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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薄克国

“最近我想新设立一个大数据产业有
限公司，经营项目比较多，以前办理营业
执照，得在经营范围查询系统里搜索半天
才能找全，现在系统能根据企业名称中的
行业用语，自动推荐相关的经营范围，还
直接提供相应的申请材料，真是太省事
了。”青岛某公司法人王女士说。

10月8日起，申请人登录青岛市企业
开办智能一体化平台申报企业名称时，系
统可根据填报的行业用语，主动推送该行
业相关经营范围供申请人选择。同时，智
能推荐与申请企业类型相对应的提交材料
标准化文本，进一步解决了申请人“填报
难”、登记机关“规范难”的问题，提升
了申报的准确度、便利度，青岛市企业开
办更加规范便捷。

“自助查询”升级为“打包配送”。

以往申请人申报经营范围，只能在经营范
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录入关键词，检索经
营项目并逐条勾选，时常出现申请人不知
道应该搜索哪个关键词、选择的主营经营
范围与名称行业用语不匹配的情况。

“索引式”智能导办服务整合企业
名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经营范围
三大标准数据库，对全网1 . 2万余个名称
行业用语进行分类，同时梳理出生活服
务、医药健康、食品餐饮、商贸零售等
16个大类、113个小类的2300条常见经营
范围，并将二者一一匹配并建立关联。
如：名称行业用语填报“货运代理”，
系统自动向申请人推送“运输代理(不含
航空客货运代理服务和水路运输代理)；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
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主营经

营范围供申请人选择。
“索引式”智能导办服务上线后，

“能办什么”一目了然、一键点选，降低
了申报难度，申请人不必反复输入多个关
键词进行检索，解决了办事群众理解偏
差、名称行业用语与主营经营范围不匹配
而导致的不能一次性通过审核等问题。

“按图索骥”升级为“专属定制”。在提
供办理各类市场主体登记业务表格材料的
基础上，“索引式”智能导办服务还推出个
性化定制服务，系统根据申请人选择的企
业类型作出智能判断，精准推送与之相适
用的章程、股东会决议等全套申请材料。
如：企业类型选择“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自
动推送股份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等特定的表格或材料，申请人无需查找“办
事指南”“文件下载”即可获知获取相关资
料模板，大幅节省了申报时间。

“事项 分 离 ” 升级为 “ 无 缝 衔

接”。“索引式”智能导办服务同时实
现了青岛市审批监管一体化平台与经营
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的并网关联，将
“证照分离”“双告知”“多证合一”
等事项的统一编码与经营范围规范表述
挂钩。为申请人提供经营范围智能提示
后，系统直接将该企业经营范围所对应
的“证照分离”等事中事后监管事项推
送至青岛市审批监管一体化平台，促进
了登记注册、审批许可、信息归集公
示、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机无缝衔接，为
加快构建简约、透明、规范、高效的市
场准入机制和运行管理机制提供了技术
保障。

截至目前，青岛市审批监管一体化平
台已入库事项890项，市、区两级300多个
部门进驻使用，通过企业开办智能一体化
平台向审批监管一体化平台推送企业信息
230余万条。

青岛推行“索引式”智能导办服务

“自助查询”升级为“打包配送”

■编者按 为让线上政务服务更方便、更好用、更智慧，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我省各地进行了有益探索。青岛市推行

“索引式”智能导办服务，“自助查询”升级为“打包配送”，企业开办更加规范便捷；兰陵县“兰陵首发”App上线两年

来，实现了“一网通办”，累计为民办事8 . 5万件。

□ 本 报 记 者 杜辉升 纪伟
本报通讯员 贾传龙 冯磊

10月15日，在兰陵县“兰陵首发”
App业务办理中心，办事员陈磊将一个电
话号码输入了回复栏中。原来，在半小时
前，一位群众在“兰陵首发”App上发布
信息，询问长城镇党政办公室的办公电
话，这条信息经过平台分发后转到了陈磊
手中，很快获得了回复。

