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刘厚珉 孟杰 报道
本报单县讯 单县徐寨镇的孙凤清准备开一家果蔬冷

藏公司，按照线上操作指南，逐步完成相关信息填写。中
午12时20分提交申请后，等下午查看反馈信息时，发现申
请已被受理。他随即通过实名认证，不到1分钟，系统反
馈审核完成，业务办结。

今年，单县引进智能审批系统，全程电子化新设企业
3042户，占新设立企业总数的97 . 47%。智能审批新模式
下，审批用时较以前平均缩短60%以上。

据悉，过去企业开办审批，在申请人提交申请、经人
工预审通过后，进行签名提交，再次核准后发证，企业名
称、经营范围、企业住所、人员身份等信息审核全流程操
作下来平均耗时30分钟。现在网络智能审核取代人工审
核，通过调取数据库信息自动对企业名称、经营范围以及
人员身份信息等核对，自动推送税务登记、公积金缴纳、
社保登记、医保登记和银行预约开户信息并确认登记信
息，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将企业开办最短时限压缩至10分
钟内办结。

单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王利说，智能审批系统24小
时运行，群众可在自助服务终端全天候打印营业执照，实
现实时申报、实时发照，不仅大幅度降低了办事时间，群
众还可自由安排时间提交申请和打印证照，真正实现了企
业开办“全程网办”“一网通办”“即来即办”。

单县智能审批系统上线以来，累计核发营业执照1100
余张，切实提升了企业开办效率和群众办事的便利度，推
进了智慧政务建设，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单县企业智能审批

用时平均缩短60%

□记者 蒋 鑫
通讯员 韩秀娟 王浩勇 报道
本报菏泽讯 在菏泽市定陶区半堤镇成

海村，伴随着铲车的轰鸣声，一处闲置十多
年的废旧房屋被拆除。“废旧房屋拆除后，
将把土地统一租给村委会建设创业车间。”
成海村包村干部苏承鲁介绍。

新规划建设的成海创业车间已与菏泽诺
克减震器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由村合作社
和企业共同出资建设，用于生产减震器材。
建成后可提供30个就业岗位，年产值600万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可增加10万元。

今年7月份以来，半堤镇结合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对全镇436处空闲宅基地、破旧房
屋，按照宜修则修、宜拆则拆的原则，成方连
片腾出空闲土地170亩，由村党支部领办的合

作社和企业共同出资建设创业车间8个。
“村集体通过资金、资源入股的形式，获

取收益分成，同时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现已有
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等20多个创业项目排队
等待进驻。”半堤镇党委书记陈启志说。

盘活乡村闲置土地，建设创业车间，是
定陶区近年来积极探索推进的、实施乡村振
兴的有效方式之一。目的就是通过盘活乡村
闲置土地资源，引导群众发展工序简单、用工
密集、技术门槛较低的制造业项目，培育壮大
乡村产业，进一步拓展就地就近就业空间，实
现吸引在外能人返乡创业、美化村庄环境、带
动村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壮大村集体经
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一举多得”。

“一方面是农村存在大量的空闲宅基地
和闲置土地，另一方面是部分致富能人想创

业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利用这些闲置土地资
源建设创业车间，为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在
家人员就近就业提供更多机会，加快推动资
源变资产、资产变股金、农民变工人。”定
陶区委书记朱中华说。

定陶区按照区级统建、村社联建、能人
自建、股份共建四种模式重点推进创业车间
建设，并出台多项政策进行支持，鼓励引导
返乡创业人员、乡村能人发展乡村产业，全
区掀起了乡村产业发展的新高潮。

定陶区孟海镇各村都成立了以党支部书
记为主任，返乡创业能人、大学毕业生、退
役军人等为成员的经济发展委员会，积极支
持外出务工人员、本村能人自主创业建设创
业车间，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孟海镇琉璃庙村村民刘少华返乡创业

