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建设“执政为民、廉洁高
效”地税机关，进一步提升纳税
服务质效，章丘市地方税务局根
据省、市地税局关于优化纳税服
务的要求，结合实际，创新举
措，在全局推行“双十”服务工
程。第一项内容是“十个一”便
民服务措施，即送达一份派工
单、发放一张明白纸，安排一名
税收优惠政策辅导员、联系一户
重点税源企业、举办一次税收政
策讲解会、设立一个税收辅导
岗、提供一次服务提醒、设置一
个二手房交易纳税服务窗口、开
通一条绿色办税服务通道、送达
一份《税务稽查自查通知书》。
第二项内容是十项便民服务制
度，即局长服务日制、办税公开

制、文明办税制、首问责任制、
AB 角工作制、一次性告知制、
限时服务制、延时服务制、办税
预约服务制、服务承诺制。

为将“双十”服务工程全面
落实到位，该局根据纳税人需
求，对各项服务措施和服务制度
制定了相应的工作配档，明确完
成时限、工作目标、责任人、质
量考核等内容，将这项工作列入
年度全方位目标管理考核项目，
确保安排到位、机构到位、人员
到位、监督到位、质量到位、考
核到位，切实推动纳税服务实现
“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事
好办”的质量格局，全力打造地
税部门优质服务品牌。

(郑洪树)

章丘地税推出“双十”服务工程 打造优质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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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洪涛
通讯员 梁凤华 报道

本报临沭讯 临沭有条牛腿沟，沟小“名
气”大，其“脸色”是检验全县企业排污的“晴
雨表”。为有效减轻牛腿沟的环境负荷和治污
压力，临沭县积极引导、大力扶持企业在工
业污水循环“回用”上做文章，污水“变
身”新水源，最大限度减少了环境危害。

4 月 20 日，记者在临沭县金沂蒙集团

采访，集团董事长张超指着刚刚改造提升完
毕的循环冷却水系统对记者说，“这套系统
可把工业污水回用到生产上，完全实现了厂
区内部水循环，隔绝了与牛腿沟的连接，每
年还可为企业节约资金 260 万元。”

临沭县确立了五大循环经济产业集群，
重点扶持 20 家用水大户企业建成中水回用
工程。目前，全县企业污水经处理回用率达
到 80% 以上，年可节约用水 4528 万吨。对

其余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全部进入城市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

去年该县投资 4000 万元对县里原有的
两座污水处理厂进行升级改造和管网配套铺
设，进一步削减水中 COD ，使污水处理厂
出水由二级标准升级到一级 A 标准。目
前，该县两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能力达到
5 万吨，全县 95% 以上的污水都经过了处
理。

临沭八成企业污水经处理回用
年可节水 4528 万吨

□通讯员 钟文峰
记 者 魏 东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将土地托管给宏图专
业合作社，不仅每亩地每年能拿 500 元租
赁费，还能省出时间到企业打工，比自己
种田划算多了！”近日，谈起“土地托
管”，广饶县丁庄镇三岔村村民孙永华乐
得合不拢嘴。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土地

托管”新模式应运而生。广饶县本着“加
入自愿，退出自由，服务自选”的原则，
设计了“全托”、“半托”、“股份合
作”等多种模式，实行规模化种植、机械
化耕作。许多头脑灵活的农机户，瞅准了
“代耕、代种、代管”的商机，公开承揽
种田业务，忙完自家地里农活之余，帮助
邻居或邻村群众忙农活，赚点“外快”。
这样一来，外出打工的农民安心在外挣

钱，不用担心田地撂荒变瘦，年终时还能
拿到“红包”。

为调动农户购买农机的积极性，广饶
县严格落实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共争取
到各级农机项目资金 1700 多万元，直接拉
动农民投入购置农机具的资金达 5600 余万
元，仅 2009 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受益群
众就达 745 户。

这个县采取转包、互换、租赁等多种

形式，集中流转土地，使其向优质农产品
基地、农业龙头企业和种植养殖能手、大
户集中，实现了土地增效、农民增收、粮
食增产的多赢。农机户孙玉凯说：“以前
农忙时，拖拉机、收割机东奔西颠，把油
都耗在路上。土地托管连片耕种，农机有
效工作时间增加，仅油料就降低 20% 左
右。”目前，全县“土地托管”模式涉及
农户数千户，流转经营土地 8 万多亩。

农民安心打工 土地稳步增产

广饶农业机械化催生土地托管

□ 本报记者 申红 廉卫东
本报通讯员 原纲 刘佳伟

4 月 26 日，记者在烟台市芝罘区养老
服务中心看到，这个担负着全区居家养老
服务工作指导监督、养老机构加盟单位管
理考核，负责全区 157 名特殊老人养老服
务的部门，竟只有 4 名工作人员。