“问讯类的信息比较好处理，所以
我们规定的回复时限是半日，群众反映
的其他问题根据复杂程度，办结时限一
般在3天至7天，涉及法律诉讼的问题受
限于司法程序，办结时限是1个月。”据
陈磊介绍，这款政务App于2019年10月上
线，设置了“我有话说”“企业有话
说”等栏目，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了表达

诉求的新渠道。兰陵县还把“12345”热
线以及微博、微信、贴吧等网络平台反
映的问题，统一交“兰陵首发”办理，
实现了“一网通办”。

由于权责不明等原因导致办理受阻超
出规定时限的，督办员张扬就会前往现场
实地考察。“例如城区噪音扰民问题，一
度是平台上的高频问题。”张扬告诉记
者，由于噪音扰民问题涉及综合执法、生
态环境两个部门，在督办过程中，便邀请
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场办公，合力厘清
了执法边界，解决了这一问题。

针对重复办理或办理不满意的诉求工
单，平台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督办。
对敷衍塞责、办理效果不好、群众不满意
的，通过电视“问政”栏目进行媒体曝
光。每月上中下旬，平台都要分别晒出一
份“最佳工单”，并不定期晒出“最差工

单”，对相关单位进行公开。平台还推出
了“首发接访”功能，群众可在线约访县
委书记和县长。

为了保障平台高效运转，兰陵县纪委
监委成立了工作专班，全过程参与“兰陵
首发”诉求工单的办理，对在处理工单中
推诿扯皮、慢作为、假作为、不作为的人
和事进行追责问责。去年，因为对“兰陵
首发”上的群众诉求办结不力，兰陵县共
问责处理28人。

据了解，“兰陵首发”平台上线两
年来，兰陵县委、县政府一直把“兰陵
首发”建设纳入“一号工程”来抓，抽
调38名业务骨干专门负责“兰陵首发”
运行、维护。各乡镇(街道)、县直部门单
位也设立“首发办公室”，明确2至3名
人员专门负责“兰陵首发”工作。

“群众在‘兰陵首发’上反映的所

有问题都会向社会公开，办理进度让
全民来围观，形成舆论压力后，会加
速促进问题的解决，也能反过来提升
政府的公信力，这对于走好网上群众
路线至关重要。”兰陵县委书记王康
亮介绍。在兰陵县走访过程中，记者
还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由于“兰陵首
发”App获得群众广泛认可，许多群众
在遇到邻里纠纷等问题时，双方会选
择一起将纠纷内容发布到平台上，请
大家评理。

多方合力为群众办实事，有力推
进了各类问题的解决。截至今年 8月
底，在人口110多万的兰陵县，平台注
册用户达4 3 . 8万人，累计为民办事8 . 5
万件，还获评“全国智慧治理优秀创
新案例”、山东省“改革品牌”。

“兰陵首发”两年为民办事8 . 5万件
实现“一网通办”，为群众提供表达诉求新渠道

□记 者 李 勇
通讯员 赵东山 报道

金秋时节，沂源县悦庄镇的山楂迎来收
获期，果农们加紧采摘、销售。

近年来，沂源县悦庄镇积极以“企业+
基地+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山楂等果品
规模化种植，以订单种植、保护价收购的方
式，带动果农增收。

金秋山楂红

□ 本报记者 李丽

小区里乱停乱放难题怎么解，社区独居
老年人如何吃上热乎饭，市场门口的消防通
道被商贩占用怎么办？……老百姓在日常生
活中遇到的烦心事、操心事呼唤基层治理的
“智慧”。如何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
乡社区治理，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重要课题。记者采访了
解到，济南市找到了一条基层社会治理的
“协商路径”，即依托各个街道办的政协委
员联络工作室，挂牌成立“商量工作室”，
政协委员、居民代表、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
等各方面代表共同坐下来“商量”，协调各
方解决老百姓的诉求，有效化解了社会矛
盾，基层“商量”解决社会治理问题。

