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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张婷）
11月7日晚，“齐鲁时代楷模”发布仪式
顺利举行，省委宣传部追授临沂市兰
山区副县级干部、义堂镇党委书记许
步忠同志“齐鲁时代楷模”称号。

许步忠信念坚定、忠诚可靠，无
论在哪个岗位都认真履职尽责，模范
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勇挑
重担、事不避难，团结带领全镇党员
干部群众有效破解了拆迁、工业围城
等一系列发展难题，带出了“干事创
业好班子”；他服务群众，帮扶企
业，坚持开门办公，严守廉洁底线，
拉近了干群关系，受到干部群众一致
称赞。他是新时代我省涌现出的改革

创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先进典
型，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优
秀政治品质和崇高价值追求。省委宣
传部决定追授许步忠同志“齐鲁时代
楷模”称号。

“齐鲁时代楷模”发布厅是省委
宣传部着力打造的我省重大典型宣传
发布平台，自2015年4月起，我省已
陆续发布陈新宁、赵振东、黄平亮、
赵志全、王守东、余松烈、苏庆亮、
王金鉴、陈明利、王伟、陈叶翠、殷
树山、王传喜 1 3位“齐鲁时代楷
模”。本次发布仪式由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部、临沂市委、大众报业集
团、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

农村大众报菏泽讯 （通讯员
李怀鹏 刘玉江）定陶区仿山镇弘
扬传统文化，打造旅游胜地，全力
推动传统文化旅游产业不断升级。
如今，游客来仿山镇，不仅因为这
里是大汉之源、商圣故里、曹国旧
址，还因为2015年度入选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的定陶北十里铺古文物
遗址在此。另外，该镇依托文化资
源，开发打造出的诸多生态旅游文
化产业更是让人倾心。

仿山镇位于定陶区西北7公里
处，是连接定陶区和菏泽大市城区
的重要交通枢纽。该镇古韵文化飘
香，历史传奇众多，辖区内的2处
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历史悠久。
公元前1046年，武王拜姜子牙为相
灭商建大周，分封天下，封其弟振
铎于曹，建曹国，建都陶丘（定
陶）。曹叔振铎二十五代君王均葬
仿山，山顶庙宇群立，宏伟壮观；
山上松柏掩映，秀色旖旎；山下小

河环绕，碧波荡漾；院中石碑如
林，文气浸脾。这，就是三千多年
来孕育曹风汉韵的发源地定陶仿
山；这儿还有汉王刘邦大败项羽后
登基称帝的“受命坛”官堌堆。自
公元前202年以来，“官堌堆”历经
沧桑，今仍遗存高约8米的古迹。

多少年来，许多美丽传说依旧
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前来登临怀
古。最有吸引力的当数2015年新发
现的龙山文化遗址，是鲁西南地区

现存古文化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
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堌堆遗存，
也是研究和展示6000年以来该区域
环境变化、社会演变的绝佳实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仿山
镇占地1100亩的菏泽旺天下农业生
态观光园赢得了菏泽周边客户的青
睐。观光园研究开发种植出20多种
无公害瓜果蔬菜和观光花草，年接
待观光采摘客户15000余人次。低碳
食品、低碳生活如今成了仿山人的

追求和向往。
曹风汉韵，古色古香。仿山镇

党委、政府因势利导，专门成立了
文化旅游产业办公室，具体负责挖
掘历史文化，推动民俗文化，拉动
商业文化，提升生活文化。作为省
级文化旅游名镇和省级生态文明重
镇，仿山镇党委、政府紧紧抓住区
位优势、资源优势，唱好“文化旅
游戏”，打出“生态组合拳”，升
级生态旅游大产业。

10月29日，在首届天下码商大
会上，一位来自沂南的农民再度爆
红，因为他叫“支付宝”!看到真人
版的“支付宝”，不少游客纷纷和
他合影留念。

支付宝是沂南县双堠镇营后村
村民，今年57岁，姓支，名付宝。
他在205国道边开了一家“鼎鼎大
名”的“支付宝商店”。商店有六
七十平方米，平时卖些日用品和熟
食，顾客大多数都是村里人，这一
两年，因为名字的事儿，也会有外
面人慕名到店里买东西。

支付宝这个名字，是支付宝的
姨妈给起的。支付宝说，虽然支这

个姓的人比较少，可在他们周围几
个村，支是一个大姓，特别是“暖
和崖子村，几乎都姓支”。“名字
里这个付字，是族谱传下来的，我
就是这个辈分，至于宝，在俺们农
村是起名时常用的字儿，这是老辈
希望我出生后，不愁钱花。”支付
宝笑说，他家兄妹四人，他大哥叫
支付顺，三弟叫支付发，妹妹叫支
付花。

“支付宝”在当时当地，确实
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了。但谁也
没想到，老人的创意在50多年后与
一个叫“马云”的人不谋而合。用
支付宝的话来说“这就是像笑话一