后，利用村里废旧房屋，建设了一个上下两层
共计1250平方米的车间加工编织袋。由于订
单多，又新增了9个创业车间，直接带动400余
名村民就业，每人月工资5000元左右。

目前，孟海镇基本形成了服装加工、咖
啡棒加工、大蒜分拣加工、编织袋加工、高
精密零部件加工五大主导产业，建设了56个
加工车间、153个加工点，带动8000多名村民
实现家门口就业，平均月工资超3000元。

据悉，定陶区计划在五年内整合各类财
政资金建设创业车间300个以上，扶贫车间改
造提升100个以上，带动企业、合作社、返乡能
人自建600个以上，提供就业岗位5万个以上，
直接带动全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加4500元
以上，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500万元以上，确
保每个自然村都有创业车间、致富项目。

定陶区将盘活闲置土地、建设创业车间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有效方式

资源变资产 农民变工人

□ 本报记者 蒋鑫
本报通讯员 宁效广 朱娜

“老倔筋”变了。为啥？
家住鄄城县凤凰镇花李庄村的李广进，

脾气比较倔，认死理，乡亲们习惯称他为
“老倔筋”。而就在前不久开展的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中，李广进变得“积极”起来，不
仅主动打扫自家房前屋后，还跟着村民一
起，垫路肩、清扫胡同。

去年年初，65岁的李广进在家养起了
鸡、鸭、羊等畜禽。时间长了，住在周边的
邻居们有了意见：畜禽在胡同里随处走动、
四处排便，尤其到了夏天，胡同里满是酸臭
味。邻居们找他沟通多次未果，还经常与李
广进发生言语冲突，为此，镇矛盾调解中心
没少接村民的投诉。

“村干部找他沟通了几次，李广进态度

很强硬，‘我就一个院，不让我养，我吃啥
喝啥？这些牲畜跑到胡同里，又没跑到他们
家，碍着他们啥事了？’”村干部李效祥说。

今年7月份，凤凰镇开始全面排查矛盾
纠纷，派“矛盾调解专家”李振杰来到李广
进家。李振杰和李广进坐一条板凳唠嗑，听
李广进的想法，帮他想出路。经过耐心沟
通，李振杰在村北临近树林处，帮李广进租
了一处闲置地，让他把鸡、鸭搬到那里养。

“你看，这地方租金也不高，邻居不烦了，
我也能继续养了。”李广进笑着说。

自去年9月凤凰镇矛调中心改建启动后，
将矛盾调解工作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相结合，
推动信访、综治、司法、退役军人服务站等部
门联合进驻，成为接待信访、化解矛盾的一站
式受理中心。该镇还吸纳20名镇级网格员，联
合40余个村级“矛盾调解专家”，成立60人的
镇村“矛盾调解专家”团队，化解基层矛盾。

在酒店张村的乡村卫生室，有位“医生
大姐”，同时也是矛盾调解员，在给村民治
疗疾病的同时，替村民“治疗”矛盾。她，
就是吴随芹。

“村里为方便我开展调解工作，专门设
立了一间调解室，但我很少用。”吴随芹
说，村民一走进调解室就不自在，所以她把
卫生室当成调解室，在给村民看病查体、寻
病的过程中，就把矛盾化解了。

村民老李肠胃不舒服到卫生室拿药，看
诊时吴随芹了解到，老李原来是因为和自己
几十年的“老伙计”老王闹僵了关系，气得
身体不舒服。

“在看诊过程中，我慢慢劝导老李，让他
注意身体。随后，我给老王打了电话，进行劝
解，没过几天，两人就和好如初了。卫生室里
人来人往，聊的都是家长里短，听到谁家有矛
盾，我就劝几句。”吴随芹笑着说，她若知道谁

