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田 茹
本部通讯员 贾传龙 宋秀梅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为让基层群众切实享受“一次办好”的

便利，兰陵县在群众家门口建立社区便民服
务中心158处。这些服务中心与县、乡便民
服务中心业务零距离衔接，百姓少跑腿甚至
不跑腿成为常态，彻底打通“一次办好”的
“最后一公里”。

长城镇马村社区下设6个行政村，有居
民1 . 3万人。由于离乡镇驻地较远，很多居
民原来怕到镇上办事——— 最远距离30公里，
骑车来回需要一天。2018年6月，省里出台相
关方案，要求构建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政
务服务网络；而在2017年10月，长城镇便设
立马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试点，让村民感受
到切切实实的便利。

走进马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背景墙上
“便民零距离、服务心连心”的标语映入眼
帘，两侧墙上《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

《一次性告知制度》等宣传栏井然有序。负责
公章管理的樊宇生介绍，6个行政村的“两委”

公章全部集中于此，群众随到随用，用章全程
可追溯，杜绝了以往的管理漏洞。

当日值班村干部徐会兴介绍，在服务中
心上班的，除了镇上的工作人员，还有一名
轮流值班的村干部，大家既是办事员，又是
代办员。今年以来，中心已为群众提供各类
服务事项8000余项。

“这样的便民服务中心，全镇共有12
处，每处服务中心服务半径不超过 3 公
里。”长城镇党委书记王志乾告诉记者，目
前全镇有近8成工作人员下沉到社区，既方
便群众办事，又让政府工作人员“身子蹲下
来，形象树起来”。

马村社区50公里外的尚岩镇惠东社区原
是8个自然村，基础设施落后。兰陵县将其整
合搬迁，新社区依山而建，建筑古朴典雅，道
路两旁玫瑰争奇斗艳，又名“玫瑰小镇”。社区
入口左侧最显眼的位置就是便民服务中心。

2018年12月26日下午4点多，54岁的社区
居民宋家远步行过来，准备给在镇中学读书
的女儿办贫困生证明。以往，这种事得到镇
上去办，这次，他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详
细咨询完细节，得到的回应是“材料拿来，

我们代办”，宋家远喜不自禁。
惠东、马村两个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格局、

布置基本相同，宣传栏里”三清单服务事项”
条分缕析。惠东社区党委书记金宝星介绍，县
里统一将服务事项进行了细化，共有77项下
沉到社区。社区能办的，就近“通收通办”，做
到“即时办结”或“限时办结”；社区不能办的，
由服务中心指导备齐所需材料，群众既可自
行去办，也可社区代办，还可陪同帮办。

“尚岩镇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办事往往
要等放假。因此，我们要求工作人员全年无
休、中午无休。”尚岩镇党委书记陈向营告
诉记者，工作人员多付出，群众就能少跑
腿。以往到镇上来办事的每天有五六十人，
现在也就十个八个，在社区就办妥了。

在卞庄街道代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不
仅是群众办事点，还是他们谈心问政解决难
题的好去处。代村社区两委成员、便民服务中
心主任聂晓燕介绍，“服务中心一年只有两小
时假期，大年三十早下班一小时，大年初一晚
上班一小时，每天比政府工作人员早上班半
小时，延时和代办服务算不了啥。时间长了，
党、村、企与老百姓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兰陵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张伟介绍，为给群众就近提供标准
化、一站式服务，兰陵县完善了县乡村三级
政务服务体系，将平台权限、工作人员、服
务事项“三下沉到社区”。截至目前，全县
共建设有组织、有场所、有人员、有服务、
有制度、有考核的社区便民服务中心158
个，2018年累计办理事项57 . 96万件，有效提
升了全县便民服务水平。

“‘一次办好’是省委省政府落实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高点定标提出的改革理
念，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是检验‘一次办好’
改革成效的‘最后一公里’。在兰陵，‘最
后一公里’是方便百姓、服务民生的一种见
证，也是践行沂蒙精神、有作为善作为的样
板田。”临沂市委常委、兰陵县委书记任刚
表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以往群众需要
跑几个部门的事项，通过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节省了等待的时间成本、来回跑的经济
成本，换来舒畅和满意。“服务无止境，今
后，兰陵县将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持续提高
服务水平，让前来办事的企业和群众享受更
多政务服务改革的红利。”

兰陵八成镇级工作人员下沉社区，服务半径不超3公里，打通“一次办好”神经末梢———

158个社区服务中心惠民又暖心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郜玉华 报道
本报菏泽讯 记者从菏泽市牡丹区吴店镇创意家居小

镇了解到，该项目生产的系列家居采取线下生产、线上销
售相结合的模式，产品80%线上销售，2018年“双十一”
当天销售额达1874万元。

在电商产业发展中，牡丹区通过抓好平台搭建，实现
了集群化发展，天华、银田、龙田等特色电商产业园快速
膨胀，累计进驻企业1000余家，带动就业2 . 2万人。其中
天华电商产业园被评为国家新媒体广告产业园、省级创业
示范园区。

牡丹区坚持产业带动，培育电商品牌，助推实体经济
和传统企业触网升级。以家纺、食品、家居、牡丹等主导
产业为依托，已培育发展年交易额过千万元的企业46家。
2018年以来，该区家居类产品电商销售额为30亿元，家纺
类20亿元，花卉苗木网上交易额居全省首位。截至目前，
牡丹区电商企业增加到3400多家，活跃网店3 . 2万户，建
成淘宝镇2个、淘宝村23个，腾讯“为村”实现全覆盖，
2018年电商交易额突破360亿元，同比增长50%以上。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王作岩 报道
本报青岛讯 2018年12月26日，青岛市城阳区与国家

