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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宋莉莉 报道
  本报济宁讯 4 月 19 日上午，2023 齐鲁书香节暨
济宁市全民阅读启动仪式在济宁文化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主办方为济宁市最美书店、济宁市最美
阅读推广人进行了授牌颁奖，省级全民阅读推广人郭
玉宣读了全民阅读倡议。据了解，启动仪式结束后，各
县市区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在全社会营
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风尚，让济宁这座
文化名城散发出浓郁书香。

2023 齐鲁书香节暨济宁市

全民阅读活动启动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没想到问题解决得这么快，掉落的
线缆、乱搭乱挂的电线一天就全部清理干净了。”谈到
济宁社科联民情书记对老旧小区飞线问题的迅速处
置，家住济宁市任城区金城街道胜利社区毛巾厂宿舍
的孟蕊频频点赞。
  日前，济宁市社科联在到胜利社区走访中遇到了
不停“发牢骚”的居民，说社区内有多处线缆、电线裸露
悬挂在空中，多次反映无果。得知此事后，民情书记迅
速到各个风险点位了解情况、一一做好记录，当即联络
区、街道和广电网络公司工作人员对小区飞线问题现
场勘探，并对所管辖的通信、网络线路进行整治。不到
一天的时间，供电部门工作人员就进行了现场施工。
通过此次集中整治，有效解决了以往线缆散乱的问题，
消除了线路安全隐患。
  今年以来，济宁市社科联民情书记始终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深化“网格+”服务体
系，通过群众座谈、走访等方式密切联系群众，想群众
之所想，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不断提高社
区居民幸福感。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马辉 报道
  本报济宁讯 4 月 18 日，京杭运河济宁跃进临港
国际智慧制造基地项目开工。该项目的启动对于打造
港产融合新高地，培育临港产业集群，实现现代港航物
流新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是济宁能源发展集团拉长加粗港航产业链
条重点打造的“六大百亿园区”之一，将按照智慧化、绿
色化、标准化、现代化要求，建设集钢材加工交易、物流
贸易、仓储服务、供应链金融、智能制造等功能于一体
的临港产业示范园，为区域内制造业企业提供集成服
务。项目预计今年10月中下旬建成投产，可实现钢材
年加工制作能力120 万吨。一期项目建成即可实现钢
材仓储贸易吞吐量600万吨，带动就业1000余人。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人间最美四月天，走在济宁街头，放眼望
去，繁茂的树木，整洁的街道以及井然有序的
人车秩序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而这一切
的背后，离不开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济宁市城市管理系统秉承“为人民管理城
市”理念，恪守有内涵、有品位、有颜值、有温度
和规范化、网格化、精细化、智能化“四有四化”
目标，用绣花功夫、匠心精神，不断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提升城市品质。

见缝插绿，推门见绿

  “现在每个路口都有景观，公园、绿地也离
家不远，城市的环境越来越宜居。”正值春季，
济宁城区各个角落被花朵装饰成了别具特色
的美丽街景。4 月 16 日，市民王大姐走在“口
袋公园”绥华园，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
  如今，在济宁城区，见缝插绿的“口袋公
园”越来越多，绥华园、飞虹园、明德园、尚儒

园、学思园等107 处“口袋公园”遍布整个城区，
市民出行随处可见生机盎然的绿意。
  据济宁市城市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介
绍：“通过挖掘老城区绿化潜力、用好边角
零星地块、破硬植绿等方式建设‘口袋公
园’，优化城市绿化结构。同时，采取丰富
植物种类、优化空间布局、提升景观品质等
方式，对老旧公园实施改造，进一步提升了
公园功能品质，为群众提供了舒心的休闲环
境。”
  为提升主城区道路绿化水平，今年，济
宁市城市管理局还启动了主城区道路绿化大
提升行动，重点围绕火炬路、红星路、洸河
路、崇文大道、太白楼路等四纵四横8条主干
路，在26 个重要节点“增花添彩”，共种植
时令花卉1500 平方米，改造提升面积10000 余
平方米。济宁市市政园林养护中心大力实施

