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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阳县人民检察院将廉
洁文化建设作为履行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的主要抓手，坚持以涵养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目标，通过制度
固廉、思想倡廉、文化育廉、行动践廉
等措施，积极推进清廉机关建设，为
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
的纪律保障。该院先后荣获“全国先
进基层检察院”、山东省“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连续
15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

制度固廉 压实责任主体底线

该院党组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始终把纪律约束贯穿干
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切实管好
班子、带好队伍，坚持每半年召开一
次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每季
度召开一次党风廉政建设联席会议，
切实做到党风廉政建设与检察业务
工作同安排、同部署；逐级压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组织干警层层签订
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督促班子
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切实推动
从严管党治检责任落实落细；认真落
实每季度主体责任约谈制度，推动谈
心谈话常态化、制度化。先后开展任
职廉政谈话23人次、提醒谈话12人
次、其他谈心谈话189人次，个人婚
丧事宜报备24人次，“三个规定”等
重大事项填报117人次。

思想倡廉 筑牢拒腐防变堤坝

以全面从严治党论述为准绳，筑
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该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为全体干警讲授廉政专题
党课，组织干警观看《作风建设永远
在路上—正风肃纪》《永远吹冲锋号》
《激浊扬清》等警示教育片以及学习
全省检察系统警示教育相关典型案
例，做到用身边事警醒身边人；强化
对重点岗位检察人员责任意识和风

险意识教育，切实将风险隐患解决在
萌芽状态，防止腐败问题发生；有重
点地进行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和廉洁
从检教育，规范司法办案行为，促进
机关作风建设，真正起到“放大镜”

“探照灯”的作用。

文化育廉 绷紧廉政自律之弦

在推进检察文化建设过程中，将
廉洁文化融入其中。该院升级改造
原党建文化中心，建成启用院史荣誉
展览馆，组织干警经常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党史检察史教育，打造廉政学
习“加油站”。把“廉政文化墙”建设
作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抓手，
在办公区域张贴廉政标语，电子屏幕
滚动播放廉政名言警句等，并通过

“两微一端”，发布党风廉政建设相关
信息简报，定期在干警微信群里发布
廉洁温馨提示，全方位打造崇廉尚廉
的舆论氛围。通过强化党风廉政建

设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干警尊崇党规
党纪、坚定信仰信念、强化政治意识，
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做到警钟长鸣。

行动践廉 坚定廉洁从检初心

该院积极开展廉洁从检教育，专
题学习各级纪委全会精神和上级检
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会议精神，组织干警反复学习党章党
规及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检
察系统“禁酒令”等铁规禁令和参加
德廉知识测试，引导干警始终讲纪律
守规矩；每逢节假日，组织干警签订
廉洁过节承诺书，教育引导干警在廉
洁从检上走在前作表率；开展“廉洁
读书筑防线，清风廉韵话清廉”主题
党日活动，教育引导干警用清廉初心
涤荡歪风邪气。组织干警到革命教
育基地和廉政教育基地开展革命传
统教育、警示教育，引导干警经常检
视廉洁从检初心。

宁阳县人民检察院

四项举措擦亮廉洁文化底色
□通讯员 沈爱国

本报 8月 23 日讯（通讯员 陈
光）近年来，伏山镇党委、政府坚决贯
彻落实市委、县委决策部署要求，打造

“十分满意”营商环境，“真金白银”助
力企业扩规生产。

走进新合源扩规项目施工现场，
大型吊装设备忙碌有序，运输车辆来
回穿梭，工人师傅们通力合作、加压奋
进，正在进行4条“刀片电池”铝制壳
体生产线底座安装。

今年8月份以来，山东新合源热
传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新能源车
电池壳产品订单暴增，厂区内的产能

已经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量，急需租
赁1.5万平方米厂房，新上4条生产
线，并且要在9月底实现全面量产，
才能保证公司正常完成订单。在得
知这个情况以后，伏山镇经过协调对
接，仅用时3天，确定山东明珠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一处1.5万平方米标准
化车间，为新合源扩规生产使用。就
在这这处车间里，2024年新合源公
司将实现8亿元的产值、2000万元的
税收，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县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

企业服务专员是为企业纾困解

难、贴心服务的关键一招。伏山镇党
委、政府重视营商环境建设，由镇政府
主要负责人亲自盯靠，从镇机关干部
中选派100多名同志作为企业服务专
员，每月利用工作之余深入到企业一
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听取企业
反馈的意见建议。今年上半年共收集
企业反馈的意见建议36条，解决企业
涉及用水、用电、招工、资金需求等问
题17件，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后顾之
忧，提升了营商环境的吸引力。