家有矛盾，她会以免费测量血压、血糖为由，
让村民来到卫生室，借着查体调解矛盾。久而
久之，吴随芹的卫生室也“火”了起来，一些村
民专门跑到卫生室找她排解矛盾。

在2019年，“爱管闲事”的吴随芹被选举
为村妇女主任。除了日常工作外，她一如往
常地在卫生室一边给村民看病，一边当好倾
听者和开导者。

“矛盾调解进了村，专人又‘专’
心。”对于较为复杂的信访问题，镇矛盾调
解中心邀请了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
等威望较高的乡贤，组成了志愿服务团负责
沟通协调，参与群众信访问题矛盾纠纷化解，
和群众面对面谈心，以聊家常的方式解开双
方“心结”。自4月份以来，凤凰镇共排查出35
起矛盾纠纷，仅在村里就化解了30起，村级化
解率在85%以上，有效形成了信访部门齐抓共
管、“专家”齐参与的信访维稳格局。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刘考勇 赵考壮

10月31日，菏泽市经济社会发展现场观
摩工作会议举行。郓城县牢牢把握“跨入全国
百强县”目标定位，“实”字当头，“敢”
字为先，突出抓好项目建设，让项目落实落
地，把产业做大做强，使县域经济活力迸
发，给与会观摩者留下深刻印象。这是菏泽各
县（市、区）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

“腾笼换鸟”

引来“金凤凰”
项目投产不到四个月，累计完成出口额

1 . 2亿元，截至目前，是郓城县出口额度最
高的外向型企业，这就是山东郓城建星。

山东郓城建星智能交通设备专用车项
目，是郓城县“腾笼换鸟”的成功案例。在
郓城原木制品产业园区2 . 5万平方米闲置厂
房上，75天建成投产，刷新了郓城项目建设
新速度。

项目总投资3 . 2亿元，采用国内先进的
数控切割、自动焊接、冲压等流水线生产设

备，年可产5000辆智能交通设备专用车。产
品主要出口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数个国
家。结合产品市场需求，山东郓城建星启动
二期建设项目，规划建设1 . 7万平方米高标
准厂房，安装行业内领先的自动化生产设
备，年产智能物流港口运输车2 . 1万辆。

请走“小麻雀”，引来“金凤凰”。
为破解土地制约瓶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培育发展新业态新经济。郓城县大力开
展“腾笼换鸟”，持续推进批而未供、供而
未用、低效土地盘活利用，积极利用闲置土
地和厂房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在减少土地资
源浪费、节约投资者资金的同时，使闲置厂
房重新焕发生机，切实提高了土地集约利用
水平。今年以来，共盘活土地9宗249 . 7亩。

在“腾笼换鸟”等政策支持下，高质量
项目纷纷聚集郓城。山东中为电子科技项目
是郓城今年重点引进的新兴产业项目之一。

公司负责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司留启介绍：“我们公司是致力于研
发、生产及销售微电子封装元器件产品的综
合性公司，集粉体、基板、金属化全产业链
于一体，产品主要应用在军工、手机、电
脑、高铁等各个领域。作为芯片行业配套的

元器件、集成电路封装项目，有力地突破了
外国在芯片领域对我国的技术限制，符合国
家战略定位，可实现关键材料国产化。”

补链强链实现

与央企合作“零突破”
产业兴，关键在产业链强。围绕“补链

强链”，郓城县积极推动“以商招商”模
式，通过现有企业向上下游合作企业宣传推
介郓城，全力促进正尚车轮与一汽集团深度
合作、好朋友生物科技与中国林业集团合
作，一批大型国企、央企即将落户郓城。

长春一汽富维山东基地轻量化汽车轮毂
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该项目由本地企业
正尚车轮通过与央企合作，实现企业自身发
展的“凤凰涅槃”，也开启了郓城县传统主导
产业与央企合作实现提档升级的新路径。

长期以来，郓城县在汽车零部件产业发
展上，有着便利的区位交通、充足的原材料
供应和雄厚的技术人才储备等优势。正尚车
轮充分发挥地方优势，长期与长春一汽富维
等大型央企、国企保持供应关系。