“增花添彩”行动，合理更换部分老化树木，适
当增加观花和观叶等树种，优化绿化空间层
次，打造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景观效果，让城
市里处处是美景。

精细保洁，整治飞线

  优美洁净的道路是城市文明的体现。济
宁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按照“错时段、
避高峰、全覆盖”的方式，科学精准实施道
路洒水、湿扫等机械化保洁作业，重点对人
行道、下水箅子口等易造脏部位进行全方位
冲刷清洗，确保路见本色。加大巡查检查力
度，实施“见脏就扫，见污就冲”制度，加
密人工清扫捡拾频次，减少随机性垃圾和污
染滞留时间。
  飞线问题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还存在很
大的安全隐患。济宁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开展
飞线整治专项行动。截至目前，主城区建设
路、共青团路、琵琶山路、吴泰闸路等11条主干
道飞线整治工作已全部完成，同时对细部点位
进行靶向根治，市直管11条主干道共撤除废线
174 . 65 公里，拆除线杆1273 根，实现飞线入地
90 . 3 公里，城区主干道空中线路杂乱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

部门协同，数字赋能

  “只需要拍照上传，就能将案件分类派遣
处置，智慧城管畅通了各部门协作渠道。”济宁
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中心网格巡查三大队刘
秋旺在济宁大道巡查时发现几处井盖破损，随
即用智慧城管App 将发现的问题进行采集上
报，由平台进行派遣处置。
  智能化是精细化的必然要求。济宁建成
市级数字城管平台，采用单元网格管理法与
城市事部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城市
一物一事实时管理。涵盖住建部规定的事件6
大类83小类，部件5大类121 小类，总部件数
876565 个，纵向延伸区、街道（镇）、社区
网格和单元网格，横向连接市直部门和行业
单位。平台打造信息收集、案卷建立、任务
派遣、任务处置、处理反馈、核查结案和综
合评价“七步闭环”流程。目前，平台月均
流转各类型案件2万余件，有效提升了城市智
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恪守有内涵、有品位、有颜值、有温度和规范化、网格化、精细化、智能化“四有四化”目标

济宁：施“绣花”之功助城市蝶变

民情书记解民忧

  □记者 高峰 通讯员 唐伟 报道
  本报济宁讯 “通过现场观摩和学习研讨，更加深
刻认识到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将严格落实国
家安全责任制，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扎实抓
好分管领域国家安全工作。”4月13 日，济宁市兖州区
委理论中心组成员张允锐表示。
  连日来，兖州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了总体国
家安全观系列宣传教育活动，邀请国家安全领域专家
作辅导报告，实地调研校园安全、网络安全等宣传教育
阵地建设，同时开展了集体学习研讨，增强党员干部的
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
  今年以来，兖州区创新开展“调研观摩+政策解读
+学习研讨”和专题辅导报告“3+1”模式，着力推动理
论中心组学习常学常新、精学精进。为创新学习研讨
形式，兖州区积极开展调研式学习、体验式学习、互动
式学习，结合国家安全、乡村振兴、文化“两创”等学习
专题，融入实地调研观摩活动，并定期由中心组成员作
形势报告或政策解读，实行“一人讲、众人议”，进一步
增强了理论中心组学习质效。

