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市城市管理指挥
保障中心四片区信息采集
员在巡查时发现，环山路与
金山北巷交会处东南角结
冰，存在安全隐患，行人有
滑倒风险。采集员立即上
报指挥保障中心，联系责任
单位，及时对路面进行清
理，冰面现已清除完毕。

通讯员 王誉淇 文/图

路面快速除冰 保障出行安全

■普查员入户登记核实。 通讯员供图

本报 1 月 30 日讯（通讯员
周千睿）“五经普”正式普查登记
工作开始以来，岱岳区积极组织
普查“两员”对普查对象开展现
场登记工作，各社区普查员严格
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将日常走访

与普查工作有效结合，开展人性
化普查登记。普查员从经营户
角度出发，做好普查对象分组，
采取错峰入户的方式，避免影响
经营户正常经营。入户登记过
程中，普查员对营业执照、主要
业务、期末从业人员、全年营业
收入及支出等内容进行详细登
记核实。

“五经普”普查登记工作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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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城市新城街道聚焦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将乡村振兴各项事业有机融入城乡
融合大局，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
地。2023年以来，新城街道着力推
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成功申报
全国500强合作社1家、国家级农民
专业示范合作社2家、省级示范合作
社5家，申报第二批“泰好吃”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2个。

农业发展持续向好

推进粮食种植。2023 年以来，
新城街道完成小麦生产面积456.67
公顷、玉米生产面积526.67公顷，粮
食种植面积比2022年增加140余公

顷；完成小麦统防统治434.78公顷，
大豆玉米复合种植 118.22 公顷，玉
米保险 467.92 公顷，小麦统一供种
472户218.76公顷29079.95公斤；完
成减垄增地 112.14 公顷，进行蔬菜
农残快检264批次，实施循环农业项
目 533.33 公顷。此外，新城街道现
代食品产业链完成策划项目5个、开
工 项 目 1 个 ，签 约 项 目 开 工 率
100%，审批办理食品摊点证4个；多
次到田间地头开展蔬菜安全生产活
动，蔬菜送检样品64批次，样品合格
率达100%。

强化肥桃培优。新城街道继续
实施肥城桃新发展“678910”补贴政
策，鼓励种植大户、合作社在园地、林

地上新发展肥城桃种植，重点规划了
占地6.67公顷的东尚村群力放水洞
片佛桃新发展示范片。在培优上，依
托循环农业项目，肥桃种植大户增施
有机肥 133.33 公顷，新发展肥城桃
21.33公顷。在肥城市佛桃鉴评大赛
中，产自新城街道的佛桃获一等奖1
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5项。

乡村振兴持续推进

新城街道围绕白云山片区规划
建设“三区四园五基地”，即文旅康养
区、中央桃行佛桃产业园区和高标准
农田区3个区，白云山休闲公园、春
秋农耕庄园、桃文化体验园和优质佛
桃培优园4个园，白云山颐养基地、

中央桃行肥城桃标准化生产基地、肥
桃加工基地、群力放水洞红色教育基
地、户外拓展训练基地5个基地。新
城街道坚持党建统领、规划先行、产
业支撑、整合资源，强力推进乡村振
兴示范区建设。

经济收入持续增加

新城街道持续用好“强弱帮扶、
结对共建”发展模式，整体提升各村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截至2023年10
月 底 ，各 村 集 体 经 营 性 收 入 共
8800.95万元，100万元以上的村11
个，其中，孙家庄村突破2000万元，
伊家沟村、东付村、孙家小庄村先后
突破1000万元。

肥城市新城街道聚焦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通讯员 梁慧敏

本报1月30日讯（通讯员 邢艺
菲）近日，泰山区教育和体育局联合
岱庙街道、徂徕镇举行“体育文化旅
游”健身项目展演，激发群众健身热
情，活跃群众文体生活，营造浓厚节
日氛围。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迎新春、庆
新年”“体育文化旅游”为主题，通过参

与体育文化活动，人们更好地追求健
康的生活方式，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和益处，同时在活动中体验社交互动
的乐趣。

当日上午9时30分，在老县衙大
院，精彩的舞龙伴随着响亮的锣鼓声
热闹开场。舞龙队员舞着彩龙或奔
跑或盘旋，用精湛的技艺赢得了现场

观众阵阵掌声。在《中国功夫》节目
中，小朋友动作矫健有力，一招一式干
净利落，让人拍手欢呼。随后上演的
太极拳展演以柔克刚、松静自然，表现
了超然的境界。各具特色的健身体育
项目展演轮番登场，老县衙小广场上
热闹非凡。

此次活动是岱庙街道与徂徕镇

开展结对共建的一次重要实践。“岱
庙街道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
加强与徂徕镇的交流合作，打破地
域限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共享，
共同开展文化体育、乡村旅游等一
系列活动，促进双方在经济、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共同发展。”岱庙街道
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刘坤说。

