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3日讯（通讯员 蔡
阳）日前，一辆车身带有“学习强国”
字样的50路公交车亮相岱岳区夏
张镇，其行驶路线串联各商超、居民
小区等，是夏张镇宣传推广“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工作的又一创新举措。

公交车上，志愿者现场教乘客
如何下载、注册“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乘客上车后也可通过扫描二维
码进行下载。“我基本每天都坐50

路上下班，今天一看公交变成了‘学
习强国’主题，让我感觉眼前一亮。”
乘客王女士说。

“学习强国”主题公交车营造了
浓厚的学习氛围，促进更多群众共
同参与学习。夏张镇将进一步拓宽
宣传载体，激发群众学习热情，切实
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千家万户。

▶乘客扫码下载“学习强国”。
通讯员供图

“学习强国”主题公交车亮相夏张镇

流动学习接地气有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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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3日讯（通讯员 刘
春进 董方舟）近日，岱岳区道朗
镇玄庄村第四季度“为民协商”会
议召开，此次会议围绕该村土地
流转事宜展开。

因玄庄村部分在家务农村
民年龄偏大，村内出现许多闲置
土地。为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
收，玄庄村立足自身实际，计划
充分利用闲置土地，牢牢守住耕
地保护红线。该村“两委”通过
积极招商，与泰安中鹏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合作共识，计
划将80亩闲置土地承包给该企
业用于种植油菜。为此，该村党
支部决定召开“为民协商”会议，
以集体名义对村内土地经营权
进行流转。

“会前，我们进行入户走访，
倾听、梳理群众意见建议，农户们
在征求意见稿上也签了字。”该村
负责人说。会上，该村负责人介
绍了初步方案，决定从实际出发，
通过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把闲置土
地整合起来，以每年1200元/亩
的价格统一流转，打破以往村民
个人流转土地的传统模式，既保
障村民权益，又增加村集体收
益。议事会成员纷纷表示赞同。
会后，该村“两委”立即整合闲置
土地，统一签订了流转合同。

玄庄村将持续争先创优，利
用“为民协商”平台，探索新形势
下的土地流转新模式，实现群众
增收、产业增效，激发乡村振兴新
活力。

道朗镇玄庄村
探索土地流转新模式

本报1月3日讯（通讯员 王
钰宁）“坑洼道路变身美丽风景
线，‘信用体系+为民协商’这两个
平台真是把好事、实事办到我们
群众‘心坎上’了。”说起生产路的
变化，岱岳区祝阳镇金井村村民
感慨万分。

金井村生产路共计8条，全
长 4500米，拉马沟西岭生产路
1200米，是群众生产生活的必经
之路，由于多年来道路狭窄、年久
失修、坑洼不平，导致群众生产物
资进入难、农林产品运出难，给群
众带来了极大不便。

为保障群众运输、出行方便，
金井村借助“为民协商+信用体
系”两个平台，开展精准调研，广
泛收集意见建议，召开“为民协

商”议事会，围绕生产路整修开展
专题协商。议事会成员共同参与
会议，充分交流商讨，最终达成共
识，对生产路进行分期修整。施
工现场，原先狭窄、崎岖的生产路
被拓宽、整平，主干道全部拓宽到
3米以上，可辐射耕地30余亩、山
岭地1000余亩，200余户村民受
益。施工中，该村通过信用加分
的方式激励更多群众积极报名参
与志愿服务。

此次整修项目帮助群众解决
了农业机械通行难题，有效提高
了农业生产效率。“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用好‘信用+协商’两个平
台，为群众解决烦心事、忧心事，
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祝阳镇
相关负责人说。

祝阳镇金井村“协商＋信用”
打通便民生产路

本报1月3日讯（通讯员 张
凤 党晓玮）日前，岱岳区大汶口
镇颜谢西村通过“为民协商”平台
协商议题，清除了主街街边和胡
同内杂树，补种了新苗，解决了该
村村民的烦心事。

原来，颜谢西村主街街边和
胡同内有许多法桐、银杏、枣树
等高大树木，架空的电线穿过树
冠，遇到大风天气，电线容易缠
住树枝，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主街拐角的树木遮挡行车视线，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春天，法桐
的毛絮也给附近村民造成了极
大的困扰。