信息中心举行签约仪式，联合打造国信（青岛·城阳）国
际创新生态城，其核心区军民融合板块——— 青岛城阳军民
融合产业园同步启动。

青岛国际创新生态城核心区总投资100亿元，总占地
1200亩，将布局军民融合、工业互联网、消费类电子、智
慧健康等战略新兴产业，打造国际化生态智慧型科技之
城。其中，青岛城阳军民融合产业园项目总规划200亩，
一期占地约43 . 8亩，总投资约8 . 41亿元，定位现代化综合
军民融合产业集聚园区。

□记者 田茹 通讯员 李霞霞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近日，由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街道的推

拿技师李逸麟，带领的30余人的小儿推拿班学员正式结
业，陆续走上工作岗位。作为我省最早的一批推拿技师，
李逸麟从事该行业已经20年，2010年被评为山东省首席技
师。

针对城区低学历人群就业难、待遇低等现状，兰山区
金雀山街道加大就业创业再培训力度，在引进人才的同
时，培育各类乡土人才16名。通过与辖区李逸麟这样的专
家能手合作，对有就业创业意向的适龄中青年和下岗职
工，提供技能培训、职业资格认证、就业一条龙服务。近
年来，由李逸麟带出的中医推拿、养生等方面人才逾上万
人，从金雀山街道走出去的国医文化学员现已遍及全国，
为创业人才和需求单位提供了广阔对接平台。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高 明 赵 冰

2018年12月19日，记者走在莱城区泉沟
子村的小街小巷里，道路平坦干净整洁。
“治理小街小巷让每户村民都出了钱，全村
没有一个有怨言，放在几年前这事可不敢想
象。”村主任李尚华说。

“几年前我们村部分村民因为和当时的
村书记有矛盾，书记职位多年名存实亡，我
们村民到处上访，村里啥事也干不了，基本
陷入瘫痪。”81岁的村民李登祥说。

期间最受伤还是村民，村民为了浇地不
得不彻夜不眠地排队抢号。“全村一共260
亩水浇地，只有两眼机井，每年到了浇地的
日子，家家户户都要派人去排队，有的甚至
带上干粮，晚上住在地上排号浇地，全村浇
完最少需要半个月。”李登祥对排队浇地的
日子自然记忆犹新：“俺村是种姜种蒜的大
村，浇地是决定村民一年生计的大事，很多

人就说这样不作为的村‘两委’我们要他有
啥用，所以就有村民上访。”

变化发生在2012年，这年李尚华被选为
村主任。由于村支部书记由于各种原因没有
产生，李尚华实际上主持全村工作。

上任后，李尚华面对村里的混乱局面很
想干一番事业，没有想到第一件事就被泼了
冷水。李尚华当时看到村里“三堆”问题比较
严重，就想带领大家一起干活，没有想到无论
怎么呼吁，做工作，响应的人却非常少。

于是，李尚华把精力放在解决村民浇地
难的事上。为方便百姓浇地用水，李尚华带
头和村两委的干部们日夜值班，帮村民们轮
流浇地，并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直接贴在每一
眼机井上，出了事就找他。无论白天黑夜，
24小时为村民开机，只要接到电话他就立即
带人义务维修，从不拖延。因此，整整一个
月，李尚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自此，老
百姓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彻夜排队了，七天
八夜就能完成所有浇地。付出也有了回报。

“原来老百姓对村里完全不信任，打从那开
始，觉得村里还真能为咱办点事的。”

之后村里又打了几眼机井，百姓浇地更
方便了。村里规定每小时收取18元电费，比
周围村少收两元，虽然钱不多，但是老百姓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咱老百姓其实都是实
在人，人敬我一尺、我还人一丈的道理都
懂，这几年村干部确实下了不少力，办了不
少事，就想着将来村里遇到难事了，我们一
定要支持。”李登祥说。

2017年，李尚华看到村内的小街巷仍是
土路，就争取了小街小巷治理指标。但由于
补助有限，村里又没有能力全部承担，计划
向每户村民收取部分资金，用于道路硬化。
经过测算，每户村民根据房屋大小，大约需
要缴纳500元到1000元不等的钱。

“刚拿出这个方案时，我们村委心里都
打鼓，感觉村民不可能同意，因为很多村修
小街小巷都是村里出钱，也因此欠了债，我
们向村民收钱，能被理解吗？”李尚华说。

李尚华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周边就有一
个村因为小街小巷治理，向村民收取费用导
致村民怨声载道，还有的村因此背上了几十
万的债务，导致好事变成了坏事。

让李尚华意外的是，此次小街巷硬化涉
及到的200多户村民全部同意，而且还主动
帮助清理路障，最终历时三个月，小街小巷
硬化工程顺利完工。“这次修路，村里确实
出不起那么多钱，让我们老百姓出点钱，我
们也愿意。”李登祥家就出了500多元钱。

干群和谐，让村里工作更好做了。2018
年，泉子沟村又硬化了全村最后一条小街
巷，结束了村民多年来出门难、出行难的历
史，赢得村民一片赞誉。并针对部分村民家
井的水质不好的问题，在村南打了一口吃水
井，现在80%的村民都到这口井打水吃。

2018年初新当选的村支书李超说：“我在
村里工作仅一年，但是我能深切地感受到，村
民都很朴实，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支持
你的工作，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干好呢。”

村干部平时为村民办实事，村民们就会在关键时刻助村班子办成事———

敬村民一尺 还“两委”一丈

牡丹区电商产业

去年交易额逾360亿元

城阳携手国家信息中心

打造军民融合产业园

金雀山街道首席推拿技师

培训上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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