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021年10月1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霍丽娜 第460期

热线电话：(0537)2399971 Email：dzrb163@126 .com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焦蓉霞

“多亏了政府的救助，让我们渡过了
难关。”今年31岁的金乡县司马镇韩杨村
村民杨某，家里有4口人，夫妻二人勤劳
能干，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外出打
工，两个孩子乖巧可爱，一家人生活幸福
美满。

但天有不测风云，今年2月底，作为
家庭顶梁柱的杨某外出打工时，突发胸痛
并伴有头晕，被紧急送往金乡县人民医院
治疗，由于病情加重又转到山东大学第二
医院治疗，被诊断为主动脉夹层，进行了
开胸手术，治疗花费10余万元。高昂的手
术费、医药费让家庭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村里了解到杨某的情况后，及时上报镇民
政办和县民政局，为其申请了7000元的临
时救助金，4月份又将杨某一家4口人纳入
农村低保范围，让杨某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得到了有效保障。现在，杨某在妻子的精
心照料下，身体明显好转，两个孩子也专
心上学，一家人的生活境况日渐好转。杨
某感激地说：“即时救助解决了大难题，
让我们一家人对生活又有了信心和盼
头。”

如何让困难群众得到及时有效的救
助，济宁市民政局通过完善救助制度、创
新救助方式、优化流程、数据赋能等，打
造“主动告知、主动发现、快速响应、即
时救助、跟踪转介”的闭环救助模式，努
力实现弱有所扶、难有所帮、应助尽助，
打响了社会救助“济时救”品牌。低保申
请家庭困难指数评估救助机制被民政部评
为全国社会救助领域十大优秀创新案例。

在救助对象上，济宁市聚焦重点人
群，构建分层分类、量体裁衣的救助制
度。针对低保、特困人员及孤儿、重点困
境儿童、享受两项补贴的困难残疾人等，
优化审核审批流程，扩大保障范围。今

年，济宁市在全省率先将低保、特困等9
类困难群众保障标准提高10%，共发放救
助金10 . 15亿元，惠及33 . 5万困难群众。针
对低收入人群，按照缺什么帮什么的原
则，给予相应的救助。截至8月份，全市
已将4 . 9万低保边缘人口信息录入数据
库，纳入动态监测范围。针对因遭遇各种
意外事件或突发重大疾病等导致基本生活
出现困难的群众，第一时间给予社会救
助。今年以来，实施困难群众急难临时救
助4851人次，发放救助金1031万元。

济宁市民政系统转变救助理念，由坐
等群众上门变为主动告知、主动发现；同
时改变救助方式，由各自为战变为快速响
应、即时救助、跟踪转介服务。各县
（市、区）对民政等12个部门救助政策进
行梳理，优化各救助项目申请、审核、审
批程序，成立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
156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了“一门
受理、协同办理”社会救助服务平台，全

市4401个村（居）设立了社会救助工作
站，配备了社会救助协理员，成立了社会
救助志愿服务队。任城区通过政府购买社
会组织服务，为600余名失能困难群众和
低保对象提供家庭清洁、助餐配餐、康复
护理、助浴助医等个性化“点餐式”居家
服务，累计支出资金700余万元，有效解
决了困难人员的生活照料难题。

为加快救助时效，济宁市深化社会救
助“放管服”改革，进一步规范完善低
保、特困等审核确认权限下放工作，对符
合相关救助条件的，乡（镇、街道）在20
个工作日内完成确认。对急难情况，24小
时内先行救助；对情况特别紧急的，2小
时内先行救助，事后补充材料。困难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平台实现了9个部门16项数
据源的实时对接，申请对象的车辆、房
产、社会保险缴纳及工商登记等信息实现
“一键查询比对”，提高了社会救助信息化
水平。

□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张艳

“刘大娘，开下门，我是小丁！”9
月25日一早，曲阜市居家医康养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服务中心”）“家庭医生”
丁敏慧又一次准时敲开了结对老人刘元兰
的家门。进门后，她熟练地为老人测血
压、按摩，做了康复护理，临走前还简单
地帮助老人收拾了下屋子。

84岁的刘元兰老人是曲阜市鲁城街道
苗孔社区的重病户，患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脏病10年有余，由于行动不便，别说去
医院做检查和治疗了，就连到诊所拿药都
很困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服务中心对老
人原有的“居家养老”服务进行了再升级，

为她配备了张丽霞和丁敏慧两名“家庭医
生”，市级服务中心医生丁敏慧负责每周定
期上门巡诊、按时送口服药、做康复护理，
社区医生张丽霞为老人提供家门口的测
压、体检等公共卫生服务。用刘元兰的话
说，“有了这俩闺女，生啥病咱也不发愁
了！”在苗孔社区，像刘元兰这样的“居家医
康养”受益者有400多人。