为此，该村“两委”决定通过
“为民协商”议事会解决此事。

议事会召开前，议事会成员与种
植杂树的村民进行深入沟通，强
调了统一绿化的必要性，得到了
村民的理解与支持。议事会上，
成员们积极讨论、查阅资料、借
鉴其他村（社区）经验，形成了清
除杂树、补种新树苗的方案，并
完善了绿化管护制度。会后各
项工作立即展开，专业人员清理
杂树，公益岗人员和志愿者清理
残枝落叶和垃圾，5天内便完成
了所有工作，9600 株新树苗挺
立在道路两旁。

现在的颜谢西村形成了完善
的网格绿化管护制度，有专人负
责定期浇灌、修剪，一棵棵绿化植
株生机盎然，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大汶口镇颜谢西村

清除杂树优绿化
协商助力焕新颜

本报1月3日讯（通讯员 刘传
录）岱岳区粥店街道石蜡社区位于泰
安市和济南市交界处，近年来，由于该
社区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部分土地
出现撂荒现象。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包保石蜡
社区的岱岳区政协委员马奕到社区
调研时提议，“我们应该走出去，去学
习、去找经验。”石蜡社区“两委”综合
考量后，决定前往河南艾草基地等进
行实地考察，学习其先进经验和做
法。考察结束后，石蜡社区根据考察
学习情况并结合社区实际，决定在岱
岳区供销社的引领下，由社区联合泰
安玉之源工艺品有限公司，以“集
体＋公司”的模式，成立泰安市艾玉

农业专业合作社进行艾草种植，并形
成《关于成立艾玉合作社（初稿）》的
议题提交“为民协商”议事会协商
讨论。

土地使用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
高，涉及每名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做
到合法、合理、合情，才能得到群众支
持。石蜡社区“有事多商量·为民协
商”议事会从做细调研工作入手，展开
各项前期准备工作。议事会成员、党
员代表、居民代表认真学习相关政策
及法律法规，综合考虑土地资源、水
利、林业、经管等部门的意见建议，并
再次通过走访入户、发放征求意见稿
等方式，征求160户居民的意见建议，
形成了《石蜡社区成立艾玉合作社方

案（修订稿）》。
随后，石蜡社区召开“有事多商

量·为民协商”议事会。议事会首先
介绍了议题提出背景、前期考察调研
和征求意见情况、成立合作社的相关
内容。随后，马奕对方案内容表示同
意，“此次利用社区剩余土地进行艾
草种植，能有效盘活集体经济，增加
集体收入，还能解决社区部分劳动力
就业问题。”与会成员纷纷赞同，认为
社区利用剩余土地进行合作经营办
法可行、利民利企，并积极踊跃发言，
提出想法、意见和建议。

2023年 10月，石蜡社区泰安市
艾玉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成
立后，社区将现有土地及厂房、建筑设

施、灌溉设施和农机具等提供给泰安
市艾玉农业专业合作社使用，全力推
动合作社发展。为保障石蜡社区居民
基本的土地权益，合作社在协议期间
按实际使用面积每年向居民支付保底
土地使用费。据介绍，2024年，石蜡
社区集体收入预计超10万元，集体总
资产将达70万元。

石蜡社区通过发掘延伸产业链
条，盘活闲置土地进行艾草种植，既解
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又增加了产品
附加值，实现了集体再增收，让撂荒
地变成了“聚宝盆”。未来，石蜡社区
将继续发挥“有事多商量·为民协商”
议事平台的作用，全面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加速跑”。

粥店街道石蜡社区“有事多商量”

协商建立合作社 跑出振兴“加速度”

本报 1 月 3 日讯（通 讯 员
王莉晓）近日，岱岳区冬季“黄
河大集”暨“好品马庄、厚德家
风”文化惠民活动在马庄镇
举办。

集市上，各种物品竞相“争
俏”，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各
摊位前摊主热情招揽着生意，满
满的“烟火气”营造了喜庆祥和的
氛围。活动现场，还有书画家现
场即兴创作，一个个寓意美好、饱
含真诚祝福的书画作品展现在大

家面前。
此次“黄河大集”以信用体系

为依托，通过“为民协商”评选出
“传家庭美德、扬最美家风”马庄
镇最美家庭、最美志愿者和最美
网格员。此次活动是宣传推介优
秀传统文化、擦亮“黄河大集”品
牌、便民利民的一次生动实践，进
一步繁荣乡村文化、汇聚乡村人
气、激发乡村活力，为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区建设提供了文化
支撑和精神动力。

岱岳区举办冬季“黄河大集”暨文化惠民活动

繁荣乡村文化 激发乡村活力

本报1月3日讯（通讯员 陈玉
涛）自2023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岱
岳分局以环境改善为目的、以群众满
意为核心、以执法检查为手段，坚持做
好监管与帮扶并重，积极解决各类环
境诉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突出重点，监管帮扶并重。该局
积极开展大气、水、土壤、危险废物、建
设项目等方面的执法检查，实施企业

