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杨永杰

“ 辕 北 村 西 北 角 发 现 一 处 违 章 建
筑……”7月27日上午9时，桓台县全域网格
化管理服务平台田庄镇受理中心接到辕北村
第一网格员魏洁发来的信息,工作人员立即转
发给管区干部，违章建筑在进入处理程序后
2天内拆除，网格员到现场核查后，予以结
案处理。

全域网格化管理服务平台是桓台县智
慧城市建设中民生服务“ 大网”的一部
分。作为全国科学发展百强县的桓台县，
同样面临着民生服务更加精准、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难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该县抓住
新旧动能转换这个“ 牛鼻子”，以信息化
为引领，建设全县统一的云计算中心、大
数据中心、地理信息平台、公共信息服务
平台等若干应用。

党政管理

走上信息化高速路

今年2月，桓台县全域网格化管理平台
上线运行，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全域网格
化管理的县。平台将各镇(街道)划分成1018
个网格，建设起专职网格员队伍。网格员
每天手持工作终端，在网格内巡查走访，
发现问题及时上传，限时解决，各网格内
安全生产、环保、社会治安等被统筹整
合、动态管理，实现了“ 人在格中走，事
在网上办”。

桓台县信息中心主任牛茂云告诉记者：
“ 在桓台城区和农村推行的全域网格化管

理，正在推动桓台县社会治理由被动向主动
转变，由粗放向精细转变，由单一向协同转
变，由分散向统筹转变，是社会治理特别是
广大农村社会治理的一大创新。”

来桓台县便民中心办事的居民，感受到
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明显提升，这是因为该
县在全省县级便民服务大厅中启用政务“ 云
桌面”办公系统。“ 云桌面”实现一窗口受
理、一平台共享、一站式服务，使行政审批
事项办理比法定时限缩短80%以上。

依托云计算中心和大数据中心，该县把
丰富的管理“ 血脉”延伸至“ 肌体”的最末
梢。在建立5大数据库的基础上，通过对全

县各部门政务信息资源的梳理，整理出政府
信息资源目录3000余项，实现数据交换共享
100余万条。在实现数据共享和交换的基础
上，推进政务服务“ 网上办”，让数据多跑
腿，群众少跑路。

作为工业大县，桓台县现有各类企业
6690余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06家，加强对
企业的运行管理、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的服
务迫在眉睫。为此，他们在全国率先建设企
业管理服务平台。

平台建有企业综合信息管理、经济运行
数据、预警提醒等十六大子系统，并可为企
业提供信息咨询、移动支付、政策发布等16
项增值服务。目前，全县306家企业每月生
产总值、销售收入、税收等经营指标，全部
进入平台，为党委政府对企业的精准化管理
提供信息数据。

山东森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荣
钦功深有感触地说：“ 有了这个平台，办事
儿比以前快捷多了，服务内容也更丰富、细
致了。”

目前，桓台县智慧党建、智慧城管、智
慧安监、智慧环保等一批智慧政务应用系统
正陆续上线运行，使党政管理走上了信息
化、智慧化的高速路。

城乡居民享受到了便利

桓台县把改善和服务民生，作为智慧城

市建设的第一要义。目前，养老、社区、教
育、社保、就业等一大批民生项目已经启动
智慧智能系统建设，广大城乡居民充分受益
于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实惠。

少海社区3909户11000余人，共8个网
格。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莹告诉
记者，社区 2 0 0 8年成立，那时就有网格
员，但都不是专职，平时只做下通知等基
础性工作。社区自从去年与县信息中心联
合打造智慧城市以来，从过去的13个网格
员中精选出8个做起了专职网格员，每月发
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并对他们进行了
集中培训，统一配发手机终端，今年7月份
正式上岗，职责也规范起来，同时解决了
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有利于人才的充分
利用。

在社区，记者见到了刚刚巡查归来的第
四网格员朱金香，“ 办失业证、孩子出生落
户、办养老医疗保险，这些是居民最关心
的，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上报，给他们答复和
解决。”她说。

依托“ 智慧医疗”信息平台，桓台县加
快推进“ 互联网+医联体”改革，构建起分
级诊疗新型服务模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高端医疗服务，有效解决了“ 看病难”
问题。

在桓台县索镇后毕村，村委书记、主任
张聿秋深深感受到信息化为乡村管理带来的
便捷，其中感触最深的就是环卫整治。村民

张聿亮家附近有个老年活动中心，由于人员
集中，垃圾桶放置于此方便倾倒垃圾，为此
他没少找张聿秋。现在好了，现场画面可以
拍下来实时传输给镇建委，再下派环卫公司
前去，及时清运垃圾。