兖州：“3+1”模式

推动理论学习提质增效

京杭运河济宁跃进临港

国际智慧制造基地项目开工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艾超 袁进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帮助家长解决中午接送孩子难和
午餐、午休无法保障问题，济宁市任城区探索午餐、午
休方式和管理模式，制定了精细的工作方案和配餐、陪
餐、午休看护制度，为学生提供温馨的午餐、午休服务。
  记者近日在济宁市南池小学看到，中午下课铃响
起后，参加配餐的同学在陪餐老师的带领下有序排队
取餐。配餐两荤一素，外加一杯营养粥，营养均衡、搭
配科学。午餐后，学生们先到学校图书馆看课外书，再
到午休室休息，老师全程陪伴。学生们表示，饭菜很好
吃，以前爸爸妈妈接送时间很紧张，现在中午不用回家
了，可以慢慢吃了。而且以前趴着睡觉经常把手压麻，
现在的午休椅可以躺下，手不麻了还很舒服，午休质量
很好，下午上课有精神。
  任城区为做好为民办实事项目，探索学生餐后午
休方式和管理模式，区财政计划投入700 余万元采购
午休设备，为36 处学校餐后午休服务提供物质保障，
让学生吃得好、睡得香、学得佳，让家长更放心。

校内午餐午休服务

让学生吃得好睡得香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霍学全 杨存葆 报道
  本报鱼台讯 为促进南四湖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今年鱼台县专门列支310 万元，对涉及南四湖
自然保护区和17片河湖水面开展菹草治理行动。
  4 月19日，鱼台县首期购买的11艘割草船，奔赴京
杭运河和惠河入湖口处，投入割草工作。菹草打捞工
作人员李双双介绍：“这艘全自动割草船在河道上每天
作业量在80亩左右，在大湖面作业量在100亩左右。”
  菹草，又叫虾藻、虾草、麦黄草，过季衰退腐烂后会
严重影响水质。鱼台县计划利用3 个月的时间，对涉
及南四湖自然保护区和17片河湖水面进行菹草治理，
菹草治理总面积38791 亩，涉及全县11个镇街，对生长
期菹草进行治本性和治标性打捞。

鱼台开展河湖菹草治理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高峰
   本报通讯员 苏富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各地是怎样推
进的？效果如何？群众得到了哪些实惠？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深入济宁市乡村振
兴一线采访，听听老百姓有啥心里话。

家家都有“韩经理”

　　“预定两个集装箱舱位，两天后发往马
来西亚巴生港”…… 4 月 13 日上午，金乡县
鱼山街道崔口村一栋大蒜恒温库前，村民韩
永猛一会“飚”着普通话订船期，一会又切换
成方言催进度，忙得连喝口水的工夫都没
有。十几位工人有的忙着将大蒜装袋，有的
将蒜袋装车，一小时的工夫就装满了一个集
装箱。
　　“小时候住土坯房，半个月吃不上一顿
肉，现在住别墅、开轿车，天天吃肉也不差
钱！”“蒜二代”韩永猛今年四十出头，经营大
蒜冷藏加工企业，年营业额过亿元。腰包鼓
了，他家扒掉土房子，盖起了“两层半”的别
墅楼。“想想当年，看看现在，真跟做梦一
样。”韩永猛感慨：“出土屋进别墅，多亏村里
领对了路。”
　　济宁市引导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立
足县域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培育壮大了一
批像金乡大蒜这样的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当
地在全市推广片区共建、支部带动、托管服
务等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强村十法”，
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
　　当年为了摆脱贫穷，崔口村老党支部书
记韩允其动员村民割掉麦子改种大蒜，拓市
场、兴加工，“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发展成了
今天的“中国大蒜第一村”——— 开办企业70
多家，大蒜价格波动影响全球。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已超过 600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5
万元以上。
　　和韩永猛家一样，崔口村300 多户村民
也都经历了由农民到商人的角色转变，家家
有企业、户户住别墅。加上韩姓是村里的大
户，头几年没少闹了笑话——— 外地客商进村
问路：“韩经理家怎么走？”村民却反问：“几
乎家家都有‘韩经理’，你找哪一位？”