一对一现场“把脉问诊”，针对存在的
问题“对症下药”，指导企业强化污染
防治措施，规范现场管理，完善档案资
料。对屡查屡犯、拒不整改、情况恶劣
的环境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
依法予以严厉打击。2023年，该局采
取“执法+帮扶”模式累计检查企业
700余家次。

立足满意，稳妥解决诉求。该局

牢固树立服务意识，着力解决群众关
心的环境热点、难点问题，把群众满意
作为第一标准，结合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等平台，确保群众反映问题
渠道畅通，切实维护群众合法环境权
益。截至目前，该局累计受理12345
热线等信访700余件，综合满意率达
97%以上。

优化方式，服务经济发展。该局

积极创新执法方式，树立“在服务中监
管、在监管中服务”的意识，推动“指导
服务先行、执法关口前移”，积极为企
业送政策、送标准、送技术。同时，结
合在线监控、用电监控等方式，开展环
境安全专项执法检查，加强事前预
防，有序推进规范管理，不断提高服务
企业发展水平，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生态环境局岱岳分局坚持做好监管与帮扶并重

提高执法服务水平 抓实生态环境保护

本报1月3日讯（通讯员 韩
增琴）自2023年以来，岱岳区角
峪镇南冶村以“美德信用”宣传为
抓手，充分运用信用奖励机制，发
动群众广泛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志
愿服务活动，持续推进乡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

角峪镇南冶村自推行“美德
信用+环境整治”工作模式以来，
积极强化美德信用宣传，村民参
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更高了，大
家利用傍晚闲暇时间，自发进行
卫生扫除，修剪整理绿植，清理道

路垃圾。同时，南冶村利用“为民
协商·有事好商量”平台率先推行

“美德信用+”人居环境治理模式，
推行“美德信用+积分制管理”，并
设立“信用+”积分超市。在该村

“信用+”超市内，货柜上整齐地摆
放着各种生活用品，村民可以根
据自身积分兑换所需用品。

角峪镇将继续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重点任务落到实处，用
好“信用+协商”平台，打造“美德
信用+”治理模式，提高人居环境
整治水平，建设宜居美丽乡村。

角峪镇南冶村用好信用奖励机制

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本报1月3日讯（通讯员 曾庆
晗）自2023年以来，岱岳区山口镇积
极推进理论宣讲品牌建设，依托镇、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构建“三点带
动”宣讲格局，通过协商的形式，开展
内容饱满的宣讲活动，让群众听得懂、
留得下、坐得住，有效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入脑入心。

以构建宣讲“大格局”为出发点。
山口镇创新打造“山口微讲堂·理论进
基层”宣讲品牌，加强基层党组织理论
学习，研究制定《关于开展“山口微讲

堂·理论进基层”宣讲活动工作方案》，
组织志愿者、专家学者、红色宣讲团等
多支宣讲队伍进村居、进社区、进学
校、进企业、进机关开展理论宣讲活
动。截至2023年底，山口镇共开展
280余场“山口微讲堂·理论进基层”
主题宣讲活动，受众达5万余人次；开
展100余场“山口微讲堂·理论进基
层”基层党组织书记、红色宣讲团宣讲
活动，覆盖群众3万余人次。

以打通“最后一公里”为切入点。
山口镇积极订购并发放重点理论读

物，进一步增强干部、群众的思想认
识，凝聚发展共识。同时，做好理论大
众化、通俗化文章，先后成立党的二十
大精神宣讲团、“山口微讲堂·理论进
基层”宣讲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
愿服务宣讲团、倡树美德健康生活方
式宣讲团等，共开展宣讲230余场。
建好宣讲人才库，加强宣讲人员培训，
开展常态化宣讲，不断开创理论宣讲
工作新局面。

以“春风化雨润民心”为落脚点。
山口镇宣讲活动多从日常生活中的细

枝末节入手，以小见大，将宣讲内涵与
实际生活有机结合。围绕垃圾分类、
环保政策、科普知识、文明风尚等多个
优质宣讲主题，聚焦干部、群众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精准式宣讲，让
群众感受到理论宣讲与自身息息相
关，实现与群众同频共振。