“近几年，社区工作人员在开展居家
养老服务时发现，比起单纯的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老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更迫
切，于是，我们就将‘居家养老’升级为
‘居家医康养’，重点填补‘康养’内容
的缺失。”曲阜市居家医康养服务中心主
任于倩表示，群众的需求就是工作创新的
着力点。服务中心正以苗孔社区为升级试

点，打造“居家医康养”“15分钟服务
圈”，逐步完善出了“市级服务中心+社
区服务站+家庭医生”的联动模式。

所谓的联动模式是指：家庭医生负责
定期巡诊，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日常公共
卫生服务，市级居家医康养服务中心提供
医疗服务。三级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各尽
其能，只为疾病困难老人能享受到便捷、
安心的上门医疗服务。

细化的服务需要健全的运营机制作支
撑。为改变以往医就是医、养就是养的传
统观念，服务中心一方面推动“医康养一
体化”升级，为65岁以上老年人，重病、
失能、半失能等重点服务群体，提供居家
健康教育、健康管理、疾病诊治、康复护
理、心理关怀、安宁疗护、生活护理等医

养服务，实现了“1+1>2”的叠加效应；
另一方面，主动尝试将医疗机构引入养老
机构，通过签署合作协议，在养老机构内
部设立了高标准医疗服务区，实现了老人
有病及时治疗，无病康复养老，解决了养
老“一堵墙”的问题。

“居家养老是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
老需求，需要通过模式创新等去统筹社会
各方面资源，曲阜在‘居家医康养’上的不
断探索深化，就是一种积极尝试。”曲阜市
委书记刘东波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
老龄化形势和不断提升的群众养老需求，
曲阜把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作为保障改善
民生的着力点，坚持盘活存量与发展增量
并举、公建与民营并行、事业与产业并重，
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济宁：创新快速响应、即时救助、跟踪转介服务社会救助方式

“济时救”及时救助困难群众

强化“市级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家庭医生”联动，打造“15分钟服务圈”———

曲阜：“居家医康养”让老人健康又安心

■实干为民

□ 本报记者 高 峰
本报通讯员 王洪玮

“每到节假日，村庄环境整治、‘幸福食
堂’帮厨、村庄孤寡老人的照料全由志愿者义
务来做，这已形成了良好的村风民风。”10月7
日，天空飘着小雨，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武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宁边给这天参加
志愿服务的党员群众记录“积分卡”边对记者
表示，“一方土地养一方人，这都是咱兖州传
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兖州的‘兖’字解释为端也、信也，多年
来我们把‘端信、尚贤、兼容、乐善’的优秀传
统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相结合，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优秀传
统文化深耕兖州大地、浸润群众心灵、滋养文

明实践。”兖州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武云飞介绍。

该区厚植传统文化底蕴，让传统文化
“活”起来。兖州区以“端信”文化为主线重新
建造了博物馆，将兖州历史沿革、大禹定九
州、孔孟儒家文化、李杜双星照耀兖州城等历
史文化梳理出来，让世人看得见过去。在城区
打造了“端信文化一条街”，建设了兖州历史
文化展馆、大禹公园、青莲公园等。清代著名
学者牛运震是兖州“端信”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之一。在甘肃为官的十多年里，他杜绝奢侈、
处公断直，执法如山，形成了以“俭、简、检”三
字为核心的廉政文化，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
廉吏。兖州区建设了“牛运震纪念馆”，成为党
员干部党风廉政教育的基地。

构筑传统文化阵地，让传统文化“用”

起来。兖州区10个镇（街）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342个村（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都充
分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建设了各具特色的文
化广场。如颜店镇和圣故里牌坊、和合文化
广场；新驿镇的蚕园民俗文化展馆；小孟镇
梁村的中医馆、知青馆等。成立了“兖曲
社”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将文明新风通过相
声、快板等传统曲艺形式吹遍兖州大地。

建立传承文化队伍，让传统文化“动”
起来。兖州区围绕传统文化传承与继承，建
立了“兖绣”、泥塑、五谷画、花棍舞等26
支共120多人的非物质文化传承队伍。山东
梆子、山东快书、弦子戏等文艺队伍覆盖城
乡，传统剧目和现代生活深度融合，古为今
用，借古喻今。

兖州区赋予传统文化生命力，开设了

“蒲公英（端信）夜堂”“雏鹰课堂”“新
风堂”，与文明实践理论宣讲、文化生活、
移风易俗等内容有机结合。隐瞒娘家人20年
做“后娘”，用善爱和责任圆了幸福家庭梦
的中国好人王梅；义务献血15载，无怨无悔
践行社会大爱的魏广志……越来越多践诺守
信的鲜活故事通过“蒲公英（端信）夜堂”
等传递到百姓心中。