政府人员精简，工作还能顺畅进行，
很大程度是因为采用了“政府购买服务”
的做法。区养老服务中心主任姜树增对记
者解释说。

何谓“政府购买服务”？他说，就是
政府将原本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拨
款或招标的方式，交给有资质的社会服务
机构完成，并根据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
费用。

从 2006 年开始，芝罘区从养老入手，
率先开始了“政府购买服务”尝试，目前
这一尝试已扩大到教育培训、健康医疗、
环卫保洁等多个领域。

面对现有公共服务体系覆盖面小、供
给不足的现实，“政府购买服务”被视为
一剂良药。截至目前，芝罘区政府已购买
各种公共服务总额达 2 . 8 亿元，每年节约
财政支出 8000 万元左右。

从“养人办事”到“办事养人”

2006 年，芝罘区决定为全区年满 60 周
岁以上生活困难的孤老遗属、省级以上称
号的劳动模范、烈属等七类老人提供居家
养老服务。按传统做法，增加一项新工
作，首先会由民政部门给养老服务中心划

拨经费，再由中心组织人员实施。但采用
这种传统做法，可能出现两个问题：一是
民政干部不一定懂得怎样服务；二是需要
新招聘工作人员，导致机构膨胀。

“政府购买服务”解决了这个难题。
当年 6 月，芝罘区养老中心与专业的养老
服务机构“乐万家”养老服务社签订协
议，老人们的养老服务工作由“乐万家”
提供，养老中心以每小时 7 元的价格支付
费用。“乐万家”养老服务社主任邵爱萍
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他们已累计为老人
提供了近 24 万小时的养老服务，政府为此
支付服务费用近 170 万元。

据了解，目前，这种做法已在芝罘的
教育培训、养老医疗、环卫保洁等多个领
域推广，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购买
服务，芝罘区已为 1 . 2 万余人次进行了创
业和就业培训，为 3 万余人开展了社区医
疗体检，为 68 万人建立了健康档案……群
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均得到了较好解决。

“专业服务”取代“政府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开始之初，不少人
曾对此有两大疑虑：一是提供服务的机
构，能否保证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二
是群众能否像信任政府服务一样，信任市
场手段提供的公共产品？

新模式运行至今，这两个疑问都得到
圆满解答。

林韵波是芝罘区劳动就业办公室主
任，承担着全区失业职工、失地农民的培
训任务，每年有近 30 0 0 人在这里“回
炉”。林韵波坦承，承担这项工作压力很
大，因为“这些培训没有门槛，只要愿意
都可来报名，很多人基础很差；但培训后
有统一考试，参加培训的人必须达到一定
的水平才能获得通过。”

事实是，近几年芝罘区的此类培训始
终保持较高通过率，群众反响也很好。林
韵波认为，这应归功于对培训采取了市场
化购买的方式。从 2007 年起，芝罘区开始
对全区的就业培训工作采取市场化招投标
方式，先由劳动部门制定当年的培训计划
和教学大纲，再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招投
标，选择合适的培训机构。

烟台商务职业学院去年中标了芝罘区
的农民工培训项目，承担了 416 名农民工
的培训工作。项目负责人高强告诉记者，
尽管政府对培训的质量要求很高，他们还
是很好地完成了培训。

需求决定市场。政府购买服务的行
为，促进了各种民营服务机构的大发
展。邵爱萍告诉记者，以前很多老人对
居家养老这个新事物不接受，对上门服
务的员工不信任。现在，“乐万家”的
知名度明显上升，面向社会的养老服务
也干得风风火火。据统计，从 2007 年至
今，芝罘区民营服务机构数量增长了近
4 成。

政府由“操办”变“管理”

“具体事务由专业机构提供，我们主
要管住服务质量。这样就从过去很多事务
性工作中腾出手来，把更多精力放在全区
养老事务的管理和引导上。”对于购买服
务带来的变化，姜树增这样总结。

姜树增切身的感受是，“工作看似减
少了，但实际上却更忙了。”

为了把住服务质量这个最重要的关
口，养老服务中心要邀请辖区内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同中心工作人员一起组成
了“质量评估小组”，每周一次对机构提
供的服务进行登门走访，依据投入、效果
和居民满意度等 5 个指标，对中标机构提
供的服务进行评估，填写《服务评估
表》，最后再根据评估结果对承包单位进
行奖优罚劣。

记者看到，居家养老服务总部正在开
工建设。姜树增介绍说，服务总部建成
后，将吸引不同行业门类的企业进驻设
点，共同为辖区内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
推动居家养老服务走向规模化、专业化方
向。