“ 真是没想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果我
们农村也能享受到。管理到了最基层，村民
们也逐渐重视起来，自觉性越来越强。”张
聿秋欣慰地说。

让传统产业提升改造

稳健前行
桓台县确定今年为“ 两化融合”突破

年，工业由“ 制造”向“ 智造”逐步转型升
级，新兴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传统产业提升
改造稳健前行。

一张张牛皮经过浸酸、鞣制、抛光等多
道程序，加工成光洁漂亮的成品皮革。作为
工信部首批502家开展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
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之一，宝恩集团在国
内同行业率先引进德国SAP管理系统，该系
统详细记录生产过程中的流转情况、质量情
况等，实现精细化生产控制。

这是桓台县以智慧城市建设引领智慧产
业发展的范例。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取得显
著成效的同时，新型智慧产业也在蓬勃兴
起。

此外，桓台县还建设了全国第一家县级
以智慧城市为主题的城市展示中心，在这
里，居民可充分体验智能化设备、智慧城市
的建设成果，并可通过《 智桓台·梦未来》
宣传片，了解10年以后的智慧城市生活场
景。

下一步，桓台县将利用3至5年时间，集
中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造高层次的互
联网产业基地，建设山东半岛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创建全国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城市，在
更高层次上实现政务管理高效、城市管理精
细、民生服务便捷、产业转型升级。

政务管理高效 城市管理精细 民生服务便捷 产业转型升级

桓台：打造新旧动能转换的智慧引擎

更多报道内容可见新锐大众客
户端地方频道，欢迎下载并关注。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丁梅 报道
本报枣庄讯 8月13日晚，在枣庄市薛城区铁道游击

队纪念广场，演员们正在翩跹起舞，观众掌声不断。这是
今年该区百日消夏群众文化艺术29场专题演出的第17
场——— 梅地亚舞蹈专场演出。

薛城区百日消夏群众文化艺术节始创于1996年，每年
6月底或7月初开始，当年9月底结束，历时3个月，每周末
举办两场文艺演出，每届演出20余专场。20多年来，累计
演出480余场次，惠及群众80万人次。

区文广新局局长孙启迪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总结、
积累、探索、创新，百日消夏群众文化艺术节的节目编排
做到了高雅与通俗兼容，专业演出与群众参与共存，中外
经典与本地创作节目有机结合；表演形式日趋多样化，各
文艺专场演出各有千秋，适应和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文
化背景、不同地域人群的文化口味及文化需求，实现了文
化活动的广泛性、群众性、参与性、开放性。

据介绍，艺术节形成了“ 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群众
支持”的运行机制，青啤(薛城)、万州商贸等知名企业通
过冠名等方式赞助支持，社会资本的注入确保了文化公益
演出活动长久不衰。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李胜男 时梦莹 报道
本报肥城讯 虽是酷暑盛夏，但肥城市龙山公园仍然

一片热闹。义工和社会上的爱书人士纷纷将自己捐出的图
书摆上地毯，不一会儿，广场上就热闹了起来，上至白发
苍苍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孩童，都围坐在书旁，共享阅读
的快乐。

肥城在市中心龙山公园选取绿树成荫、空间开阔、人流
量大、具有石桌石凳的场地设立了全市首家“读书广场”，为
市民群众提供了休闲之余免费读书、交流互动的场所，成为
全民阅读新阵地。据介绍，该市争取利用一年时间，在全市
城乡公园、小广场等公共场所实现读书广场全覆盖。

肥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名树伟向记者介绍：“ 我们
开展全民阅读，致力于建设书香肥城，不仅仅是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更希望借此提升市民文化
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让好读尚学蔚然成风。”

越来越多的机关单位“ 巧取空间”，利用办公室、会
议室设立起图书室、图书角，倡导每天读书一小时、每月
读一本好书。在学校，校园图书馆备受欢迎。6月23日大
课间，肥城市白云山学校的校园图书馆已排起了借书长
龙。图书管理员李金玉说：“ 学校有2000余人已经办理了
图书借阅卡，每天都有300余人前来借书。”肥城还依托
新华书店，建立“ 肥城全民阅读”公众号，定期向读者推
送新书、中外名著、年度好书等，市民闲时可以根据推荐
读“ 书”，忙时可以读“ 屏”，让阅读变得更加便利。目
前，“ 全民阅读、书香肥城”系列主题活动已吸引16万余
人参与，肥城正通过拓展阅读推广平台、不断向基层延伸
等途径，在市民身边建起“ 最后一公里书房”。

市民身边建起“ 最后一公里书房”

肥城：“读书广场”

成全民阅读新阵地

薛城消夏“夜宴”
惠民20年

关键词：智慧城市建设

□马景阳 报道
桓台县智慧城市运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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