、运
协调发展。坚持高标准建设，严格项目管理，
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完善“法人管理、
社会监理、政府监督、企业自检”四级质量保
证体系，实现对脱贫项目的计划管理、招投
标、设计审查、质量监督、施工许可、竣工验
收、资金拨付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

创新机制，探索交通脱贫融合发展新路
径。通过构建“建管一体、护运统筹、机制保

障、群众参与”的长效管理体系，探索形成了
以交通脱贫+便捷出行、交通脱贫+美丽乡
村、交通脱贫+特色产业、交通脱贫+全域旅
游、交通脱贫+电商物流和交通脱贫+就业扶
贫在内的“1+6”融合发展模式，不仅有效提
升了交通脱贫攻坚质效，还实现了交通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同时，在继续
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以开展
“四好农村路”五年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拓宽
资金筹资渠道和创新管养模式为支撑，不断拓
宽社会化融资筹资渠道，创新管养模式，做到
建成一条、配套一条、列养一条，切实巩固道
路交通扶贫建设成果。

真抓实干，让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显著提
升。建设路通车通的康庄大路：冷水沟村地处
罗庄、兰陵两区县交界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
村，通过规划修建通村路和村内大街，为周边
和沿线上万群众提供了便捷出行服务。建设惠

民利民的特色致富路：沂南县投入专项资金
3 . 2亿元建设和改造了铜井至孟良崮、南石门
至五彩山等8条公路，新辟里程100公里，把竹
泉红石寨、沂蒙影视基地、孟良崮等一大批著
名旅游景点纳入全县“六纵六横”大交通网
络，游客乘坐客车可直接到达目的地。建设四
通八达的高效运输网：依托发达的农村公路网
络，农村物流产业得到快速健康发展，据初步
统计，去年全市农村物流吞吐量近3000万吨，
实现营销配送收益2 . 3亿元，安置农村剩余劳
动力7200余人。建设畅通民心的就业路：云蒙
湖库区依山傍水，沟岔纵横，道路条件基础
差，是临沂市“一点两区”重点脱贫区域，库
区管委会和县交通运输局招收了一批养路员，
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上，基本都是贫困户。目前
全市共有养路员6000余名，其中贫困家庭成员
约占12%，养路员的工资加上平时零活儿收
入，基本实现脱贫。

行政村通硬化路和贫困村通公路、通客车率均达100%

临沂市农村公路总里程居全省第一

□记者 杜辉升 纪伟
实习生 张继平 报道

本报临沂讯 6月11日，记者从临沂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临沂市市辖区（包括兰
山区、罗庄区、河东区、高新区）常住人口为
3 6 5 . 2万人，占临沂市常住人口的比重达
33 . 14%，比2010年提高5 . 8个百分点。与2010年
相比，市辖区人口增加106 . 8万人，其中兰山
区增加58 . 6万人、河东区增加24 . 3万人、罗庄
区增加14 . 4万人、高新区增加9 . 5万人，表明临
沂市中心城区集聚效应明显，有利于打造区域
性核心都市区。

人口加速向中心城区流动，市区集聚效应
进一步提高。这既有临沂市区经济强，提供了
充足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兰山区位
列城区高质量发展排行榜山东第三（仅次于青

岛市黄岛区和济南市历下区），也有县域经济
相对较弱、人口向市区流动的原因。

临沂全市常住人口为1101 . 8万人，是全省
唯一超过1 1 0 0万人口的城市。与2 0 1 0年的
1003 . 9万人相比，10年共增加97 . 9万人，年平
均增长率为 0 . 9 3 %，分别高于全国和全省
0 . 4%、0 . 35%，人口总量规模继续扩大，人口
大市地位得到巩固。10年来人口增量位列全省
第三，仅次于青岛和济南，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态势。

“常住人口增长的背后，蕴含的是过去10
年临沂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大力发
展经济的结果，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的结果，
是厚植文化底蕴践行绿色发展的结果，也是人
口政策红利释放的结果。”临沂市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临沂市统计局党组

书记、局长刘恩田说。
临沂市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户390万户、

家庭户人口1066 . 6万人，集体户9 . 2万户、集体
户人口为35 . 2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 . 73人，比2010年的2 . 94人减少0 . 21人。受迁移
流动人口增加、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影
响，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但仍高于全国、全
省平均水平。

临沂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
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96 . 1万人，拥有高
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0 . 1万人。
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
度的由4677人上升为8721人，拥有高中文化
程度的由9253上升为9990人，临沂市15岁及以
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8 . 13年增至8 . 68
年。反映了近年来临沂市委、市政府大力发

展教育事业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持续
提高。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6 0 6 . 6万人，占
55 . 06%；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95 . 2万人，占
44 . 94%。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54 . 3万
人，乡村人口减少56 . 4万人，城镇人口比重提
高10 . 01个百分点。10年来，临沂市新型城镇
化道路成效显著，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将创
造大量消费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房地产等
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人户分离人口为229 . 9万人，其中，市辖区
内人户分离人口为48 . 1万人，流动人口为181 . 8
万人。与 2 0 1 0 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
142 . 87%，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450 . 94%，
流动人口增长111 . 54%。临沂市经济社会持续快
速发展，带动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临沂市市辖区人口十年增加超百万
中心城区集聚效应明显

