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杜辉升 纪伟 报道
　 　 本 报 临 沂 讯  1 0 月 1 1 日 ， 记 者 从
“12345·临沂首发”了解到，群众月度诉求
量已连续 6 个月同比下降，月均下降幅度在
10％以上。其中，9月诉求量为40.3 万件，环
比下降6.7%，同比下降10.6%。
　　近年来，临沂市打造“ 12345·临沂首
发”为民办事平台，用平台思维化解基层矛
盾。该平台整合电话端、微信端、网站端等
25 条企业群众诉求渠道，打通25 个部门的业
务办理接口，实现151 项政务服务事项在线办
理。设置“有呼必应、首发督办、首发聚焦、
首发发布”四大主功能版块和“临沂新闻、社
会热点、你为民我点赞”等首发专区，开发了
语音转写、图文发布、视频传输等特色功能，

打造直观可感、多位一体诉求矩阵。
　　今年8 月以来，“12345·临沂首发”围
绕工单分级分类办理、不合理不合规处置、政
策机制类问题未诉先办等环节重点实施攻坚突
破，重点领域攻坚成效明显，各项工作继续向
纵深推进，办理质效持续提高，平均办理时长
缩短2.3 天。一次办好率由年初的70％提高至
79.4% ，问题解决率由89.9％提高至93.1% ，群
众满意率由91.3％提高至93.7%。 9 月，消费者
维权类诉求3.1 万件，环比下降8.2% ；通信运
营监管类1.5 万件，环比下降10.5% ；案件处理
类1.3 万件，环比下降15.6% ；物业管理类1.2
万件，环比下降8.1%；非建筑领域拖欠工资类
1.2 万件，环比下降10.3%。
　　为保障群众诉求精准交办，“12345·临

沂首发”还编制了《工单派发职责清单》，并
实行动态管理，进一步厘清职责、提高效率。
按照工单诉求类别、难易程度，明确事项分
类、办理主体、办理时限，实现简繁分流。受
理端对9大类不合理诉求事项不予转派、办理
端对210 类事项及时终结，不合理诉求工单申
报时限由2天放宽至5天，切实减轻基层办理
负担。
　　同时，实施领导领办，对不动产证办理、
伐移树木、违章建设等52 项重点疑难问题实
行市领导牵头领办，分析研判深层次问题和政
策性原因，梳理政策依据，完善政策体系，明
确推进措施，加快推动问题解决。实施部门专
办，组织相关部门召开协调推进会13 次，界
定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治理、农村集体承包地

争议等责任归属问题，逐一明确部门责任。实
施严格督办，累计开展热线督办1.3 万件、媒
体督办1007 件、政务督办2401 件、人大政协
督办325 件、纪委督办1306 件，村内多年内涝
积水、热力热源供应不足等一批难点问题得到
推进解决。
　　随着平台功能不断完善，该平台化解基层
矛盾的效果愈发凸显，群众对热线首发的认可
度越来越高，进一步凝聚了各级共识，赢得了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9 月，临沂市信访总量环
比下降14.9% ，网络舆情环比下降18.6%，热线
首发的矛盾化解吸附功能逐步显现。各级干部
办理群众诉求的主动性越来越强、效率越来越
高，久拖不办、推诿扯皮现象越来越少，推诿
工单数同比下降88.6%。

“临沂首发”平台效应显现
月度诉求量已连续6个月同比下降

　　□记者 王思晴
  通讯员 陈德兴 郭广阔 邢仔芹 报道
  本报临沂讯 “在给老百姓讲解决因机场
扩建施工导致水位下降无法供用自来水问题的
时候，可以适当引用一些当时老百姓的原话，并
增加一些你最真实的内心感受，这样故事讲出
来才更生动，更容易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近日，
在临沂市河东区理论武装孵化中心模拟宣讲室
里，来自河东区热线办的宣讲员万莹根据指导
老师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宣讲稿件。这里每天
都有多场“磨课”实战，前来“磨课”的宣讲人员
络绎不绝。通过试讲稿件，听取专家老师点评的
方式，宣讲员们不仅提高了稿件质量、丰富了自