9月25日，在济南市槐荫区最大的小商
品批发市场——— 西市场的东门口，三四米宽
的过道往来畅通，地上的消防黄线很清晰。
记者观察了半个小时，未见沿街商铺“伸舌

头”，也没有人私自摆地摊。“你要是两年
前来这里看看，那叫一个堵啊，摊子摆得到
处都是，没想到经过‘商量’就治理得这么
好，保持两年了。”住在附近的市民刘女士
告诉记者。

刘女士所说的“商量”是由济南市政协
创办的协商民主创新形式。2017年11月济南
市政 协 出 台 《 “ 商 量 ” 工 作 规 程 （试
行）》，提出了政协工作融入社会治理的思
路。2019年济南市委办公厅印发《济南市开
展“商量”的实施办法（试行）》，提出加
强上下联动，推动“商量”向基层延伸，各
区县建好用好“商量在区县”平台，镇（街
道）和村（社区）等探索利用“商量”平台
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2020年10月28日，济南市政协印发《关于建
立商量工作室推进“商量”工作与社会治理
深入融合的意见》，在全市推进商量工作室
建设，在市政协、各区县政协和镇(街道)政
协委员联络工作室以及市政协各界别或界别

活动组中建立商量工作室。
基层协商是如何与政协协商相融合，

通过“商量”转化为社会治理实效的？以
槐荫区西市场门口100米消防通道治理为
例，街道一级的商量工作室首先组建“3+
X”调研团队。“3”是三方力量，即辖区
政协委员，消防大队、派出所、执法中队
等相关职能部门代表，街道社区工作人
员；“X”是业户代表、居民代表等。调
研团队共由20余人组成，通过深入现场调
研掌握第一手情况，采取圆桌会议的形
式，组织协商主体共同“商量”，最终达
成共识：由办事处协调围挡管理，保证消
防通道畅通；由消防大队按照消防通道设
置要求指导办事处在商户门前划定黄线，
与商户约定今后必须在黄线内经营，不得
越界；由消防大队指导办事处组织小商品
市场进行消防演练；由市场监管所、执法
中队和办事处牵头组织商户签订“门前三
包”协议，并监督商户严格执行。“‘商量’现

场一度讨论得很激烈，各说各的，我们便站
在老百姓的角度给大家解释和做工作。”槐
荫区政协委员何林咏说。

历下区东关街道长北社区通过“商量”
解决了老年人午餐问题，设立了“长者食
堂”；为助力玫瑰产业发展，市政协通过商
量平台得到了政府部门支持，成功增选平阴
玫瑰为第二市花……自2017年11月该项工作
开展以来，居家养老、城市绿道建设、智慧
社区、疫情防控等30多个专题的“商量”结
果，有效转化为社会治理实效。

“我们要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机
衔接。”济南市政协主席雷杰表示，市政协
探索政协协商同社会治理深入融合的新形式
新途径，打造委员履职的新载体、联系群众
的新纽带、团结联谊的新平台，将进一步研
究、探索实践协商到基层的工作，把人民政
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参与基
层治理的实际效能。

有事好“商量”办好基层事
济南探索将“商量在区县”协商机制转化为社会治理实效

王金鉴1965年出生于山东诸城
一个普通农村家庭，1981年到程戈
庄卫生院工作，做了20年药剂师。
他数次临危受命，先后在4个乡镇
卫生院担任院长。

2001年，王金鉴担任诸城市桃
园乡卫生院院长。上任第一天，看到
石块和垃圾散乱地堆在院子里，墙
缝中有多处老鼠洞，患者挤在脏兮
兮的小平房里，他找来铁锨筐兜，默

默地清理起来。几个年轻职工看到，也纷纷加入。
两年后，王金鉴又接手了辛兴卫生院。这家卫生院濒临解

体，群众“大病不敢来，小病不愿来”。王金鉴主持建成了新门
诊楼，又聘请专家坐诊、带教，派本院医生出去进修，该卫生院
医疗水平迅速进入全市农村卫生院前列。

辛兴镇山东村伤残军人刘淑臻，因
病痛折磨心情不佳，和值班大夫争吵。王
金鉴经常抽时间陪他聊天，帮他买饭、打
水。后来，老人看病、换假肢、家里有难题
都找王金鉴。2009年，王金鉴调到百尺河
卫生院，刘淑臻就跟到百尺河。王金鉴调
到龙都卫生院，老人又跟着过去。