长春一汽富维作为中国第一家车轮制造

企业，是国内车轮行业龙头。在捕捉到长春
一汽富维有在全国布局产能的战略计划后，
为推动郓城机械制造产业延链补链，郓城招
商团队多次与长春一汽富维对接洽谈。阐明
项目布局郓城在原料、加工、政策等方面的
优势，积极帮助正尚车轮与长春一汽富维谋
划合作方式，并迅速促成双方达成合作意向
签订协议，将原来的供应商关系变成了合作
关系。

该项目总投资2 . 5亿元，新增轻卡车轮
生产线和型钢车轮生产线各一条。项目采用
央企技术支持，产品主要为中国重汽、东风
商用等主机厂供货，同时销往欧洲、东南
亚、中东等地。投产后，正尚车轮的产能将
由年产80万套轮毂提高到年产480万套，成为
华北最大的汽车轮毂生产基地。

该项目的成功落地，标志着郓城县第一
次引入大型央企，实现当地企业与央企合作
零的突破，为今后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提
供了新的路径和模式。

激发新活力，汇聚新动能。今年1—9月
份，郓城县共签约过亿元项目41个，总投资
126 . 75亿元；除房地产外，在建过亿元项目
59个，总投资450 . 37亿元。

“实”字当头 “敢”字为先

41个过亿元项目签约郓城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现场观摩

矛盾调解进了村，专人又“专”心
鄄城县凤凰镇85%矛盾纠纷化解在村民家门口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王帅 报道
本报菏泽讯 10月25日，2022中国牡丹之都(菏泽)卓越

贡献奖和“花开盛世”牡丹系列奖项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
举行。记者获悉，卓越贡献奖为奖励对菏泽市牡丹产业和牡
丹文化艺术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团队；牡丹系列奖
项评选包括7项，分为牡丹产业发展和牡丹文化艺术两类。

为进一步推动牡丹产业和牡丹文化艺术繁荣发展，持
续塑造提升“中国牡丹之都”品牌影响力、美誉度，菏泽
市自2020年起设立中国牡丹之都(菏泽)卓越贡献奖和“花
开盛世”牡丹系列奖项，并每年组织开展一次评选活动。

2022中国牡丹之都(菏泽)卓越贡献奖评选拟于2022年
年初启动。根据《中国牡丹之都(菏泽)卓越贡献奖评选奖
励办法》，计划评出牡丹文化艺术类、牡丹产业发展类各
1名获奖个人或1个获奖团队，税后奖金各30万元。

该奖项的评选范围是国内外在牡丹栽培育种、科技研
发、商业模式创新和牡丹文化艺术创作生产等方面取得突
出成绩，为菏泽牡丹产业和牡丹文化艺术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个人或团队。

“花开盛世”2022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牡丹系列奖项
评选活动延续上届体系框架，包括7项评选，分为牡丹产
业发展和牡丹文化艺术两类，各项评选设最高奖，奖金各
10万元。

2022年5月中旬，菏泽市将举办中国牡丹之都(菏泽)颁
奖盛典，对2022中国牡丹之都(菏泽)卓越贡献奖和“花开
盛世”牡丹系列评选获奖者进行集中颁奖。

2022中国牡丹之都卓越贡献奖

牡丹系列奖项评选启动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梁文康 杜江华 报道
本报菏泽讯 10月26日，在菏泽海关办结通关监管手

续后，山东菏泽天一农业有限公司的26吨植物调味料发运
出海，销往马来西亚，这是菏泽市首次向海外市场出口调
味料产品。

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拥有对美食的向往，而调味料正
是打开味蕾的“金钥匙”。走进天一农业有限公司的生产
加工车间，各种调味料散发出的醇厚香味萦绕不绝。花
椒、大蒜等原料经过清洗、粉碎、混合、干燥等环节，化
身为质优味美、香气馥郁的植物调味料。

菏泽地处中原，文化底蕴深厚，对调味料的传承也有
着悠长的历史，形成了当地独特的“味觉文化”。随着国
际贸易发展和物流产业成熟，以及海外市场对“中国味
道”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调味料出口业务蓬勃发展，市
场体量不断扩大。