蓝图催人奋进，宣讲凝聚力量。
用小故事讲大道理，山口镇理论宣讲
工作一直没有停下脚步。如今，镇域
理论宣讲多点开花，乡镇风貌既有颜
值又有内涵。

让群众听得懂、留得下、坐得住，山口镇——

“三点带动”助推理论宣讲走深走实

天平街道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

构建和美乡村建设新格局
□通讯员 韩宜霖

近年来，岱岳区天平街道以“七
星”和美村居建设为抓手，探索物业蓄
力、业委聚力、网格增力、平台借力新
思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新模式。

“红色物业”蓄动力
居民生活更美好

天平街道辖区内共有11个老旧
小区，存在年久失修、空间匮乏等老旧
小区共性问题。为此，天平街道借助

“七星”和美村居建设契机，以打造“好
物业”为建设标准，立足物业公司管理
和社区兜底两种小区现状，有针对性
地提高物业管理水平。

加强考核，倒逼质量提高。针对
市场化物业公司管理小区，天平街道
开展民生实事工程，对各小区民生实
事推进情况打分并通报，实行红黄黑
榜制度，倒逼物业公司提高服务质量、
规范服务标准，有效增强居民幸福感、
获得感。推进领办，擦亮天平特色。
针对无人管理小区，各社区党委走访
入户，为居民算好经济账，注册成立以
社区为主体法人、“两委”成员为自然
法人的城市运营服务公司，扛起物业
管理大旗。截至目前，天平街道已完
成4个老旧小区的领办工作，开创小

区治理新局面。

小区业委聚合力
基层治理更完善

此前，天平街道51个小区当中，
仅有6个小区有业委会，随着居住人
口不断增加，业委会的成立迫在眉
睫。为此，天平街道聚焦组建居民信
任的“好业委”。

党建引领，把好方向。天平街道
成立工作专班，多次召开专题工作会
议，针对各小区不同情况逐一分析研
判。截至目前，符合成立条件的44个
小区已成功组建业委会42个，组建率
达95%；240名业委会成员中，党员占
比达66%，党的组织和工作深深扎根
业委会，实现党的建设和社区治理同
步提升。建章立规，踩稳“离合”。各
社区党组织从制度建设出发，定期召
开党员、群众代表座谈会，就业委会人
员构成及工作职责反复协商，最终制
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有效保障所有
业主的合法权利。

网格治理提能力
社区服务更精准

为推动“七星”和美村居建设提质
增效，进一步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和治

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天平街道以“三个
聚焦”打通网格治理堵点，推动网格化
治理更加精细化、科学化。

聚焦系统性建设，合理划分。针
对此前网格人口过多、管理不到位
的问题，依照规模适度、便于服务、
有利治理的原则，天平街道新建5个
城市社区，将社区人口控制在5000
人以内，构建“社区党组织——包保
干部——网格长——网格员——联
系户”组织架构，稳稳拖住基层治理

“底盘”；新建22个专属网格，将辖区
内沿街商铺、商业街纳入网格管理，确
保治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聚焦专
业化建设，提高能力。2023年，天平
街道招录社区工作者42名、城镇公益
岗人员140名，全部沉入网格；明确网
格员工作职责，要求其当好政策落实、
代办服务、和谐之力、文明实践、民主
监督的“前哨兵”；定期开展网格员专
业能力培训，围绕网格基础信息排查、
平安社区创建、网格内环境整治等工
作，为网格员强基赋能。聚焦创新性
建设，覆盖服务。目前，天平街道已建
设网格驿站37处；依托网格员、网格
长微信工作群，推动13项便民事项下
沉小组，实现接诉即办有速度、未诉先
办有温度。

平台阵地齐发力
共治共享更和谐

天平街道大力推进“为民协商”工
作和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坚持以“为民
协商”为抓手，确立协商议事聚合力、
群策群力促发展的目标，健全机制、发
扬民主、主动协商，指导41个村（社
区）共召开村（社区）级议事会200余
次，协商落实惠民利民个性议题440
余个，老旧小区改造、社区领办物业、
居家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维护等民生
热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获得群众一
致好评。

同时，多措并举建立健全诚信体
系，通过搭建阵地、明晰规则、强化宣
传，支撑起“信用+N”治理框架，构建
党建引领“信用+网格”基层治理模
式，将信用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
充分发挥“信治”作用，通过信用体系
实现群众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最大限
度发挥、延伸信用价值，以诚信积分激
励、吸纳多元力量参与基层建设，建立

“参与——赋分——兑换”良性循环，
引导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通过

“‘为民协商’+信用体系工作”激励居
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进一步推动“七
星”和美村居建设工作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