优秀传统文化涵育“端信之乡”，让兖
州区“中国好人”“山东好人”“道德模范”等层
出不穷。花费20余万元支持社区老年事业的
孝子孙法泉、将7万元现金及时归还失主的保
安韩书军、苦心创业为父偿还200万债务的诚
信女孩方程、退回12000元意外之财的“蛋糕
姐”郑欣……众多好人的不断涌现，彰显的是
文明之风，弘扬的是端信精神。

“活”起来 “用”起来 “动”起来

兖州：优秀传统文化涵育“端信之乡”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李静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4日上午，济宁市任城区仙营街道

“营商+”政务服务再升级暨万达便民服务站揭牌仪式举
行。仙营街道万达便民服务站成为济宁市第一家进驻大型
商场的政务便民服务站，将进一步缩短周边企业群众办事
半径，提高企业开办效率。

近年来，仙营街道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辖区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探索建立“三位一体”为民服务中心，
企业的事、个人的事、家庭的事一站式通办，推进政务服
务“简、融、服”工作法，构建“15分钟政务服务圈”。
今年以来，街道办理各类政务服务事项30298项，办结率
和满意率均为100%，各项考核走在全区前列。与此同时，
该街道在辖区8座商务楼宇全部建立由科级干部担任楼长
的“一长六员”服务管理体系，开发楼宇经济信息管理系
统，成立全市第一家和谐劳动关系综合服务站。在全区率
先运行第一台自动秒批机，企业足不出楼就能办理市场主
体服务。

商场有了政务便民服务站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29日，济宁市在兖州区举办了快递

行业党委成立暨“红色快递 暖心行动”启动仪式。
据了解，济宁市快递行业党委是全省成立的第一个市

级行业党委，在全省快递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全
省快递行业党组织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为市级层面开展
好快递行业党建提供了“济宁经验”。

下一步，济宁市各级邮政管理局将加强与组织部门沟
通交流，就加强快递行业党建工作出台相关意见，在组织覆
盖、队伍建设、党员教育、行业关爱等多个方面制定具体措
施，推动快递企业基层运营网格有机融入城市基层治理，
以党建引领“小包裹”服务“大民生”。

济宁市快递行业党委成立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邵玉涛 刘翔 报道
本报梁山讯 梁山县纪委监委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

专项整治活动，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着力纠治
“惠企政策不落实、行政审批不作为、行政执法乱作为、
政商关系不亲不清”等4个方面24项突出问题，破解损害
营商环境的难点痛点堵点。

全县纪检监察机关选取具有代表性、涵盖不同行业门
类的大中小企业300余家，实行重点企业挂牌监督。在全县

“两代表一委员”及企业代表中选聘7名年轻精干、原则性强
的人员为“社会监督员”，对涉企职能部门履职情况进行监
督。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网络问卷调查，4794名各类企业主
参与，提出建议405条。在企业监督点、为民服务中心张贴

《关于开通公职人员“损害营商环境”举报直通车的通告》，
广泛宣传政商交往行为规范，公布群众举报的重点和举报
方式，让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无处藏身。

梁山县还组建了优化营商环境“小分队”，对涉企重点
部门、单位采取“不打招呼、直击现场、模拟办事、协同办事”
等方式，明察暗访、及时随访。建立快查快结联动机制，对问
题线索实行“零延迟”查办制度。

梁山打出

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范培倩

一河碧水，两岸青葱，泛舟运河之上，
不仅可以欣赏旖旎风光，还能感受大运河文
化的魅力。9月30日晚，济宁市任城区“运
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夜游启动，市民可从
东大寺乘船而至会通桥，泛舟漫游老运河，
将运河美景“一网打尽”。国庆假期结束，
项目运营单位济宁运河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的统计数据显示，“运河记忆”历史文化
街区项目受到市民和游客欢迎，“十一”长
假期间共接待游客约3万人次，成为济宁城
区又一文化旅游打卡地。

“带着孩子来，就是为了让小孩了解一
下家乡的历史文化，增加他的家乡自豪
感。”“真是人在船上，船在画中，确实非
常好。”“灯光秀美轮美奂，非常震撼，
船、桥倒映在河中，很有江南水乡的感
觉。”游客们纷纷感叹。水上游览项目沿岸
设置了灯光秀，配合音乐与烟雾效果，再现
大运河昔日繁华。乘船观光沿途设计了花
鼓、豫剧、黄梅戏等文艺展演，让游客在欣
赏古运河景观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济宁运
河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水上游览项目负责
人杜蕊告诉记者：“白天和晚上，游客都可
以来游览，能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体验。”

