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尹寒冰 

  成功招引香港企业，投资1亿美元，建设
斯凯奇（中国）北方生产基地项目，并成为
近年来落户汶上县的最大产业类外资项目，
目前已到位外资1300 多万美元，项目全部建
成后，将打造从研发设计到生产、销售的鞋
业基地。
  成功招引中国电子信创新兴产业园项
目，总投资 51 . 8 亿元，目前该产业园已有 3
家意向企业进驻，均为宁德时代产业链配套
企业。
  泉河新城实施一体化开发建设，梁桥村
需要整体拆迁，6月5日，村“两委”组织人
员逐户征求意见，6月14 日开始房屋测绘，7
月4日完成房屋腾空验收、协议签订工作，随
后仅用两天时间便完成全村房屋拆除工作，
创造了汶上拆迁“南站速度”，而且零信
访……
  汶上县南站街道处于县城南部，不仅是
汶上经济开发区的主阵地，也是汶上规划的
泉河新城所在地。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征
地拆迁、民生工程等重点任务繁重，如何在
发展主阵地承担起艰巨任务？汶上南站街道
党工委书记李登林介绍：“在发展主阵地上
最核心的就是要有担当站位意识，当好主力
军，服务经济开发区和泉河新城建设，增强
经济发展实力和城市发展承载能力。”
  李登林介绍，根据汶上县城市发展规
划，南二环、汶上新一中、新的县人民医院
以及南泉河景观观光带等重点项目都将在南
站街道依次展开；斯凯奇（中国）北方生产
基地、中国电子信创新兴产业园项目、友谊
能源有限公司等大项目在南站街道落户
建设。
  为助力产业发展，南站街道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利用鸿业经济园、中国电子信创新
兴产业园、两高两新产业园三个招商平台，

精准开展以商招商、商会招商。 2022 年签约
落地过亿元项目5个，今年签约落地近年来汶
上县最大的外资项目，目前跟踪在谈项目 9
个，在建重点项目6个。省重大项目山东晋工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0 台凿岩劈裂机等工程
机械项目、东湖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3500 吨
硅氧烷项目正在全速推进，市重点项目万生
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5 万吨增塑剂项目和

山东鲁西南（汶上）两高两新产业园项目已
完成预期建设目标。荣宇鞋业、丰胜制衣、
森农食品等项目已建成投产，解决就业1500
余人。
  为了加快项目建设，南站街道专门成立
了泉河新城建设指挥部，实施挂图作战，把
党支部建在一线，引领项目建设。创新用人
机制，围绕重点工作任务选拔合适的人做合

适的事，重点工作实现突破的给予提拔重
用，有4名一线工作人员因工作实绩突出被提
拔为中层正职。出台干事创业意见，评选好
干部和好团队，前三名上红榜，后五名上黑
榜，激励干部和团队争先进位干事业，啃下
一系列阻碍发展的“硬骨头”。仅2022 年南
站街道就完成征地1600 余亩，为发展提供了
土地要素支撑。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刘亚东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三夏”时节，济宁市兖州区大安
镇政府大院面向群众开放晒粮，同时号召各村向群众
开放办公区域、文化广场等场所，并将村街主干道全
部清理干净，方便群众晾晒小麦，确保抢收快打。
  大安镇政府大院内，金黄的麦子铺满了空地。附
近谷村、房家庄村的几户农民正在院内阴凉处休息，
不时翻晒地面上自家的麦子。“种子站收粮都有水分标
准，得晒好了才收，政府大院门口宽、面积大，距离种子
站也近，在这里晒粮太好了。”农民高永久说。“这里门
也宽，车好进，方便运。”6月12 日上午，兖州区大安镇
张家楼村党群服务中心院内铺满了晾晒的小麦。正在
忙碌的张家楼村村民张学仁介绍，他今年收了2万多
斤小麦，往年在家门口得分三回晒完，需要好几天，
服务中心院内场地大，一天就能晾晒完。
  目前，该镇1个镇政府大院、36 个村级办公场所、
36 个村级文体活动场所、112 条村级连接路，全面清理
干净，面向农户开放，为群众打场晒粮提供场地。

小麦晒进政府大院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刘井龙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 月13 日，共青团路北延高铁连接
线项目举行通车仪式。该项目新修建的主路6车道及
辅路4车道全线通车，提前一个月完成任务目标。
  据了解，共青团路北延高铁连接线项目，南起任
城大道、北至高铁站前路，为高架与地面道路相结合
的连续流主干道，全长9 . 1 公里，其中桥梁段2 . 3 公
里，全线主路双向8— 10 车道。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共青团路北延高铁连接线项
目既是主城区连接鲁南高铁的交通主动脉，又是开启
“高铁时代”的迎宾大道、景观大道和门户走廊，该
项目的通车对于推动鲁南高铁、内环高架“高高”对
接，加快高铁新城、济北新区、老城区三大板块快速
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功能品质得到大幅提升。