身的理论知识储备，还加深了对党的创新理论
的理解，让宣讲更具有感染力和感召力。
  为发动和引导全区党员干部用聚人气、接
地气的语言讲好新时代河东故事，临沂市河东
区探索创新“磨课”机制，打磨精品课件、宣
讲形式和技巧。一场场故事新鲜、内容鲜活、
观点鲜明的理论宣讲深入人心，有效推动了基
层学习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往实里走。
  借鉴实施导师制，即延揽多名高校专家、
资深文化人士、宣讲名师等“传帮带”，精心
组织“磨课”提升。“磨课”过程中，多位导
师突出集体性、批判性和实践性原则。首先是

在宣讲稿件上下功夫，采取导师组成员事先调
查、集体备课、试讲评议等措施，要求宣讲员
先拿出一个有吸引力、有理论深度的讲稿，初
始文稿“磨课”两次以上，经过导师组专家以
螺旋发展的方式汇聚集体智慧，对每一篇宣讲
稿件去粗存精，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完善成熟
后进入背稿宣讲阶段。接下来，进入试讲“磨
课”阶段，指导宣讲员在常规宣讲过程中诸如
上台、鞠躬、谢幕等要求，深入村居（社区）宣讲
过程中诸如俯身、面对面、心贴心等拉近与群众
距离的细节做法，以及将“书面语”变成“口头
语”，把“普通话”翻译成“乡土话”，力求宣讲生
动鲜活、入情入理，使群众听得懂、听得进，切实

增强理论宣讲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提
高理论宣讲工作的实效。
  通过不断打磨精品课件、探索宣讲形式，
全区党员干部用聚人气、接地气的语言讲好党
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使全区理
论宣讲活动更好地发挥起思想政治引领作用，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落地生根。今年
以来，临沂市河东区共挖掘各镇（街道）、区直
各部门单位、企业、学校等宣讲骨干190 余人，
打磨优秀稿件200 余篇。下一步，河东区理论武
装孵化中心将持续发挥阵地作用，磨出好文，研
出精品，为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指导服务，让
党的创新理论真正地指导实践、促进工作。

故事新鲜 内容鲜活 观点鲜明

河东区：理论宣讲“磨”出“三鲜课”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王思晴
    本报通讯员 张继平 万发真

　　临沂机场共完成运输起降482 架次，旅客
吞吐量5.89 万人次；临沂公交集团共投入运营
车辆近1.2 万台次，安全运送乘客236 万余人
次，日均客流量29.6 万人次；商务部商贸流通
监测平台数据显示，临沂市53 家重点零售样
本企业实现销售总额6.26 亿元……今年中秋国
庆假期，临沂市民旅游、消费热情高涨，除了
远途出游，随着临沂市公园绿地建设力度不断
增强，不少市民选择在家门口的公园绿地游
玩，享受休闲时光。
　　“临沂竟然有这么美的公园，快来打
卡！”“河湾公园免收门票，免费停车，花境
别致，值得去一趟。”中秋国庆假期，位于临
沂市河东区的河湾公园成了市民社交平台的
“话题王”和网红打卡地。据了解，河湾公园
占地 18 万平方米，汇集了 76 个大型花境作
品，每个花境都主题鲜明、植物搭配合理、季
相色彩丰富，集生态、美学、文化于一体，充
分展示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低碳生态
景观效果。
　　临沂市民张侠与亲朋好友一起穿梭在每个
花境之间，流连忘返。“沂河岸边建了这么漂
亮的公园，一步一景，幸福感满满。”张侠
说，“不用出远门就能欣赏美景，而且花境旁
边的草地还能露营，临沂真是越来越时尚，越
来越漂亮。”
　　建设公园绿地，是完善城市功能、改善
人居环境、建设新时代美丽城市的重要抓
手。近年来，临沂市重点建设林荫停车场、
海绵城市、口袋公园、城市书房等功能性设
施，提高城市承载力，服务百姓日常生活。
一个个兼具功能性、实用性的公园绿地出现
在市民眼前。
　　开窗见绿、出门进园的家门口公园越来越
受市民青睐。假日期间，位于临沂沂河新区温
州路与横二路西南角的中央商务区公园格外热
闹，到处可见孩子们打闹玩耍的身影。建成于
2021 年的中央商务区公园，总面积13 万平方
米，周围分布着冠亚社区、滨河社区、沂河湾
社区、幸福社区等大型社区，城市居民近5万
人，公园涵盖了雕塑、喷泉、水系、亲水平
台、儿童乐园、景亭廊架、渡槽叠水、玻璃栈