一位农民五份收入

　　点开手机就能配肥、浇水、调节温湿度，
通过App 就能线上预约“滴滴农机”……这
是泗水县圣水峪镇鹿鸣村的乡村振兴打开
方式。
　　“我们这里是山岭薄地，从前一年只能
种一季地瓜或花生，而且还靠天吃饭，老百
姓守着农田却没有奔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
了。”4月12 日上午，正在尼山鹿鸣现代农业
产业园智能温室大棚为五彩西红柿吊秧的
鹿鸣村村民焦霞说。她原来也在外地打工，
家乡建起了这个项目后，她便回来应聘成为
了智能大棚的管理员。“既能照顾家庭，又能
每月挣到4000 多元的工资，跟着能人在家门
口上班，比往外跑强多了。”
　　焦霞口中的“能人”是尼山鹿鸣现代农
业产业园的创办者、山东海蓝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侯晓晨。济宁市推出“乡村振兴
合伙人”制度，招募海内外企业家、创业者、
农村致富带头人等人才，采取创办企业、技
术入股、专业服务等模式与招募村“一对一”
开展合伙合作。
　　“我们通过打造数字化田园综合体，可
以带动农民增收。”侯晓晨“入伙”鹿鸣村的
乡村振兴计划后，发挥自身优势，创办了尼
山鹿鸣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整合合作社、
农村闲置资源和农村劳动力，让农户享受到
土地流转每年每亩800 元收益、入园就业等
五项收入。目前，该项目吸纳2000 余名农村
劳动力，吸引30多人回乡创业就业。

好生态带来好心情

　　单车、头盔、墨镜、耳机…… 4 月 13
日清晨 6 点，治理一新的鱼台县惠河河堤
路，迎来了熟悉的骑行队伍，车轮飞过，
激起鸟鸣阵阵。“河清了岸美了，一路迎
着日出、赏着美景、呼吸着新鲜空气，一
天的好心情就这样开始了。”骑行队伍中
的夫妻档姜秀哲和张娅梅每天雷打不动地
沿河骑行，途经红卫河、惠河和西支河，
一圈下来65公里，全天神清气爽。
　　“过去这些河堤全是土路，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手脚痒痒了，只能到外
地骑上一圈过过瘾。”姜秀哲告诉记者，
自从去年水系治理后，河流清澈了，堤岸
漂亮了。堤顶路铺上了柏油，方便沿线村
民的同时，也很快被骑友们纳入最佳路线
规划。姜秀哲介绍，不到一年，他们的
“骑友圈”人数扩大到原来的2倍，发展到
300多人。
　　一湖（南四湖）一河（京杭运河）十
六水，鱼台县聚焦“水”这一资源优势，

对县内东鱼河、西支河、惠河等7条直入南
四湖的河流实施全域水系生态治理，治理
124 . 5 公里河道，修建249 公里两岸堤顶路。
同时，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改厕污
水入管网和“清水塘”工程建设，推广稻田退
水外封闭内循环和稻（藕）虾共作，以及秸秆
打捆离田、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生态种养模
式，重拳治理面源污染。好的生态环境不仅
让河湖岸边的村民更加宜居，还带动了沿线
产业发展，让好生态带来好日子。

振兴不振兴，问问老百姓
——— 记者探访济宁乡村振兴一线，听普通群众讲述乡村变化

  □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徐雪峰 任海东

  4 月19日，曲阜市陵城镇东家村附近的
君泰名筑项目工地上，村民孔凡菊和颜庭
申正熟练地操作着升降旋工电梯，由于天
气渐热，两位操作手轮流上岗。“我们属于
高级工种，是镇里专门请师傅上门培训的，
一天下来轻轻松松就能赚300 元！”孔凡菊
骄傲地说，这种收入，过去想都不敢想。
  东家村位于陵城镇北部的城市规划区
内。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村里陆续落地了
各类重点项目，村民也从旧村搬进了配套
齐全的现代化小区。可正当村民们喜笑颜
开地享受新生活时，村党支部书记赵伟却
犯了难。原来，从小只会和土地打交道的他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从钢筋水泥中赚钱，直
到镇里提出“分区分类”的产业振兴思路并
派出领导小组，东家村才慢慢摸到了向现