“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济宁市
古运河沿岸，周边文化资源丰富，涵盖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大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太白楼、天井闸以及老运河原生古迹、古
街、古树等空间节点，总面积约11平方公
里，水域面积约3 . 2公顷。作为“运河记
忆”历史文化街区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水

上游览项目东起东大寺，西至会通桥，全长
约1 . 6公里，沿途设有荷花仙子像、宣阜巷
等15个景点。

运河兴则城市兴。任城区做好“靠水吃

水”的生态旅游文章，将“运河记忆”历史
文化街区布局建设成“一河两岸、三街六
巷、四馆五点”的特色文旅品牌，实现运河
文化的保护性传承，让古迹古街焕发新生
机。去年12月，任城区立足运河文旅资源优
势，整合老运河原生古迹、古街、古树等文
化资源，启动建设“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
区项目。目前，除水上游览外，“运河记
忆”项目还开放了步行街夜游、运河戏院
等，下一步还将开展“三街六巷”等项目建
设。

“任城区自觉增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
‘任城担当’，把大运河沿线文旅开发作为
推动‘古运河重生’的首发线路，挖掘释放
大运河文旅资源优势，推动沿线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助力任城文化旅游城市建设。同
时，做好保护、传承、利用三篇文章，持续
发力、久久为功，实现城市发展和运河遗产
保护相得益彰。”任城区委书记于胜涛说。

近年来，任城区以大运河为骨架，传承
历史文脉、讲好运河故事、贴近群众需求，有
序开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运河书屋”、玉堂
酱园、“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等新的大运
河文化地标拔地而起。与此同时，当地通过改
编唱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群众喜
闻乐见的非遗曲艺山东落子，通过传承和发
展让面塑、剪纸、绣球、葫芦烙画等传统手工
艺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在“两创”方针指引
下，当地让大运河文化遗产活了起来，更好地
造福于民。

“十一”假期，任城区“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约3万人次

老运河焕发新生机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邓长征 李凤鸾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2日，2021年鲁喀文化交流嘉年华

达瓦孜济宁巡演在济宁杂技城举办。
据了解，本次来山东巡演的英吉沙达瓦孜艺术传承中

心，坐落于济宁市对口援建的英吉沙县。上个月，济宁援
疆指挥部投入1360万元支持建设的达瓦孜鲁疆演艺中心正
式启用，为答谢山东人民，达瓦孜艺术传承中心表演了
《高空钢丝》《三人技巧》《绸吊》《顶碗》和《塔吉克
舞》《乌兹别克舞蹈》等精彩节目，赢得阵阵喝彩声。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嘉年华活动是山东省援疆指挥部
充分发挥山东文化大省优势，扎实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作
的重要体现。

2021年鲁喀文化交流嘉年华

达瓦孜济宁巡演举办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温柔 庄子帆 报道
本报济宁讯 “原来，‘射礼’中还蕴含了儒家思想‘和

而不同’的处事之道啊，这种御而不武的思想，正是处理当
今国际关系的好办法！”9月28日下午，140名中外学生来到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开启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体验之旅。和同行的其他小伙伴
一样，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德国留学生爱丽娜在感受过
完整的射礼后恍然大悟：孔子“六艺”中的“射”其实并不是
在宣扬武力，而恰恰是在倡导和平。

近日，首届中外青年学生孔子文化周活动举行，在为
期一周的活动中，来自41个国家的留学生参加了丰富多彩
的学习、参观、体验项目，在与中国学生的共学共研中促
进了文化交流、增进了国际友谊。

首届中外青年学生

孔子文化周活动举行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韩群峰 报道
本报嘉祥讯 嘉祥县对县园林环卫事务中心的城乡环

境卫生专项规划项目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通过绩效评
估，建议该项目编制费用招标控制价由67万元调整控制在
46万元左右。这是嘉祥县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生动一例。

嘉祥县通过加强财政资金绩效运行监控、深化重点项
目绩效评价等强化预算约束，夯实预算绩效管理，确定了
20个项目实施重点绩效评价，并做到每个项目全程跟踪。

嘉祥县积极探索开展全成本核算和成本效益分析试点
工作，2021年，选择了城乡环卫公共服务项目作为成本预
算绩效管理试点领域，组织召开城乡环卫公共服务项目全
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座谈会，将成本意识融入预算管理
各环节。在2020年选取2个部门为试点的基础上，2021年将
试点部门逐步扩大到20个，计划到2023年县级部门整体绩
效管理基本实现全覆盖。

为了强化实效，嘉祥坚持既亮“报账单”，也晒“成
绩单”。对2019年嘉祥县园林环卫中心农村垃圾市场化评
价结果为“中”的项目，按照10%的比例压减了该项目
2020年支出预算，实行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
提升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既亮“报账单”也晒“成绩单”

嘉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十一”期间，游客乘坐“运河记忆”游船游览济宁老运河后，兴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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