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魏育林

美术编辑/杨 忠 李睿智 本版校对/杨 楠 03民生2024年2月22日

星期四

这个春节，岱岳区黄前镇大北岭
村村民过得格外喜庆、热闹。村里不
仅给7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了米、面，
还邀请艺术团在村文化广场连演3
天，这在以前从未有过。

看着村民齐聚文化广场，大北岭
村党支部书记王折坤心里热乎乎的。
看了一会儿节目，王折坤扭身去了大
北岭村蔬菜大棚基地。大棚里，一条
条绿油油的藤蔓上，泰山铁皮西红柿
宛如一串串小灯笼。大北岭村“两委”
干部一手拿筐，一手采摘成熟的西红
柿，忙得不亦乐乎。

“别看我们种的西红柿不大，但吃
起来口感很好，有西红柿的老味道。
最近前来采摘的村民和游客不少，大
家都想带点回家。”王折坤说，由于选
种好、水土好、不使用催熟剂，大北岭
村的西红柿供不应求，最贵时每公斤
能卖到24元。

“这菜种得真不孬”“没想到老家
不仅有了大棚，还种出了这么好吃的
柿子”……听着十里八乡亲友的称赞，
大北岭村“两委”干部干得更起劲了。

“这是我们村创业的第一个大棚，
为了摸索经验，更为了给村民打个样
儿，从建棚、下苗到后期管理，所有的
活都是村‘两委’干部干。”王折坤说
着，又清理起大棚里的竹炭炉子。近
期气温骤降，地处高山的大北岭夜间
温度低至零下15℃，大棚需要烧炭增

温。为了守好一棚“金疙瘩”，王折坤
和几名男同事干脆搭起简易床，住在
了大棚里。

王折坤还学会了直播带货，通过
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提升泰山铁皮西红
柿的知名度。“我每天一有空就开直
播，跟粉丝聊一会儿，还真吸引了很多
市民和研学的学生。”王折坤惊喜
地说。

辛勤的付出总会有回报。王折
坤给记者算了笔账。去年11月，大

北岭村蔬菜大棚基地的头茬西红柿
上市，春节前短短两个多月卖了10
万元。村里用这笔钱买了米和面，发
放给166位70岁以上的老年人，让村
民共享村集体收益。村里增加了收
入，村民也都喜笑颜开。大年初四至
初六，大北岭村“两委”和新乡贤筹资
请来艺术团，在村里热热闹闹唱了
3天。

大北岭村地处黄前镇山坳，过去
是个穷村子，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村

里人口老龄化严重，村集体经济基础
薄弱。2019年，“老书记”到了退休年
龄，村民都想选个能带头致富的人担
任村支书，就想到了在外创业的王
折坤。

“我15岁就出门打工了，学徒、工
程都干过，可从没想过回村。”王折坤
很矛盾，但还是回来了。

黄前镇在泰山东侧，北靠黄前水
库，当地山林水域众多，林果业发达，
但受地形所限，蔬菜产业发展缓慢。

“村里急需一个强村富民的产业，在山
区发展蔬菜产业也许是个出路。”王哲
坤说，既然回到家乡，就要带村民走出
一条乡村产业振兴路。

王折坤带着村“两委”干部到寿光
考察，还把农业技术专家请进了村。
在黄前镇党委政府和驻村第一书记的
帮助下，大北岭村建起了首批4个大
棚，30年没种地的王折坤为村里挖到
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如今，泰山铁皮西红柿已逐渐打
开市场，订单越来越多，管棚、摘菜、装
箱等方面的工作量大增，村“两委”干
部忙得不可开交却满心喜悦。

“今年柿子长势正旺，4个大棚都
很成功。我想带领村民一起发展设施
农业，打造休闲采摘和生产体验基地，
打响泰山铁皮西红柿品牌，进一步带
动村民就业增收，让西红柿产业映红
乡村振兴致富路。”王折坤说。

火红“柿业”映山乡
□记者 徐文莉

■西红柿成熟，吸引市民前往采摘。 记者 隋翔 摄

无论酷暑还是严寒，人们总能看
到穿梭于我市乡镇大街小巷、身着绿
色工作装的邮政投递员，他们将每一
件邮件安全、迅速、准确地送到居民
手中……为了让“快递村村通”成为
现实，泰安邮政公司不断努力着。一
直以来，农民融资难、销售难、物流难
问题制约着农业农村的发展。泰安
邮政公司主动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聚焦乡村振兴痛点、难题，依
托邮政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四流合一”优势，着力破解农民融资
难、销售难、物流难问题，真正把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
当好泰山脚下服务乡村振兴的“排头
兵”“主力军”。

邮政普惠金融破解融资难

“泰安邮政公司下辖101处乡镇
金融网点，致力于为广大居民提供个
人金融、企事业代发、生态场景搭建等
一系列金融服务，实现农村区域全覆
盖。”泰安邮政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不断创新邮银协同机制，2023
年，邮银协同共建信用村55处、授信
农户1500余户、解决资金需求3.8亿
元，有效破解了农民与农村经济主体
融资难、资金周转难的问题，真正将金
融“活水”源源不断注入山间田野，把
普惠金融融入乡村产业振兴。