2014年，王金鉴被诊断为肝癌晚
期。2015年8月去世，年仅50岁。

（□朱军 赵琳）

王金鉴：
基层卫生干部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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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叶翠，1955年出生在山东章
丘，1976年到山东省地矿局工作。
1988年，由于工作调动，陈叶翠成
为济南市历下区甸柳街道第一社区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甸柳一居是全市人口最密集的
小区之一。进入社区第一天起，陈叶
翠就到处走访。她随身带着一个小
本子，仔细记录群众需求。到社区工
作以来，这样的本子记了70多本。

2004年10月，陈叶翠被推选为
社区党委书记。她积极协调几十家单位与社区合作；她跑遍
辖区单位，筹资建成数百平方米的创业一条街。在她的努力
下，甸柳一居成为济南首个“零失业社区”。

2012年，陈叶翠被查出患有恶性肿
瘤，手术两个月后，她就回到了社区，
跟在社区内从事棚户区改造的开发商
“拍桌子”，使其十几次修改设计方
案，直到居民满意。

2017年11月11日，陈叶翠因病去
世。11月24日，陈叶翠被追授为“齐鲁
时代楷模”。她投身社区工作，用真心
换真情，以党心聚民心，赢得了群众信
任。 （□朱军 赵琳）

陈叶翠：
投身社区工作 用真心换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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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已经在乡镇工作的苏
庆亮服从组织安排，回到家乡泰安
市岱岳区天平街道大陡山村工作。

当时的大陡山村是远近闻名的
穷村乱村。苏庆亮广泛搜集信息，
探索致富之路。最初，他在村里推
广麦田套种菠菜，由于没达到质量
要求，公司不收，村民们把种植的
菠菜都堆到了苏庆亮的家门口。

苏庆亮愧疚万分，但他没退
缩。正好赶上市里出台绿化扶持政策，他全力投入绿化工
程。几年间，大陡山村绿化荒山1500亩。同时，苏庆亮和两
委班子成员建了10亩苗圃园，年底就盈利5万元。他又把发
展目标瞄向茶园种植，并注册了“泰山极顶茶”商标。

2009年，全省统一组织招考乡镇公
务员，苏庆亮被录取。村民们选派了10多
位代表去请愿，坚决要求他留在大陡山
村。苏庆亮最终选择留下。在职期间，他
还放弃了两次回机关任职的机会。

2016年3月，苏庆亮任岱岳区扶贫
办公室副主任。仅用3个月，他就跑遍
了17个乡镇的82个贫困村。2016年7月24
日，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塞，苏庆亮
猝逝在工作岗位上。（□朱军 赵琳）

苏庆亮：
一片初心托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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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1987年出生于河北吴桥，
17岁时，他成为武警山东总队临沂
支队的一名战士。

凭着不服输、能吃苦的韧劲
儿，张楠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特战队
员，多次立功获奖。2014年9月，
武警山东总队接到通知，选拔特战
队员赴索马里执行使馆警卫任务。
最终，在500多名备选人员中，张
楠以24科总评第一的成绩，成为赴

索马里担负警卫任务的8名成员之一。
2015年2月12日，警卫小组抵达索马里。他和战友们冒

着危险，完成各项警卫任务100多次。
2015年4月14日，中国驻索马里大

使馆附近的索马里教育部遭到恐怖袭
击，张楠在警戒观察时，被一颗流弹击
中左胸。

伤口刚痊愈，张楠就重返战斗岗
位。三个月后，使馆租住的半岛皇宫酒
店发生汽车炸弹袭击，张楠被巨大的爆
炸冲击波掀翻，颈动脉受伤破裂，因伤
势过重，于2015年7月26日壮烈牺牲，
年仅28岁。 （□张静 赵琳）

张楠：
一腔热血写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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