□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相帅 报道

本报临沂讯 “孙老师，你
不要离开我们啊！”这悲怆的呼
喊并非来自影视剧，而是有着
118年历史的临沂第三实验小学
红色儿童话剧《追梦》中的一句
台词。《追梦》是该校师生为庆
祝建党100周年，融合本校本土
红色基因创作的一部沂蒙精神话
剧。用话剧展现党史校史，让学
生在参与中感受沂蒙精神，激发
传承热情，是临沂市兰山区红色
思政教育的一个缩影。

兰山区坚持党建引领思政课
建设，按照“党建铸魂、教育为
民”的工作理念，推动区教育工
委—校党委—基层党支部三级联
动，深入实施思政教育规划。抓品
牌特色，开展立体式教学课程，坚
持政治性、时代性与趣味性、多样
性相统一，立足落实德育总体要
求，开发艺术党课、红色故事、特
色教材等思政课程，不断提高大
思政课的“到课率”“抬头率”；创
办沂蒙精神艺术党课品牌，落实

“双主体”育人，兰山区委组织部
与区教体局联合打造“红色沂蒙”

“从胜利走向胜利”和“生死与共”
三期沂蒙精神艺术党课，紧密围
绕沂蒙精神的具体化表现，还原

重现《沂蒙山小调》《跟着共产党走》等红色文艺
作品，呈现沂蒙典型榜样故事，让中小学生重
温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主动融入中坚定对党的
信仰，增强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健全“双培
养”机制，把思政课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
培养成思政课教师骨干，不断提升中小学思政
课教师党员比例。

同时，兰山区还开发本地特色教材课程，
结合思政课建设实际，因地制宜开发编写了一
系列以“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主
题的校本课程特色教材。构建“家庭、学校、
社会”协同育人体系，统筹学校、家庭、社会
等阵地，充分发挥学校育人主渠道，积极创建
家长合作教育，广泛利用社会资源，构建学
校、社会和家庭三位一体的综合立德树人体
系，助推学校质量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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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纪伟
通讯员 张娟玉 陈秀焘 报道

本报临沭讯 “不管是文件制发还是公
务用车，涉及机关管理的有关制度规定，都
有清晰的流程图和具体的操作标准，这次培
训干货满满。”6月11日，一场针对机关内部
运行制度的专题培训会在临沭县纪委监委召
开。这也是该县纪委监委聚焦练就“过硬”
本领、锤炼“过硬”作风、打造“过硬”机
关，深入实施两个“规范化”建设的一个缩
影。

今年以来，临沭县纪委监委以加强机关
管理、审查调查两个“规范化”建设为抓

手，全面打造务实管用、简便易行的机关管
理运行制度和精准有序、高质高效的审查调
查工作机制，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
化、法治化水平。“在完成干部廉政档案更
新、专项检查工作后，我们将对涉及岗位调
整、交流的干部开展廉政谈话，及时纠正作
风、思想方面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谈
及落实“七规范三严格”制度，临沭县纪委
监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袁艺文说，目
前该县纪委监委已完成112份纪检监察干部廉
政档案的更新完善，对9个镇街纪（工）委开
展了专项检查，有力推进了纪检监察机关管
理规范化建设。

临沭“规范化”打造过硬监察队伍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徐侠 冯磊 报道
本报兰陵讯 6月11日，“好客山东·乡村好时

节”兰陵端午颂暨临沂市第四届乡村文化旅游节在
兰陵县压油沟景区开幕。本次活动由山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指导，山东省乡村旅游协会、临沂市文化和
旅游局、兰陵县人民政府主办。

作为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年重点打造的“好
客山东·乡村好时节”主题年活动之一，兰陵端午
颂活动围绕“庆祝建党百年、促进文旅融合、助力
乡村振兴”主题，与端午节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充
分彰显了别具风格的乡村旅游文化。

开幕式在历史剧《兰陵端午：穿越时空的对
话》中开始，通过中学生和与兰陵历史有着密切关
系的先贤屈原、荀子进行的穿越时空的对话，宣扬
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在压
油沟旅游区不仅能游山水、逛集市、看大戏、赏非
遗、品特产，还可以体验端午习俗沐兰汤祈福、包
粽子等。此外，百家特色美食汇集于此，传统古朴
的百工坊小镇集天然作物与手工于一体，体验传统
手艺，并在柳秦戏、鼓艺中品读传统技艺。景区还
增设了多个摊位，打造文化市集，游客们可以在此
欣赏、购买特色旅游产品。

临沂市第四届

乡村文化旅游节开幕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尹君 胡慧 报道

本报沂南讯 “这次多亏你们帮我们小
区居民解决了一个老难题，小区供水终于稳
定了，水质也特别好！”6月11日，沂南县大
庄镇金鼎花园的业主向回访的县纪委监委工
作人员表达了内心的感谢。