共青团路北延高铁连接线

项目全线通车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盛超 周波汝

　　近日，山东奔腾漆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
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合作的“海洋环
保长效耐磨防污材料制备及产业化”项目进
入小批量试验阶段，产品主要应用于海洋养
殖行业，将填补国内网衣网箱用防污涂料领
域的空白。该公司技术总监王新征介绍：
“我们将环保、耐磨、长效等多种技术叠加
在一起，同时添加无毒无害的物质，进行树
脂合成，能达到很好的防腐作用，并且不会
造成水质和养殖物的二次污染。”
　　为更好服务“高精尖”产业共性技术需
求，邹城市坚持科技创新引领，瞄准“大院
大所”，深化产学研合作，促进成果加速转
化。 2022 年以来，邹城已引进独立法人实体

“大院大所”4家，“攀登工程”企业产学研
合作实现全覆盖，其中与高层次“大院大
所”的合作超九成。
　　在山东省科技厅近日公布的2023 年首批
院士工作站备案名单中，“山东亿豪陶瓷有
限公司院士工作站”名列其中。该工作站由
位于邹城市唐村镇的山东亿豪陶瓷有限公司
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文海联合创建，以“固
废粉煤渣再生循环利用”项目为研究方向。
目前，工作站已开发8 项新产品，取得20 余
项知识产权，实现经济效益近2亿元。
　　“得益于唐村镇招才引智专班的协调争
取，我们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技术难
关迎刃而解，尤其是院士工作站的建立，直
接解决了新型建材研制中的难题。”山东亿
豪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骁感慨道。
　　唐村镇通过产学研合作引才、以才引

才、市场化引才等多种形式，先后招引6名全
国技术能手、 2 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建立8
个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和2个“一企一技术”
创新平台。“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全力推进高端装备制造、新型建筑材料、高
档食品纺织、现代商贸物流四大主导产业升
级蝶变。”唐村镇党委书记姜传军表示。
　　近年来，邹城市以“深化科技改革”为
核心，抓好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双百”梯次培育，通过“引进来、走
出去”双向发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型中小企业三年“双倍增”行动，完善公共
服务平台和科技孵化载体建设。构建“种子
高企—准高企”梯次培育库，引导中小企业
入库培养，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今年以
来，邹城95 家企业纳入济宁市高新技术企业
储备库，166 家企业纳入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

业信息库。
　　在科技人才引育方面，当地发挥企业主
体作用，围绕国家、省级重点人才工程申
报，结合企业人才储备及人才需求，有针对
性地引育科技人才。统筹“筑巢引凤”和
“引凤筑巢”双向发力，开展省级院士工作
站、国家重点人才工程人选工作站等人才平
台建设，创建63 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引进
58 名（个）两院院士、国家重点人才工程人
选等高层次人才及团队。
　　围绕“1+5”主导产业发展体系，邹城目
前已推荐申报77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招引
落地10 家省外高新技术企业，全市高新技术
企业总数达到 138 家，启动山东省内唯一的
“智慧化工园区”科技示范工程。 2022 年，
邹城市规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比重超三分之一。

邹城企业攀上“大院大所”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138家，启动省内唯一“智慧化工园区”科技示范工程

汶上南站街道在泉河新城建设、项目招引上创造“南站速度”

置身主阵地，当好主力军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马扶坤 报道
　　本报梁山讯 五彩斑斓的灯光秀、特色
文化大餐、各地风味小吃……夜幕下，梁山
县水泊街道孟庄夜市逐渐热闹了起来。摊主
们支起桌子、拉上彩灯、摆出各种商品，氛
围感拉满，各摊位前聚满了“逛吃”的
市民。
　　“近段时间，生意越来越好，还多了不
少回头客。”来自孟庄村的孟令阔坦言，自
从 5 月初来到夜市摆摊卖冰粉，收入上有了
保障。
　　夜间经济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就

业。孟庄夜市依托孟庄商业街打造，不少居
民在夜市里经营起了特色美食，在家门口实
现了从农户到商户的华丽转身。“如今，每
晚在这里摆摊的小商户有100 余家，接待的客
人达2000 多人次。”水泊街道宣传委员刘宏
秀介绍。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满足市民夜间消费
需求、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梁山县多次召开
会议安排部署促消费工作，多措并举、全面
发力，推动夜间经济发展。
　　人气聚起来，商圈火起来。在梁山，不
少职场新人下班之后，喜欢在咖啡铺、茶点
铺解锁美味，随后参与互动游戏放松身