岱庙街道与徂徕镇携手举行“体育文化旅游”健身项目展演

活跃群众文体生活 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2023年，肥城市人民法院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忠实履
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
作取得新成效。全年受理各类案件
14974件，审结14327件，办案质效
持续向好，为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始终与中心大局同频
在保障高质量经济发展中

彰显担当作为
全力护航社会安全稳定。肥

城市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犯罪、保障
人权、维护稳定，2023年，共审结
刑事案件470件，判处犯罪分子
539人。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以寻衅滋事罪对长期在境外发布
危害国家利益虚假信息的魏某某
等4人判处刑罚。常态化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妥善审结全国扫
黑办、最高检、公安部挂牌督办的
临沂金某某等20人涉黑案；推进

“黑财清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
壤；在全国法院常态化扫黑除恶斗
争调研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全力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肥城市人民法院优化企业服务专
员制度，联络走访企业130余人
次，解决法律问题200多个。深化

“信易+”精准司法服务保障机制
建设，妥善审理涉企纠纷 3334
件，标的额20.07亿元。

全力助推法治肥城建设。肥
城市人民法院审结一审行政诉讼
案件89件，审查行政非诉案件51
件。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一审服判息诉率达81.6%。

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心
在守护高品质群众生活中

涵养为民情怀
强化民生诉求保障。肥城市

人民法院深化立案诉讼服务工
作，肥城市人民法院立案庭荣获
全省法院“诉服有温度、立案无投
诉”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发挥司
法救助解危济困职能，为困难当
事人发放司法救助款15.9万元。

强化民生纠纷化解。肥城市
人民法院审结农民工追索劳动报
酬、医疗、赡养等纠纷案件944件，
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深入开展“小
案事不小、小案不小办”专项活
动，《巧解物业纠纷、点亮万家灯
火》案例在全省法院案例评选和
讲评活动中荣获一等奖。打造

“肥常呵护”少审品牌，设立我市
首家校园安全先议办公室。

强化民生权益兑现。肥城市
人民法院用足“治赖”措施，全年网
络查控1.08万余次，司法拘留215
人次，执结各类案件4447件，执行
到位金额8.64亿元，切实让群众合
法权益兑现成“真金白银”。

始终与改革进程同向
在推进高水平公正司法中

提升能动属性
司法责任制改革持续深入。

肥城市人民法院优化组建45个
办案团队，进一步深化案件“繁简
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

解纷机制改革全面加强。肥
城市人民法院创建“肥常和事”品
牌，探索建立“一村一法官”工作
机制，挂牌成立肥城仲裁服务中
心、诉裁衔接党建联建工作室，诉
源治理体系不断构建完善。

数字化改革迭代升级。肥城
市人民法院开发全市法院首个智
慧送达系统，自动修复提供送达信
息784人次，发起网格员协助送达
330余次，有效缓解了送达难题。

始终与时代要求同步
在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中

厚植司法根基
突出政治领航。肥城市人民

法院抓实机关党建工作，“党建领
航，天平聚力”品牌荣获全省法院
党建与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合党
建品牌创新竞赛二等奖，王瓜店
法庭党支部获评全省法院党建工
作先进集体。

突出素能培养。肥城市人民
法院组织开展各类经验交流、业
务培训、技能比赛等活动60次，培
训干警179人次，17个集体和29
名个人获各级荣誉表彰。

突出正风肃纪。肥城市人民
法院开展司法作风提升、执法司
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活动，有效
督促干警规范行为、提升形象。

肥城市人民法院

“实”字当头开新局
敢作善为勇争先

本报 1月 30 日讯（记者 刘明
荟 通讯员 刘丰欣）近日，市审计局
召开2023年度工作总结会议，会议总
结2023年工作情况，认真分析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并规划部署 2024 年
工作。

2023年，是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审计机关成立40
周年，是审计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

碑意义的一年，也是市审计局多项工作
实现重要突破的一年。在市委、市政府
和省审计厅的坚强领导和全局上下共
同努力下，市审计局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整体谋划，
积极担当作为，努力创新开拓，强化研
究型思维，依法履行审计职责，各项工
作规范有序开展，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指出，我市审计部门要深入
学习贯彻全国、全省审计工作会议精
神，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推进各项工作
实现新提升。着力解决“审计作为与
审计地位不相适应”重要问题，牢固树
立“精细管理提质增效、守正创新强基

固本”发展理念，不断深化“管理体制
改革、审计质效变革、队伍建设革新”，
精准聚焦省审计厅确立的“六个围绕”
审计重点，加快实现“整体工作争先进
上水平、单项工作争一流创精品”工作
目标，确保“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
贯耳”重要指示落实落地，推进全市审
计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4年，我市审计工作将在压实
整改责任上下功夫，在沟通协调上下功
夫，为实现新进步打下坚实基础。坚持
向精细化管理要质效。审计部门要与
时俱进，将精细化管理理念引入审计管
理，坚持抓精品、抓规范，做到全面覆