据了解，在5月份开展的物业管理领域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治理中，县纪委监委
专项监督检查组通过梳理12345热线工单，发
现了金鼎花园的供水问题。随后，立即以
“四不两直”的方式到该小区实地调研。通
过调查了解到，该小区供水问题早在4月就被

列入了整改范围，但河村社区党支部负责人
只安排继续使用小区原自备井供水，大庄镇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水利的工作人员没有
持续跟进、督促问题解决。该县纪委监委对3
名党员干部进行了问责，并督办解决小区供
水问题。

今年以来，沂南县纪委监委开展的物业
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治理，成立专项
监督检查组，通过走访了解、现场查看和查阅
台账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职能部门履行监管
责任、作风效能等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是
否存在政策执行“梗阻”、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等问题，通过深化监督，为民办实事。

□记者 纪伟 报道
本报临沂讯 6月9日，“追寻党的足迹·感悟

沂蒙变迁”全国主流网络媒体采访活动在临沂启
动。由全国30余家中央和地方新闻网站、特邀网络
评论员等组成的采访团，深入临沂红色印迹实地采
访，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感悟沂蒙变
迁，传递党的声音。

“近年来，临沂市大力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谋划了‘八个第一方阵’‘六
强六富六精’发展蓝图，开启了新时代现代化强市
建设新征程。”启动仪式上，临沂市委副书记侯晓
滨说。据了解，本次活动充分运用全方位、多样
态、全时段、立体化的全媒体报道方式，全面宣传
展示临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奋
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巨大牺牲和
重要贡献。讲好新时代临沂故事，感悟沂蒙变迁，
传递党的好声音，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全国主流网络媒体

走进临沂

□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王兴峰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近日，为扎实落实《技术赋能企

业》和《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临沂市高
级财经学校联合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
该校电商专业的学生开设了为期一周的新媒体电商
直播运营训练营。在训练营中，采取教学结合、寓
教于乐的方式，以小组为单位，制作创意短视频，
小组PK，集体展示，体验直播带货。

“万物可直播，人人齐带货”，“直播带货”
成为新时代独特的消费盛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带
货主播。训练营的最后一天，学生们进行了两个小
时的直播实战演练，观看量1万余人次，点赞3万余
次，成交100余单，成交额近万元，交出了一份满
意的答卷。通过这次训练营，学生们加强了团队合
作精神，普遍反映非常喜欢这样的实训课程，能够
在校园里提前感受到真实的市场营销氛围，在课程
中成长收获，并为迈入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
一步，临沂市高级财经学校将发挥专业优势，利用
电商开展系列活动，走进乡村，为助力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

临沂市高级财经学校

开设电商直播训练营

□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高娜 报道
本报平邑讯 近日，平邑县丰阳镇2021年村

“两委”换届顺利完成。村“两委”成员的年龄、
学历结构较往届得到优化和提升，一批致富带头
人、优秀转业军人等被充实到村级班子中，为实现
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近年来，该镇持
续夯实战斗堡垒，完善制度机制，壮大集体经济。

该镇细化千分制考核，强化党员干部管理考
核，考核结果与绩效核算、干部使用、评优树先等
挂钩；加强村干部坐班服务督导和检查，实现村级
服务有场所、有专人、有服务、有职责的“四有”
目标，着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
高村干部的为民服务水平；通过专业化党支部书记
管理、党支部+志愿服务，完善村规民约，强化红
色党支部引领服务，铺就乡村治理有效之路。

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位于丰阳镇东南，涉及
响水庄村等8个村的2061户6151人，传统古村落、丰
山、唐村水库等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丰富。通过盘
活土地和资金，全面对接长三角农产品市场需求，
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土地集中流转等方
式，片区内建起莲藕、榛子、有机金银花、特色林
果等4个种植基地，创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两个。
群众通过流转土地参与农业发展，获得双重收益，
实现增收致富。

丰阳镇以组织振兴

带动乡村振兴

□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张乐民 报道
本报郯城讯 “这一大堆麦秸，都是白捡的，一个麦季下来能‘捡’3万多元。”6月12日，郯城县兴军农机合作社负责人赵兴军高兴地说。今

年麦收期间，他组织农机手驾驶着搂草机、打捆机和叉车把田间的麦秸收集起来，卖给附近的养牛户。
据了解，赵兴军是一名伤残退伍军人，2016年退伍后，2017年成立了郯城县兴军农机合作社，购置了17台收割机、旋耕机、搂草机、打捆机，

承包了400多亩土地。每年麦收期间，由于严禁秸秆焚烧，秸秆成为农民耕种的难题。赵兴军看到了秸秆中隐藏的“财富”和“商商机”，用搂草
机、打捆机等帮助农户清除田地里的麦秸。麦秸作为清运费，农户不用出一分钱，而赵兴军既帮农户收割小麦，还负责责清运麦秸，把收集的麦秸卖
给附近的养牛户做饲料，皆大欢喜。赵兴军算了一笔账，一亩地可以收集麦秸四五百斤，一斤能卖两毛多钱，400多亩地能卖3万多元。

麦秸里“捡”回3万多元

沂蒙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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