由于引入了竞争机制，政府资金的使
用效率明显提高。林韵波告诉记者，采用
政府购买服务的新模式以来，芝罘区每年
节约的财政支出在 8000 万元左右。

【阅读提示】 “政府购买服务”就是政府将原本直接提供的
公共服务，通过拨款或招标的方式，交给有资质的社会服务机构
完成，并根据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费用。

从 2006 年开始，芝罘区从养老入手，率先开始了“政府购买
服务”尝试，目前这一尝试已扩大到教育培训、健康医疗、环卫
保洁等多个领域，目前已购买各种公共服务总额达 2 . 8 亿元，每年
节约财政支出 8000 万元左右。

芝罘区 2 . 8 亿元服务外包，年节约财政支出 8000 万元———

政府购买服务，买到了啥？

□马景阳 郭炉
左效强 报道

本报沂源讯 4 月 10 日，沂
源县鲁村镇南官庄村公开栏里，
村级财务月结承诺书如期公示。
“你看，俺村 3 月份 31 笔收支账
每一笔都清清楚楚，老老少少心
里有了数，村干部也落个清清白
白。” 68 岁的村文书丁深一告诉
记者。

记者看到，承诺书里明确写
着：“本月无其他账目。如果出
现其他账目，由经办人承担，与
村集体无关。”下面是包村干部
刘爱华与村主任齐登华的签名。

财务管理历来是村务管理的
重中之重。过去，部分村干部因
忙于其他事务或受私利驱动，处

理账目不及时，有的村干部把账
装进口袋，一旦落选就拿出一包
袱欠条，是非真伪难以辨认，造
成很多“糊涂账”，群众意见
大，镇里无法控制。

2005 年，鲁村镇探索实行村
级财务月结承诺书制度，各村每
个月 10 日公开收支账目，村干部
要列出上月发生的已经处理的各
项账目，保证所列单据均真实合
法，同时必须作出“本月无其他
账目”的承诺。

“农村财务月月清、年年清，
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糊涂账’。”
镇党委副书记王兆波说。

据悉，由鲁村镇探索推行的
村级财务月结承诺书制度已经在
沂源县各镇街推广。

沂源月结承诺书制度
防止农村糊涂账

□通讯员 任相国 王砚才
记 者 朱殿封 报道

本报陵县讯 “幸亏入了农
村治安保险，不然俺家的损失就
大了。” 4 月 15 日，陵城镇魏家
寨村民魏荣庆握着县中保财险公
司工作人员张华的手激动地说。

4 月 13 日，魏荣庆家里因电
线老化引发火灾，几间屋顶被火
烧坏。县公安局、中保财险公司
的工作人员现场调查取证后，依
照相关规定赔付其现金 1000 元。

今年初，陵县政法委牵头公

安局、中保财险公司向农村家庭
推出了治安保险，每户一年交纳
治安保险费 30 元，如遇到房屋、
室内附属设施、大牲畜、果树及
成材树木遭受火灾、爆炸、盗抢
或他人恶意破坏后，保险公司将
单项赔偿 200 至 3000 元不等的损
失。治安保险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先后有 92160 户加入了这项保险，
占全县农村总户数的 97 . 3%。

截至 4 月 15 日，该县已有
136 户农村家庭获得治安保险理
赔金，赔付总额 12 . 8 万元。

陵县 9 万农户加入治安保险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朱宗峰 裴厚传 报道

本 报 枣 庄 讯 4 月 26 日上
午，记者在山亭区林业局护林稽
查大队森林防火卫星定位指挥调
度系统上看到， 105 名护林员正
在全区的大小山头上来回巡查，
每名护林员所处的位置都看得一
清二楚。

“喂，是商庆华吗？你现在
处在什么地方。”“我现在正在
辖区马山顶村旁边的山头上巡
逻，没发现异常情况，一切正

常。”上午 10 点钟，记者拨通了
护林员商庆华的电话，结果他处
的位置和森林防火卫星定位系统
显示的完全相符。

山亭区是一个林业大区，森
林覆盖率达 52 . 3% ，森林防火任
务十分艰巨。今年由于干旱少
雨，火险等级持续偏高。今年 2
月，山亭区林业局为每名护林员
配备了手机，开通了森林防火卫
星定位系统，随时掌握护林员所
处位置，一旦发生火灾，及时调
度指挥附近人员处置森林火情。

山亭卫星定位系统防森林火灾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叶久状 赵学敏 报道

本报嘉祥讯 4 月 22 日是马
村镇河南刘村村民刘奉轩儿子结
婚大喜的日子，从一大早，村民
就接二连三地前来道喜祝贺，但
刘奉轩并没有留他们喝喜酒，只
给他们回了一袋糖、一包烟、一
只鸡、一条毛巾四样礼品，以示
感谢。