盖、常态落实、长期坚持，提升审计质
量，实现审计价值。坚持守正创新突出
特色。审计部门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
自身优势，聚力改革创新，着力在提高
审计质量、创建优秀项目、创新审计方
式方法、提升能力素质以及强化基层党
建和机关文化等方面打造更多特色亮
点。坚持强基固本建好队伍。审计部
门要进一步夯实“1+4+N”工作体系，在
队伍建设上实现新提升；要激发年轻干
部活力，提升业务能力，强化约束力，提
升主动力，年轻干部要有明确目标，有
主动的意识，有积极的行动，切实促进
审计工作质效整体提升。

市审计局召开2023年度工作总结会议

总结促提升 蓄势谋新篇

本报1月30日讯（记者 刘
明荟 通讯员 周语涵）近日，省
大数据局公布2023年新型智慧城
市优秀案例评选结果，泰山区普瑞
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智改
数转”，铸造“数字化智慧车间”》案
例成功获新型智慧城市优秀案例
数字生产领域二等奖。

作为中国液态食品行业数智
成套装备最大的制造商和服务
商，普瑞特抢抓全区数字经济发
展机遇，建成工业互联网平台，利
用数字孪生、VR全景、数字化工
艺仿真等先进的研发设计手段，
为智慧化工厂项目创建高度仿真
的虚拟模型，通过数字化安全生
产、数字化管控服务、数字化指挥
统筹，提供更合理的制造规划与
更精确的生产把握，进而引领行
业数字化转型，目前已为140家

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以来，

泰山区工信局聚焦数字经济产业
培强壮大，纵深推进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通过政策引领、项目带动、
精细服务，聚力以数字化赋能传
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2023年
实施制造业“智改数转”项目60
个，服务企业争创数字经济、数字
化转型领域省级及以上荣誉35
项，为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4年，泰山区工信局将深
入实施数字赋能突破提升行动，引
导企业综合应用新一代数字技术，
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
理等环节实施数字化转型，打造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场景，培
育一批试点示范标杆企业，为新型
工业化强区建设插上“数字之翼”。

普瑞特“智改数转”案例入选
省级新型智慧城市优秀案例本报 1月 30 日讯（记者 刘明

荟 通讯员 彭姝）近日，市质量强市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市场监管局）
召开泰安市“泰好品”质量公共品牌工
作推进会，通报第一批“泰好品”质量
公共品牌评价工作进展情况，分解并
明确下一步具体工作任务。

近年来，我市把“实施区域品牌培
育工程”列入质量品牌战略重点任务，
大力推动品牌建设工作，全市质量品

牌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3年以来，
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获第九届“省
长质量奖”，实现零的突破，山东泰开
高压开关有限公司获第九届“省长质
量奖提名奖”；“泰山玉”获批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瑞福锂业及图”被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均是全省唯一新
增；6项产品入围“山东制造·齐鲁精
品”名单；1家酒店被新评为“五星级
旅游饭店”；我市山东优质品牌（产品、
服务）数量位列全省第一，山东知名品
牌数量位列全省第六；累计有15家企
业和2个区域品牌获评“好品山东”品
牌；全市发明专利授权量增幅居全省
首位。

打造“泰好品”质量公共品牌是贯
彻落实“好品山东”建设工作的重要举
措和延伸，是结合全市质量品牌工作
实际，为推动泰安品牌培育和宣传“量
身打造”的重点工程，需要各部门齐心
协力、联合推动。2024年，各有关部
门要增强责任意识，强化质量监督检
查，健全行业管理，引导各类市场主体
牢固树立质量意识，督促企业做好质
量规划工作，建立完善质量基础设施，
突出标准引领，不断提升产品、工程、
服务质量。

目前，第一批泰安市“泰好品”质
量公共品牌评价工作正在开展中，各
有关部门要充分理解打造“泰好品”

质量公共品牌的重要意义，强化质量
标杆意识，严格遵守评价程序，积极
参与推荐工作，始终坚持选好、选优，
通过构筑“泰好品”质量公共品牌体
系，持续优化“泰好品”质量公共品牌
消费场景，切实发挥好“泰好品”质量
标杆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扩大泰安
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持续带动产
业提升。

质量工作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
各有关部门要增强做好质量工作的信
心，不断推进全市质量提升工程，引导
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补齐质量基础短
板，真正做到与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
合拍、合力，形成同频共振。

我市召开“泰好品”质量公共品牌工作推进会

发挥质量标杆示范引领作用 持续带动产业提升

□记者 董文一 通讯员 王士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