同时，该镇党委、政府十分关心现
有企业的培植成长，自2022年以来，

培植规上工业企业5家，规上服务业
企业1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9家，山东省创新型中小
企业9家，培植数量和规模都走在了
全县前列。2023年规上工业企业产
值持续向好，截至7月底完成12.52亿
元，同比增幅2.79%，营收完成12.14
亿元，增幅8.9%；新签约项目14个，
新签约新开工项目7个，策划包装项
目5个。

据介绍，伏山镇将持续为企业发
展广开空间，牢筑平台，真正让企业家
感觉到政府的真诚。

伏山镇打造“十分满意”营商环境

“真金白银”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8月23日讯（通讯员 王诗
琪）瓜果飘香季，丰收喜悦时。眼下
正是蜜桃丰收的季节，东庄镇的空气
中都是香甜的味道，一筐筐水蜜桃正
转化成桃农们实实在在的收入。

8月22日，走进东庄镇官庄村的
桃园里，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的景
象：采摘、装筐、搬运，桃农们忙得不
亦乐乎。

“我们宁阳县硕丰种植家庭农场
有永莲蜜桃100亩，亩产能达到4000
公斤，今年桃子价格挺好的，一斤能
卖到3元，现在桃子成熟了，一到周
末，就会有很多游客来采摘。”硕丰种
植家庭农场负责人杜化民介绍。

种植桃子不仅让农户们实现增
收致富，同时也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

业，拓宽了就业渠道。“这几天在桃园
采摘，我每天能挣不少钱，不出村就
能够有收入。钱包鼓了，心情美了。”
正在采摘桃子的工人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硕丰种植家庭农场桃园
种植的是永莲蜜桃，桃子外表色泽红
艳，果肉甘甜如蜜，有着糖度高、颜色
好、丰产稳产等特点，生长周期长，可
以积累更多的糖分，因而果实更加
甜蜜。

近年来，东庄镇大力发展林果产
业，鼓励家庭农场领办农民合作社，
以“一村一品”模式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培育特色农业主导产业，增
加群众致富的内生动力，鼓起了群众
钱袋子，走出了一条产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东庄镇

蜜桃红了 钱包鼓了

■装车外运。 通讯员供图

本报 8月 23 日讯（通讯员 孙
悦）20日上午，三巽小区业主薛女士
孩子上学报名急需办理不动产证书，
宁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在了
解相关情况后，利用周末时间即时完
成了不动产权证书的登记发放，家长
顺利为孩子报上了满意的学校。

近期，因学生上学报名急需办理
不动产登记等业务的群众激增，宁阳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不动产登记服务专
区聚焦群众实际需求，持续推出周末
延时服务。8月份以来，已利用周末
和下班时间为群众开展延时服务50
余件次。

9日下午，中新能配棉智能产业
园(宁阳)有限公司刘经理欲办理土地
和房产多幢转移业务，但下班后才将
申请材料准备齐全，局不动产登记服

务专区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开展“延
时+贴心代办”服务，通过高效办件出
证，帮助企业顺利完成多幢用房转移。
宁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急群众之所
急、解企业之所困，聚焦市场准入、不
动产登记、建设项目审批、民生服务等
领域推出下班及周末“即时办”服务，
今年以来开展各类延时服务420余件
次，有效提升了企业群众的办事满意

度和获得感。
据介绍，该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县

委县政府关于突出便民服务场所实用
性的工作要求，常态化开展“即时办”

“延时办”等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中心
“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以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切实解决企业群
众办事过程中的“难点、痛点”，助力全
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宁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即时服务送温情 当好群众解忧人

本报 8月 23 日讯（通讯员
吕玉华）近期，华丰镇以全员学制
度为抓手，启动“学制度转作风、
重实干提质效”集中学习活动，力
促全镇上下转变作风，奋进实干。

该镇立足上级要求和镇域实
际，制定《华丰镇机关工作管理制
度》等7项镇级层面制度和《华丰
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管理
办法》等9项村级层面制度，汇编
成册，开展学习。

制度学习坚持三措并举、同
步推进。该镇班子成员带头学，
将相关制度作为8月份镇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首要议题，
组织党委班子成员深入学习、逐
人交流发言。机关干部全员学，
利用周一、周四集中点名等时间，
由党政班子成员逐一上台领学，
带领全体机关干部学习人事内务
管理、机关差旅费管理等相关规
定。分层分类集中学，区分镇直