样的巧合。”
因为名字太特殊，支付宝曾受

邀上过某卫视的综艺节目，在全国
观众面前露了一把脸，成为网红。

爆红之后，支付宝并没有太把
这当一回事，依然在村里守着自己
的“支付宝商店”，也是在成为网红
之后，他才知道有一个叫作支付宝
的产品。那之后，他申请了支付宝的
二维码在店里收钱，成为名副其实
的“码商”。但是“网红”这个身份给
他带来的改变，可谓是喜忧参半，包
括一开始别人用支付宝，“别人来我
店里买东西，说用支付宝，一开始很
不习惯，咋就变成了家伙什儿了

呢？”支付宝笑着说。
另外有许多慕名而来的粉丝专

程来找支付宝，一天光是合影就要
二三十次，这对于一心想好好开店
的他来说可是不小的困扰，“有点耽
误干活，但是不能不给人家面子。”

也因为这个名字，他来到了首
届天下码商大会。在码商集市上，支
付宝把日用小百货店拿到码商集市
上售卖，与消费者共享扫码交易的
便捷高效。“商店里用上扫码支付也
有两年了，算账不用找零钱，进货也
不用拿现钱，比以前方便多了。现
在，农村六成以上的人都用智能手
机，只有老人或者不会用智能手机

的，来店里买东西才用现金。”他说。
支付宝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

名网红码商一起，把码商大会变成
了一个“网红庙会”。他们与全国
众多的小商小贩一样，现在有了一
个新名字，叫作“码商”，即用二
维码做生意的线下小微经营者。“成
为码商的好处很多。比如，支付宝除
了收钱、找零方便，它的‘商家服务’
里有网商贷功能，几秒钟，贷款就能
到账。”支付宝说。

因为“支付宝”这个名字，也
促成了他与“蚂蚁金服”的合作。
8月17日，杭州蚂蚁金服的3名工作
人员来到营后村找到他，要和他一
起做一个“支付宝示范店”。蚂蚁
金服公司想通过支付宝这个优势，
对支付宝的商店进行重新整合，好
能为当地村民服务，让当地的土特
产走出去，商店的设计和装修费用
则由公司承担。

11月2日，在沂南县马泉村
一处柿饼加工点，农民在晾晒柿
饼。霜打柿子红如火，沂南县农
民将采摘的柿子手工去皮、用传

统吊挂、晾晒、镀霜方法，制成
柿饼。秋日暖阳下，到处弥漫着
甜蜜丰收的味道。

（杜昱葆 摄）

农村大众报济宁讯 （记者祝
超群 通讯员张美荣 王德嘉）如
今，在街道便民中心就能处理交通
违章，这让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马
桥村村民张志伟觉得很方便。“连
查询加处理缴费，不到10分钟就处
理完了。”张志伟说，原来需要去
区交警大队。张志伟所感受到的方
便，得益于兖州试点推行的区镇村
三级联动“一体化”服务工作。

据兖州区放管服指挥部办公室
主任吴厚峰介绍，兖州围绕深化
“一次办好”改革，以区镇村三级
一体化服务为目标，推动全区政务
服务一体化、标准化、智能化建
设，形成“镇村前台综合受理、区
级后台分类办理、镇村窗口统一出
件”的服务新格局。兴隆庄街道便
民服务中心设置了党群、农业等15

个服务窗口。“便民服务中心进驻
部门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27个，服务
窗口由10个增加到15个，可向群众
提供党群、民政、法律、农业、公

安户政、市场监管等153项服务。”
兴隆庄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亚平说，
真 正实现 “ 群 众 办事只 进 一 扇
门”。

目前，兖州区按照区级20000平
方米、镇级1000平方米、村级50平
方米的建设标准，统一功能区和服
务板块设置。“只有把三级便民服
务中心建好、用好，实行区镇村三
级服务网络联动，推动‘一窗受
理’模式向基层延伸，才能实现同
频共振。”吴厚峰说。

作为村级便民服务端口，新兖
镇小马青村“便民服务站”里就有
3名代办员为群众专门服务，主要
涉及低保、优抚、社保等服务。
“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41项服务事
项均可办理或免费代办，确保群众
办事‘ 小事不 出 村 、 大事不 出
镇’。”代办员李瑞说。

《兖州区加快推进区镇村三级
联动“一体化”服务工作试点方
案》规定，兖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是

本级，可办理所有区级服务事项
（含市县同权事项）；镇街便民服
务中心为区级中心的分支机构，除
办理镇街级相应事项外，也可受理
应当由区级办理的事项；村级代办
点既可办理下放到村级办理的民生
事项，也可通过网络、人工等形式
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服务。

“审批事项严格执行承诺时限
比法定时限压缩75%的要求，其中
企业新开办、不动产登记、建设项
目审批按要求限时办结。”吴厚峰
说。目前，全区10个镇街已建立了
高标准的便民服务中心；300余个村
建立了便民服务站。

秋冬耕地如水浇，
开春无雨也出苗。

粮田棉田全冬耕，
消灭害虫越冬蛹。

“齐鲁时代楷模”许步忠先进事迹发布

弘扬传统文化 打造旅游胜地

仿山镇全力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升级版

支付宝遇上“支付宝”，这个农民成网红
不仅参加了首届天下码商大会，“蚂蚁金服”还找上门谈合作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兖州试点区镇村“一体化”服务
镇村窗口前台受理，区级后台分类办理，镇村窗口统一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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