河南刘村从 2007 年推行操办
喜宴村规：谁家儿女结婚都不准
大办酒席，搞铺张浪费，邻里好

友送上贺礼后不能留在主家吃饭
喝酒，主家只准发一袋糖、一包
烟、一只鸡、一条毛巾四样礼物
作为回礼。主家摆宴席只能招待
远方来的亲戚。

河南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奉本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桌喜酒
光烟就得 150 元，酒两瓶 65 元，
饭菜 2 0 0 元，一桌不少于 4 0 0
元。一般村民办喜事都要 40 多
桌，需要花费一万六七。而回
‘四样礼’能少摆酒席 20 桌，大
大减少了村民开支。”

河南刘村“四样小礼”办喜事

□记者 杨国胜 王金满
通讯员 王磊 王成波 报道

本 报 潍 坊 讯 “出门一把
锁，进门一盏灯”，是眼下许多
“空巢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而在潍坊市奎文区东关街道新华
社区，需要帮助的“空巢老人”
在家中只要一摁居委会为其安装
的呼叫按钮，社区的志愿者服务
队成员就会上门服务。

在奎文区，目前这类志愿者
服务队已有 40 余支，志愿者人数
超过 3000 人，他们积极为“空巢
老人”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

作为潍坊市的中心城区，奎
文区辖 43 个社区和 59 个村。辖
区内“空巢老人”人数呈上升趋

势。而且，大多数“空巢老人”
的居住条件、身体条件和经济条
件都不算太好，致使他们在生
活、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
题。

为切实关爱“空巢老人”，
奎文区在积极推进标准化社区建
设的同时，启动了“关爱‘空巢
老人’志愿行动”，采取“一对
一”或“多对一”的服务模式，以社
区为依托，组织志愿者与“空巢老
人”结对，签订帮扶协议，为“空巢
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心理抚慰、应
急救助、健康保健、法律援助等服
务。截至目前，全区已有 200 余
名“空巢老人”与志愿者签订结
对帮扶协议。

奎文：志愿服务走近空巢老人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陈春
生 孙维华 报道

本报临清讯 4 月 25 日，临清古
沙洲森林公园里，连片成方的杏树上，
青青的杏子挂满枝头，游人络绎不绝，
尽赏春天美景。公园总经理孙有林介
绍：“这里的 1 . 7 万亩地原本是黄河故
道上的沙荒地，现在已经成了花园、果
园，每年仅产果就达 800 万斤。”

临清地处黄河故道的乡镇有 8
个，有 10 万亩沙荒地。近年来，全市累
计投入 1000 万元用于植树、打井、挖
渠，宜果则果，宜粮则粮，沙荒地变成
了农民的“聚宝盆”。新华办事处杨八
里村有沙荒地 200 亩，村里投资 10
万元开挖引水渠，与省农业厅、省农
科院合作，在 100 亩改良后的沙荒地
里建起了棉花良种繁育基地。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倪青
华 郑丽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岱岳区范镇岔河村
养牛大户冯钦鹏最近心情很好：村两
委新划给自己一块养殖基地，解决了
养牛场规模始终上不去的问题；镇上
又无偿送来了铡草机，使他深受感动
和鼓舞。

今年，岱岳区实施“一户一招，
万户百村致富”工程，户户建立致富
档案，村村建起帮扶对子，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帮助农民致富。同时，组
织开展科技知识村村行、科技赶大集
等系列活动，把致富门路和信息送进
农家，逐步形成了“一户带多户、多
户带全村、一村连多村、多村成基
地”的格局。

临清 10 万亩沙荒地

变成“聚宝盆”

岱岳区“一户一招”

助农致富

□通讯员 金吉鑫
记 者 朱殿封 报道

本报平原讯 4 月 25 日，桃园
街道办事处会议室里气氛热烈，美国
国民淀粉工业有限公司和平原县粮食
局联合在这里举行“助农奖学金”发
放仪式， 40 名农家娃共获得 4 万元
资助。

据了解，此次接受资助的孩子都
来自美国国民淀粉工业有限公司下辖
的糯玉米种植专业户。该公司为了鼓
励他们发展糯玉米种植，定向向其子
女发放“助农奖学金”。

平原 40 名糯玉米

种植户子女获资助

4 月 27 日，沾化县下河乡新民村村民张燕莲在精选包装刚刚采收的芦笋。为提高土地产出效益，该乡建成百亩绿色芦笋
示范基地，实施稀植精种，虽然亩产只有 200 公斤，但因品质优良和错季节上市而受到全国连锁的新合作超市青睐，亩收入超
过 3000 元。

□李振平 陈方明 报道“时差芦笋”打进连锁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