部门和村，由副科级以上领导干
部牵头，带领分管部门人员和包
保的社区村干部，原汁原味学文
件、明规矩。

该镇成立专项督查组，由副
科级干部带队，镇纪委、组织室、

“四风”督查室专人参与开展专项
督查，不定期对工作纪律、领学制
度、跨村联建、“三资”清理等重点
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查，并形成
督查通报即时通报问题，加大整
改落实，强化结果运用。

目前，全镇上下学制度转作
风、重实干提质效的氛围日益浓
厚，以制度管人、依制度办事成为
常态。据了解，宁阳县华丰镇将
继续深学制度、严明纪律、规范运
行、转变作风，用制度保障工作落
实，以实绩调动工作激情，大力倡
导务实肯干、奋发作为的工作态
度，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
华丰力量。

华丰镇

学制度转作风 重实干提质效

本报8月23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桑宇）完善发展乡村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推进农村
社会事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重要内容。近日，文庙街
道积极开展社区乡村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提升行动，为辖区群众提
供优质、便捷的基本医疗和公共
卫生服务，让广大群众能够就近
获得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
医疗卫生服务，。

近年来，文庙街道坚持问题
导向，从基础设施建设、标识设施

建设、医疗设备、中医阁建设等方
面入手，积极解决医疗机构基础
设施老旧、硬件设施不足等问题，
街道办事处与卫生服务中心通力
配合，将辖区内13家村卫生室纳
入首批改造提升范围，高标准高
投入严要求，率先打造了一批阵
地建设规范标准、服务能力同质
均等的标准化卫生室，致力完善
辖区内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助推
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落实健康服
务群众满意度，为维护人民健康
提供有力保障。

文庙街道

多举措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本报8月23日讯（通讯员 吴笑
雯）“兄弟，你说想要个葫芦，来给你看
个相当周正的，这个造型叫‘钱袋’，带
在身上可以‘招运’，寓意财源不断。”
乡饮乡保安店村孙卫鹏家中，大大小
小、形态各异的手工葫芦琳琅满目，无
论是造型还是寓意，都很讨人喜欢。

2018年，孙卫鹏在自己的2亩地
里尝试种植葫芦，为了熟练地掌握葫
芦种植、加工技艺，孙卫鹏经常到济
宁、潍坊等地外出考察学习，利用闲暇
时间翻阅葫芦种植书籍。随着葫芦种
植越来越得心应手，孙卫鹏流转保安
店村10余亩土地，扩大葫芦种植面
积，葫芦品种也越来越丰富，本长葫
芦、本长鸡心、本长高深、范制葫芦

……小葫芦华丽“蝶变”，成为村民致
富增收的“大产业”。孙卫鹏建立了自
己的“葫芦王国”，十里八乡的乡亲们
都称他为“葫芦大王”。

光是种植素葫芦还不够，孙卫鹏
还自己练就了一门“绝活”。葫芦成熟
后，经过控水、打皮、晾晒、筛选、去皮、
打磨、雕刻等几道工序，将葫芦制作成
不同的造型。此外，他还可以烙画儿、
雕刻，手工制作口盖和蒙芯以及造型
奇特的范制葫芦和虫具，小小葫芦瞬
间嬗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因
为葫芦做成的虫具成了蟋蟀过冬的

“冬暖房”，孙卫鹏给自己的手工葫芦
取名为“鸣虫葫芦”，有了手工技艺的
加持，小小的葫芦一下就身价倍涨，一

个就能卖到1000元到4000元不等，
成了致富增收的“宝葫芦”。不仅如
此，孙卫鹏还成功为鸣虫葫芦制作技
艺申请了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初捣鼓葫芦纯属是因为个人
爱好，后来在快手上看到有卖葫芦的，
我就自己琢磨，怎样既能保证葫芦制
作技艺的‘原汁原味’，又能延伸产业
链，提升‘非遗’技艺活力，吸引更多人
传承保护非遗。经过两三年的探索，
逐渐形成了自己‘种植+加工+销售’
的模式。”孙卫鹏说到。

受丈夫孙卫鹏的熏陶，妻子荣丽
丽也带着自己的小姊妹儿加入了种
植、加工、销售葫芦的“战队”，她们在
家串小葫芦、制作葫芦挂件、摆件等，

大家在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的同
时，实现了“家门口”的增收。现如今，
鸣虫葫芦广受青睐，许多北京、天津等
地的客人都慕名前来求购，“线下”销
售热火朝天，“线上”生意也可谓是红
红火火，利用“快手”直播葫芦加工，网
友争相叫价购买，孙卫鹏成了远近闻
名的“网红”。通过“线上+线下”的销
售模式，孙卫鹏夫妇每年能实现增收
10万余元，附近村民每年也可实现增
收三四万元不等。