菏泽海关了解到企业出口意愿后，选派业务专家指导
完善公司内部管理和出口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在企业取得
资质备案、赢得海外市场订单的同时，协调解决首次出口
遇到的疑难问题，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我们有信心推出更丰富的系列产品，争取更多出口
订单，拓展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公司负责人徐卫国说。

菏泽味蕾“金钥匙”

首次“走”出国门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皇甫燕飞 报道
本报菏泽讯 10月25日下午，在菏泽市定陶区

黄店镇邵集村，10多名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不顾
田间泥泞，挽起裤腿，俯身忙碌着掰玉米、装袋、
扛玉米、砍秸秆、运秸秆。

“俺家的地势低，虽然镇村干部帮忙挖通了沟
渠排水，但还是有些积水，收割机不能进田地，以
至于这三亩多玉米比俺们村其他户收得晚。”60多
岁的邵建平感激地说，“这些天我是愁得吃不下
饭，睡不好觉。亏了村干部还有志愿者帮忙，不然
这些作物就烂在地里了，还不能及时种小麦，这一
耽误就是两季作物啊。”

前段时间连续降雨，对秋收秋种造成极大影
响。黄店镇组织1000余名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深
入田间地头抢农时，结对帮助老弱病残、孤寡等弱
势群体收玉米、施化肥、翻耕土地、种小麦等。

“农民一年到头最期待的就是丰收，今年雨水
大，我就想着组织村里的党员和志愿者抢收抢种，
尽可能地帮助群众减少些损失。”邵集村党支部书
记任丽说。

“黄店镇针对群众秋收秋种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分类施策进行指导，对个别无法机收的地块，抢
抓农时和近期天气好转的有利时机，在50个行政村
分别组织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进行人工抢收。”黄
店镇党委书记王奉波介绍，“我们同时还组织技术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应对措施，加快秋收
秋种进程，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应种尽种。”

志愿活动暖人心

秋收秋种解民忧

□蒋鑫 房正 报道
10月29日下午，鄄城县李进士堂镇杏花岗完小教师王春燕（右一），正在教学生练习商羊舞。国家级非遗商羊舞发源于黄河流域，以鄄城

县李进士堂镇杏花岗村为代表。近年来，鄄城县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结合起来，推动各中小学充分利利用本地文化资源优
势，开设舞龙、商羊舞、国学经典诵读等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让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做到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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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陈天翔 报道
本报东明讯 “用电报装太方便了，报装环节流程清

楚明了，服务也很用心，我非常满意。”日前，在国网东
明县供电公司营商环境办公小组的工作人员电话回访时，
菏泽中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红生，给出十分满意
的评价。

9月24日，菏泽中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通过“网上国网”
App提出新装申请，供电公司客户经理与客户进行联系，当
天组派“1+N”专属团队开展现场勘查。

该公司位于东明县武胜桥镇返乡创业园。经勘查，附
近电源点满足用电需求，无需电力外线工程施工。客户经
理现场使用移动作业终端完成供电方案答复，客户同步使
用“网上国网”App查看企业典型设计方案、验收标准及
工程造价参考，自主选择受电工程设计和施工单位，并完
全以推荐的250千伏安台架式变压器典型设计方案为工程
标准。10月11日，客户内部工程全部竣工，供电公司当日
为客户完成接火送电并签订供用电合同。客户通过“网上
国网”App给予本次报装用电5星好评。

今年以来，国网东明县供电公司全面落实上级供电部
门关于电力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围绕减少办公资料、压
减办电环节、提高办电效率、降低办电成本、公开办电信
息、健全监督评价机制、提高供电可靠性，推进各项便民
举措落地实施，以实现客户“零感知”办电、“零投资”
用电为目标，持续提升供电服务水平和客户“获得电力”
感知，全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赢得广泛好评。

“外卖配送”式服务

助企快捷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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