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正在泰汶大
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逐步串联起
泰安邮政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
面对收购商与农户之间支付不便的痛
点问题，泰安邮政紧抓农产品销售结
算核心节点，扩大“丰收宝”交易结算
覆盖区域，加快“丰收宝”布码，推进农
村金融生态场景建设，不断延伸惠农
服务，现已成功为东平斑鸠店大蒜交
易市场、宁阳鹤山面粉厂等数十个农

业经济主体打造金融结算（交易）
场景。

农村电商平台破解销售难

为拓宽农特产品销路，推动农产
品上行、工业品下行，泰安邮政线上、
线下渠道共同发力，2023年实现农产
品交易额8394万元，下行商流交易额
9857万元，大单品交易额7851万元。

线上，泰安邮政成立电商直播中
心，建设550平方米直播基地、6个专
业直播间，组建专业化电商直播团
队，打造新媒体矩阵，聚焦乡村振兴、
邮政助农主线，深挖泰安本地特色，
借助直播渠道将肥桃、泰紫薯、泰山
板栗等代表性农副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以邮乐网等特色农村电商平台
为依托，借助“逢9福利日”活动，加
快“一县一品”万单农产品推广，成功
打造新泰果蔬面、肥城小米、宁阳大

枣、东平粥粉、城区煎饼5个万单农
产品项目，原味山楂条、粗粮卷饼、泰
山地瓜干等特色产品成功入围集团
邮乐小店“逢9福利千单购”活动，得
到了全国邮乐小店店主的青睐，省外
订单占比达60%。

线下，泰安邮政以138处支局网
点及3000处遍布城乡的邮政综合便
民服务站点为依托，以社区团购、优惠
购为抓手，以当地农民自产自销的应
季果蔬为重点，先后开展新泰阳光玫
瑰葡萄、房村圣女果、良庄西瓜及博洋
蜜香瓜等拼团活动，累计开展社区拼
团456场次，销售各类瓜果、蔬菜2.5
万余公斤，社区团购交易额达 538
万元。

三级物流体系破解物流难

我市大力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
体系建设，推动“快递进厂、进村、出

海”，把快速高效的快递服务延伸至供
应链末端的千家万户，同时强化能力
建设，升级改造市、县两级处理中心，
投入自动化分拣设备，开通冷链专线，
服务运营能力空前增强。2023年，全
市进出口邮件7032万件。

目前，泰安邮政共建设县级仓配
处理中心5处、镇级仓储处理中心21
处，依托全市邮政支局与邮政快递公
共服务站，与12个快递品牌、55家企
业及分支机构签署“邮快合作”框架协
议，大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探
索“客货邮”融合发展模式，宁阳县分
公司开通8条“客货邮”线路，辐射东
部5个乡镇、30余个自然村，日均运送
邮快件2500余件；肥城市分公司开通
8条“客货邮”融合公交专线，覆盖14
个乡镇、21个邮政支局所、40多个规
模自提点，日均运送邮快件近万件，有
效激活了服务乡村快递物流的“最后
一公里”。

与此同时，泰安邮政深度挖掘泰
山文化内涵，着眼游客需求，打造“天
下泰山”主题邮局，设计研发110余款
集泰山文化、国潮文化和邮政文化于
一体的明信片、集邮品、文创衍生品和

“福”文化产品，打造网红拍照打卡区，
为泰山文旅增加“邮”元素。在政务服
务方面，积极参与“放管服”改革，全面
进驻市、县两级政务大厅，通过人员派
驻，提供不动产证、档案、证照材料寄
递等服务。

当前，中国邮政服务乡村振兴工
作进入从“点上突破”转向形成“规模
化成效”的新阶段。物流通、资金活、
销售畅正在悄然变化着，泰汶大地上，
邮政人正继续深耕沃野，与千家万户
一起迈向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的
美好未来，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
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泰安邮政着力破解农民融资难、销售难、物流难问题

点点“邮政绿”绘出幸福“乡村美”
□记者 苏婷

■泰安邮政组建专业化电商直播团队。 通讯员供图

寒假期间，泰山区上高街道
学苑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和家长学校精心组织开展了“多
彩寒假·助力成长”社会实践活
动，点亮青少年多彩假期。

组织青少年挥毫泼墨，书写
“福”字；开展棋类比赛，让青少年
在对弈中感受棋类运动的魅力；
组织青少年写下美好的愿望，挂
到“心愿树”下……学苑社区通过
社会实践活动丰富了青少年的假
期生活，提升了青少年的综合
素养。