代服务业要产出的新路径。
  “我们在多次调研中发现，落后的规划
意识和市场认知，限制了乡村产业的发
展。”陵城镇人大主席李骑兵直言，缺失的

“产业蓝图”可以由镇里来画。于是，陵城镇
多次入村摸底各村产业资源，并按照区域
条件和特质划分出城市建成区、农业农村
区、采煤塌陷区“三大区”，为乡村产业发展
指明了方向。
  城市建成区主要依托近城区、近要道、
近学校等区位优势，重点发展商贸流通和现
代服务业；农业农村区进一步壮大原有特色
种植基础，建设现代化果蔬种植基地；采煤
塌陷区侧重水面利用，开展虾蟹、锦鲤等特
色水产养殖，重点开发文化和乡村游片区。
陵城镇还专门设立了三个功能区产业振兴
指导专班，定期调度工作进展、研判问题措
施、争取对口帮扶，积极推进典型打造。
  “指导专班和我们一同探索出了‘党支

部+公司+新市民’模式，村党支部以集体名
义注册公司，村民按照自愿原则，以失地补
偿金、现金等形式，入股参与项目建设和运
营。目前，仅临近学校规划建设的7000 平方
米商业门头房，全部投入使用后可为村集
体带来200 万元的收入。”谈到日趋清晰的
富民强村之路，赵伟如今显得信心满满。
  为满足“新市民”们的就业需求，指导
专班还引导该村发展家政、餐饮、劳务外包
等现代服务业，并聘请专业人员开展订单
式技能培训。
  “因地制宜才能持久有效、分村指导才
能立竿见影、抱团发展才能稳步壮大。”陵
城镇党委书记丛艳芝表示，产业振兴离不
开高端布局和精准施策。通过对各村分门
别类施行有针对性的创收举措，2023 年一
季度，陵城镇33 个行政村村集体收入累计
达到1391 . 02 万元，有22个行政村达到15万
元，其中，3个村超过100万元。

“分区分类”驱动乡村产业精准振兴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盛超 报道
　　本报邹城讯 “村里的饮用水最近口
感不好，天气越来越热，用水量增加，能
不能帮着解决一下”“我们妇女要管老人
和孩子，出不了门，也没啥收入，能不能
给联系点儿手工活”……夜幕降临，邹城
市太平镇太平四村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干
部群众团团围坐，一场没有话筒、没有发
言稿的“党群夜议会”开始了。
  驻村第一书记、镇包村干部、村“两
委”成员和党员、群众坐在一起，干部就
工作征求群众意见，群众就生产生活问题

向干部反映，现场气氛热烈而温暖。
　　“没想到我在‘党群夜议会’上提的
问题，这么快就得到了解决！”太平四村
村民刘苓说，去年12 月9 日第一场“党群
夜议会”上，她提出希望维修路灯的建
议。没想到，工作队第二天就组织立项施
工，年前就把损坏的路灯全部更换了。
　　太平镇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创新开
展“党群夜议会”活动，利用村民晚间的
空闲时间，组织镇包村科级干部、第一书
记、办事处书记、村“两委”成员、党
员、村民开展“党群夜议会”，围绕群众
普遍关心的土地流转、人居环境整治、村

民增收等重点工作，征求梳理群众意见建
议，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群众反映的事项能当场办理的予以现
场办理，现场不能办理的建立清单，明确
推进措施、落实责任人员、限定办结
时间。
　　太平镇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队长刘
倩倩表示，“党群夜议会”活动把平台搬
到村民家门口，搭起了干群连心桥，解决
“白天群众上班、走访难以见面”的问
题。该活动开展以来，累计为帮扶村更换
路灯348 盏、线路2000 余米，还做了其他
的一系列实事好事。

“党群夜议会”为民解难题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邢磊 杜正义 报道
  尼山鹿鸣现代农业产业园俯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