光自己富了还不够，孙卫鹏琢磨
延长葫芦产业链条，探索培育葫芦苗、
培训葫芦加工技师，让非遗文化在传
承保护中绽放光彩，让村里老少爷们
儿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敞。

葫芦大王——孙卫鹏

“宝葫芦”里念出致富经

本报 8月 23 日讯（通讯员
程建华）近期，宁阳县东疏镇高
标准规划，实施镇驻地改造提升
工程，对镇驻地东疏大街美化、
绿化、亮化，全面优化城镇环境，
提升镇域品质。

东疏镇是全国著名的石材
乡镇，拥有丰富的石材资源和全
产业链石材加工企业，为充分体
现镇域特色，打造特色街道，改
造提升工程聚焦石材特色实施
各项改造。因342国道东西横贯
东疏大街，镇驻地改造项目便在
342国道主路两侧外扩1.5米绿
化带，绿化带外侧为2.5米非机
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外为不低于
2.3米的人行道。人行道原为花
砖铺设，本次提升改造全部改为
使用花岗岩大理石板，共铺设
2万余平方米。非机动车道及各
路口改为沥青路面，铺设 8000
余平方米，绿化带栽种红叶石楠
球600棵，小龙柏5万棵，黄叶女
贞1.5万棵，高杆月季200棵，绿
化面积4200平方米；人行道、非

机动车道、绿化带之间铺设路沿
石7000米。

同时该项目还纳入了雨污分
流、弱电入地、镇（街）环境的提升
改造。重新铺设污水管道3000
米，合理改造了雨污管网，便于雨
污水收集利用和集中管理排放，解
决了排水系统老化,管道堵塞,汛
期排水不畅,雨水倒灌等问题，避
免了污水对河道、地下水造成污
染；为规范镇驻地空中线缆管理，
消除安全隐患，归还整洁蓝天，东
疏镇以“规范、有序、安全、美观”为
标准，对飞线进行整治，弱电全部
入地，净化城镇视觉空间，让天空

“无线美”，打造文明、整洁、安全的
城镇环境；为美化亮化镇（街）环
境，该项目对沿街外墙全部粉刷，
美化面积2.2万平方米；对136家
商铺广告牌匾进行统一更换。

东疏镇驻地改造提升工程
因地制宜，突出石材特色，镇容
镇貌焕然一新，助推了文明城市
的创建，极大提高了全镇形象和
居民生活品质。

东疏镇

突出地域特色 打造品质乡镇

本报 8月 23 日讯（通讯员
刘文秀）眼下，正值大葱收获季
节，在泗店镇薛家村大葱种植基
地，一排排绿油油的大葱笔直挺
立、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挖
葱、打捆、装车，映入眼帘的是一
片“葱”满希望的丰收景象。

这片大葱基地为宁阳县富勤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所有。该合
作社是一家集山药苗繁育、大葱
种植、粮食种植于一体的专业化
农民合作社。通过与多家家庭农
场合作，采取山药育苗与粮食蔬
菜“轮作种植”“菜粮互补”的种植
模式，既实现了山药种苗繁育不
重茬，又有效改良了土壤，解决了
土壤酸化、板结问题，降低了种植
成本，实现了菜粮双丰收。合作
社实现年经营收入近2000万元，
带动周边村增加集体收入30余
万元。

“今年合作社承包了1700亩
地，重点种植山药种子和大葱。
大葱种了202亩，亩产量在6500
公斤左右。”宁阳富勤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继超说。

近年来，泗店镇大力扶持和
发展蔬菜种植和制种产业，通过
培强龙头企业、壮大特色产业、培
育新型主体、打造示范片区等工
作，全镇“龙头带动、产业主导、特
色鲜明”的现代农业新格局初步
形成。目前，该镇发展“土豆+玉
米+桥白”“两菜一豆”“两豆一粮”
的种植模式2000多亩，黄瓜、山
药、大豆三大种子繁育基地规模
6000余亩，连片高效制种基地达
到4个，带动了村集体增收，农民
致富。

“我镇大力推广‘合作社+家
庭农场+散户’的发展模式，通过
推动土地流转、村集体自有土地入
股等方式，帮助蔬菜种植大户扩大
种植规模。同时，跟踪做好技术指
导，通过科学种植降低生产成本，
实现效益最大化。”泗店镇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主任刘凤表示。

据介绍，泗店镇将继续优化
产业发展布局，培育壮大农业龙
头企业，不断做大做强蔬菜和制
种产业，筑牢产业根基，助力乡村
振兴全面推进。

泗店镇

培强龙头企业 壮大特色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