心……当地政府了解年轻人的需求之后，将
夜间露营引入城市社区，吸引众多年轻人夜
间消费打卡。
　　在梁山县中心购物广场龙城广场，当地
策划天台夜市营销活动，创新星空帐篷、后
备厢集市等新场景。截至目前，总计带动场
内客流约10万人次。
　　提振消费，农村也蕴藏着巨大潜力。贾

堌堆农家寨景区位于县城西北10 公里处，围
绕“食、游、购、娱、演”，今年夏日，景
区新“夜”态不断推陈出新，唤醒了文旅市
场新活力。
　　“夜市摊位、舞台演绎、游戏互动会随

着主题的变化而变化，游客在不同时期前来
游玩总会找到新意。”梁山县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袁雷介绍，今年以来，贾堌堆农家寨景
区共接待游客约13万人次，拉动文旅消费370
余万元。
　　据了解，依托贾堌堆农家寨景区优
势，当地先后开发夜间游览体验项目，
策 划 贾堌 堆 农 家 寨 灯 光 秀 ， 光 影 夜 阑
珊，氛围感浓厚。同时，完善禾颐乡居
精品民宿，沉浸式体验生活美学。打造
慕 野 星 空 露 营 基 地 ， 星 空 、 露 营 、 篝
火、音乐，为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的休
闲场所。

城乡同频共振 业态花样不断

梁山：点燃消费新“夜”态

  □ 本报记者 孟一

  “俗话说，‘戴个香草包，不怕五虫
害。’孩子们，咱们马上要往布兜里填充的
各种中草药，能起到防虫祛病作用，一定要
看清屏幕上的成分表，称重后再往香囊里填
哦。”6 月 11 日，星期天，曲阜市鲁城街道
阙里社区活动室里早早聚集了参加端午主题
活动的家庭，在社工们手把手的指导下，孩
子们很快做出了一个个胖嘟嘟的香囊，而家
长们也有说有笑地参与其中，俨然一个有爱

的大家庭。可就在几年前，阙里社区也和很
多城市社区一样，面临着种种复杂的治理
困境。
  要问曲阜最特殊的城市社区是哪一个，
多数当地人会指向被明故城墙包围起来的阙
里社区：因为与“三孔”景区为邻，这里的
居民长期与往来游客共生共融，截然不同的
需求难免碰撞出多种多样的矛盾；又因为地
处文物保护区，这里的一砖一瓦刻满了历史
印记，基础设施提升和房屋改造总是面对着
重重困难；如果再加上旧城老住户与营商新
租户无处不在的交集等敏感点，社区治理的
难度被无限制地放大开来。
  矛盾隐患、治理难度层层叠加，阙里社
区却没有成为外人想象中的“乱子窝”，甚
至在近几年陆续斩获各类团体殊荣。究其原
因，居民们多把头功归给了“大姐书记”王
长青和她在长时间社区工作中总结出的文化
治理之道。
  2018 年，从鲁城街道工会主席位置上退
下来，并被聘为阙里社区党委书记的王长青
开始走进社区一线工作，她发现，与农村和
城郊社区不同，缺少了血脉联系的社区居民
在日常生活中几乎“零接触”，别说是楼前

屋后了，即便是门对门的邻居也有几年下来
没搭过话的，疏离的人际关系直接造成了社
区矛盾的频发。
  缺少家族血缘就人为建立联系。带着这
样质朴的解题思路，王长青开始在社区中常
态化地开展各类活动。孩子们的活动以文化
娱乐、假期陪伴为主；中年人的活动重点围
绕读书会、技能培训、家长课堂等展开；老
年人的活动则突出了健康养生与棋牌娱
乐……根据人群特点量身定制的活动不仅最
大限度上引起了社区居民的兴趣，更凭借强
调互动性的内容设计，强化了人与人的
交往。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有社交恐惧症，多
亏社区经常举办活动，邻里交往的窗户纸才
被捅破了。”谈到社区活动给周遭带来的改
变，居民陈秀丽直言，其实当代人并没有丧
失与人交往的能力和愿望，只是总感觉缺少
一个契机。几年的社区活动参加下来，社区
内来来往往的都是熟人，再遇到小纠纷、小
矛盾时，邻里感情占据了上风，一时腾起的
火气也很容易被压制下去。
  邻里关系亲密了、鸡毛蒜皮的杂事变少
了，王长青又开始尝试用曲阜特有的传统文

化手段去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百善孝为
先”，可社区独居老人无人尽孝、又怕突发
疾病怎么办？那就组织起社区志愿者，每天
定时到结对老人家中打个招呼，顺道买买
菜、打扫打扫房间；节假日里游人如织、社
区有责任擦亮“三孔”这扇“曲阜之窗”，
便在景区周边搭起“红帆驿站”，备好茶
水、医疗包、地图等物品；旅游业催生大量
商户租住进社区，居民相处难免“爆雷”，
就在第一时间把矛盾双方请进“和为贵”调
解室，一句“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
何妨”瞬间打破调解僵局……
  在社区“大姐书记”王长青的带领下，
阙里社区的文化治理之道不胫而走，吸引来
自全国各地学习取经的访客，而鲁城街道也
创新性地在社区专设了“大姐书记”工作
室，为社区治理探索搭建起了更好的平台。
“‘大姐书记’四个字，既是品牌又是方
法。”用社区居民的话说，“大姐”代表了
人与人天然的亲近，同时兼顾了“与人为
善”“以人为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
“书记”代表了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手段，两
者放在一起，正是传统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
理的生动体现。