记者 刘小东/文 陈阳/图

社会实践
点亮多彩假期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杨
文洁）近日，岱岳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会同共青团岱岳区
委、粉笔教育联合举办“青鸟计
划·智汇岱岳”高校学子职业规
划公益讲座，增强返乡学子职业
生涯规划和职业发展意识，帮助
其找准就业方向、提升求职
能力。

讲座现场，岱岳区引进的人
才代表——中国地质大学博士王
新珂，校园引才大使、辽宁工程技
术大学硕士赵忠鑫分别结合个人
经历，从自身感悟及成长收获等
方面进行了分享交流，在学习和

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给出了指导
建议。

讲座特别邀请了岱岳区检察
院检察官孙雨辰、粉笔教育教师
吴海鹏进行了反诈骗宣传教育和
职业规划指导。孙雨辰针对学生
群体特点，生动形象地讲解了刷
单等在学生群体中多发的诈骗类
型和套路，帮助学生准确识别网
络诈骗，绷紧反诈安全弦；吴海鹏
从社会现状出发，深入浅出地分
析了大学生面临的职业选择和道
路规划，对未来如何择业、就业、
创业给出了进一步的指导和
建议。

岱岳区高校学子
职业规划公益讲座开课

■公益讲座现场。 通讯员供图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张
建）近日，记者从市政务服务中心
了解到，该中心交通窗口把2024
年确立为“窗口服务质量提升
年”，将通过优化办事流程、改善
服务态度，为办事群众提供务实、
高效、便捷、无偿的政务服务。

目前，交通窗口正大力推行以
“一张笑脸迎人、一把椅子让座、一
杯热水暖心、一份真情待人、一颗
公心办事、一句好话相送”为内容
的“六个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
瞄准审批改革和政务服务最新政
策、最新实践，围绕中、高频事项办
理，开展业务集中学习和特色礼仪
培训，把礼仪文化融入窗口日常服
务工作；按照“前台综合受理、后台
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证”模式，整

合交通各部门业务，纳入综合窗口
受理，做好“一窗通办”；与此同时，
在审批时间上做“减法”，在服务意
识上做“加法”，在服务效能提升上
做“乘法”，在交通运输痛点、堵点
上做“除法”，着力解决“不能办”的
问题。

此外，交通窗口优化跨区域、
跨层级服务，让异地办事更有深
度，通过电话告知、发放宣传材
料、现场帮助等途径加强对“跨省
通办”的宣传，想方设法解决异地
办事堵点、痛点和难点问题；健全
线上帮办机制，将线下“一对一”
帮办代办模式同步延伸至线上，
为网上办事群众提供实时远程视
频指导，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的咨询服务帮办代办体系。

市政务服务中心

交通窗口再升级
便民服务暖心办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毕
凤玲）近日，市科技局出台《关于
健全与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
制 深化我为企业办实事的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
确5项重点任务，细化15条措施，
对如何解决市场主体、服务对象
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作出了具体
安排。

5项重点任务包括实施“惠企
利民”政策供给行动、“惠企利民”
政策细化行动、“惠企利民”政策
宣讲行动、企业发展难题调研行
动和科技志愿服务行动。具体措
施方面，市科技局将全面梳理支
持科技创新惠企政策，编制“免申
即享”政策清单，谋划2024惠企
服务新举措；梳理、调整、编制各
项业务办事指南，优化办理流程，
严格落实“一件事一次办”，减少
办理环节，简化办理手续，提高办

理效率；对汇编政策再细化、宣讲
内容、政策解读、宣讲方式等7个
方面制定具体措施，力争让企业
对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成立县（市、区）及功能区服务专
班、产业链服务专班、高校服务专
班和技术转移工作服务队，实施

“三个三分之一”工作法，帮助市
场主体协调解决难点、痛点问题；
选派35人担任“企业服务专员”，
结合工作实际包保重点企业，明
确企业服务专员的职责，开展面
对面会商交流活动，现场回应企
业关切以及企业诉求等。

据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实施方案》的出台，能够起到
牢固树立“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
理念的作用，对进一步提升科技
服务效能、服务科技型企业高质
量发展、着力打造一流科技创新
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市科技局明确5项重点任务
着力提升科技系统服务效能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董
文一）春节假期结束后，宁阳县司
法局开展了社区矫正对象节后

“收心”教育学习活动，切实加强
社区矫正对象监管教育。

宁阳县司法局开展集中点
验，强化身份意识，对所有在册社
区矫正对象逐一点名、核对身份，
检查在位情况，确保节后不脱管、
不漏管。

以法治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宁阳县司法局组织社区矫正对象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
法》《山东省社区矫正细则》等法
律法规，要求社区矫正对象尽快
调整心态，并强调了书面报告、请
销假、手机定位等管理制度，增强
其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

宁阳县司法局工作人员说：
“我们还与个别矫正对象进行了
谈话，详细了解他们春节期间的
思想、生活等情况，并要求其在新
的一年里继续从严约束自己，严
格遵守社区矫正有关管理规定。”

宁阳县司法局对社区矫正对象
开展节后“收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