“大姐书记”的文化治理之道

  现代城市社区居民间缺少
“血脉联系”，数字化、网格
化等新型治理手段如同打在棉
花上，怎么办？

 □记者 吕光社 报道
  今年济宁市聚焦都市区建设，提速推进济邹高速、济商高速、济微高速北段、济广高速改扩建工程，推动兖郓高速尽快落地，加快建设“五纵五
横”高速路网，建成通车济曲快速路，完善县（市、区）之间快速交通网络，构建都市区“半小时”交通圈。图为新327国道兖州张家楼互通立交。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市纪委监委和济宁市网
络问政平台联合打造的“济宁市护航优化营商环境扫
码监督平台”正式上线，14 个县（市、区）、 31 家
市直部门单位及有关企事业单位在线接受经营主体监
督，及时解答企业诉求。
  平台架起了党委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家一键
“廉通”的连心桥，更好地为经营主体保驾护航。经营
主体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登录使用。平台第一个页面
呈现了“政策解读”“护航周报”“留言板”三大栏目的入
口。点击“政策解读”，可以了解到最新营商环境政策；
进入“护航周报”，可以浏览每周营商咨询与问题总汇；
通过“留言板”，可以上传文字、语音、视频、图片等，反
映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投诉各类损害营商环
境问题。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紧盯突出问题，强
化监督执纪问责，推动解决难题。

护航优化营商环境

扫码监督平台上线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张蕾 刘婷 报道
  本报鱼台讯 没发表过论文，甚至连初级职称都没
有，鱼台县众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兴军今年
却获评工程技术系列高级职称，圆了多年的职称梦。“真
是多亏了人社部门创新职称评审政策，让我们通过董事
长‘举荐制’获评高级职称。”李兴军自豪地说。
  此前，尽管李兴军带领研发团队开发出智能爬楼
机器人、智能康复轮椅等多款智能设备，获得国家专
利50 余项，但受限于职称评定学历门槛、逐级晋升
等要求，一直没评过职称。
  李兴军所说的董事长“举荐制”，是鱼台县专门
针对专精特新企业中创新能力突出、取得原创性科技
成果、作出重大贡献的优秀工程技术人才开通的“绿
色通道”，他们可不受原职称资格、学历资历、工作
年限、继续教育等条件限制，经企业董事长署名举
荐，直接申报工程技术系列高级职称。
  目前，鱼台已有5名像李兴军一样的技术大拿，
经“举荐制”直接申报高级职称，其中1人获评正高
级职称，4人获评副高级职称。

企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

搭上“举荐制”快车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李坤 陈建超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这个水沟穿村而过，治理前，两
岸都是垃圾，一到夏天，周边群众苦不堪言。治理后，不
仅环境变好了，水也变清了。”在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马集镇戏楼村，谈起水沟治理，村民赞不绝口。
  戏楼村的臭水沟一直是干部群众的一块“心
病”，长期无法得到有效治理，群众诉求日益强烈。
为回应群众关切，戏楼村将水沟治理列为民生实事，
多次到相关部门咨询政策、争取资金，又通过村民募
捐等方式，筹集资金40 余万元，对水沟进行清淤硬
化，不仅解决了两岸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和排水不畅
等问题，还拓宽了沟边道路近2米，大大方便了村民
出行，昔日臭水沟摇身一变成为观光带。

昔日臭水沟变成观光带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张先华 孙涛 报道
  本报嘉祥讯 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时
期，为护航“三夏”生产，省派嘉祥县工作队、嘉祥
县委组织部、嘉祥县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
联合下发专题通知进行安排部署，发挥驻村干部的
“尖兵”作用，全力协助群众做好夏粮抢收工作。
  据了解，工作队奋战一线，助力“三夏”抢收抢种；
强化协调，力促“三夏”高效推进；宣传引导，筑牢“三
夏”安全堡垒。以强化协调环节为例，工作队驻村干部
深入农户、田间地头，了解群众实际需求，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帮助协调收割机、烘干机等农机设备，组织农
机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操作人员，免费检修调试机械，做
好必要的农用机械保障。与此同时，组织开放村办公场
所、文化广场、村内空地等各类场所，让群众及时晒粮，
防止小麦霉变发芽，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驻村干部助力“三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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