道等景观，吸引周边市民前来游玩。家住大岗
社区的居民王金美，每天都会带孙子到公园里
走一走。“孩子放假在家老是看电视、玩手机
的话对眼睛不好，现在没事就带他来这边玩，
既锻炼身体又培养孩子沟通交际能力。我们老
年人也能在公园里散散步、跳跳舞、聊聊天，

这个公园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近年来，为不断满足临沂市民亲近自然、
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的新需求新期待，临沂市
研究制订了《临沂市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
点建设实施方案》，科学确定具备开放共享条
件和潜力的绿地名单，落实各项惠民便民措

施。此外，大力倡导“公园＋”“绿地+”理念，持
续配套完善体育健身、公厕环卫、林荫停车、服
务驿站、城市家具和无障碍设施等便民服务设
施，增加开放区域绿地养护和设备维护频次，增
花添彩提升景观效果，满足不同群体的使用需
求，让市民从“赏绿”到“享绿”。

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让市民从赏绿到享绿

　　□记者 王思晴 通讯员 万发真 报道
　　本报临沂讯 “各项业务还没开始办理
时，临沂沂河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就已经提前
介入服务，指导项目准备相关材料，我们才能
快速办理项目开工手续。”近日，临沂沂河新
区依托“全产业一链通办”服务专区，为城投
金典临沂高端健康休闲食品产业园项目提供了
“工业项目带方案出让土地+拿地即开工”一
链办服务，压缩审批时限7个工作日，实现土
地出让即开工建设，细致、高效的服务让该项
目副总经理刘扬城颇感惊喜。
　　今年以来，临沂沂河新区围绕服务重点产
业、优势产业，各部门联动，合并内部工作环
节，推出“打包办”“工业项目带方案出让土
地+拿地即开工”等措施，梳理不同行业的服

务事项，为各类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一链通办
服务。
　　“我们目前已梳理细化5个产业服务‘链
条’，包括机械、医药等重点产业。”临沂沂
河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厉宁说，“例
如机械产业的一链通办，包括项目引进、企业
开办、企业准营等八个服务板块，共计127 个
具体事项，企业、项目各环节业务办理都包含
在内。链条内各部门联动开展业务，能保证该
行业的企业全流程高效办理任何事项。”
　　在“全产业一链通办”链条中，除了保障
项目快速落地、投产，积极解决企业在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关键一环。 9 月，甘李药
业领到临沂沂河新区第一张跨省设立仓库的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据了解，因企业发

展需要，甘李药业计划在江苏省泰州高新区设
立自有库房。临沂沂河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市
场准入科为其制订了企业帮扶计划。“我们主
动对接了泰州市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等部门，
经多方联系，为该业务的办理建立‘绿色通
道’，商定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行政审
批局负责现场核查的办理流程，顺利完成跨省
联动。”临沂沂河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
入科科长陈坤说。
　　除“全产业一链通办”服务机制外，临沂
沂河新区还建立了重大项目包扶机制，目前已
对该区 898 家规上企业开展“到行业、到企
业、到项目”活动；将该区1208 家重点企业
划分至各产业服务部和属地镇（街道），立足
不同产业关切重点，突出产业属性，及时帮助

企业解决困难问题；成立“沂蒙红”专职项目帮
代办服务队伍，实施重大项目联席会议机制，建
立111 个省、市、区重点项目帮代办台账，为项
目建设提供“全链条、多方位、导航式”帮办代办
服务；分行业、分领域开展“企业家沙龙”活动，
开通“有意见，码上提”服务，收集各类问题并推
送至相关职能部门解决落实；成立5 个优势产
业链党委，落实产业链党建赋能发展 12 条措
施，以“党建链”聚合“产业链”。
　　临沂沂河新区营商环境整体重塑机制，进
一步激发了经营主体活力。 1 月-8月，临沂沂
河新区新增经营主体数量为10732 户，同比增
长 88 . 8% 。其中，企业 549 0 户，同比增长
89.3% ；个体工商户5194 户，同比增长88% ；
农民专业合作社48户，同比增长128.6%。

临沂沂河新区为企业提供精细高效服务

“全产业一链通办”优化营商环境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高云野 报道
　　本报费县讯 10 月 10 日，“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 村村有好戏”费县2023 年山楂节在东蒙镇
万亩生态山楂广场开幕。
　　费县山楂栽培历史悠久，已成功入选中国地理
标志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在继承传统优势
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品种改良更新，培育了金如
意、八月红、雪里红等多个新品种，种植面积达
11 万亩，年产山楂1.5 亿公斤。近年来，费县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用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
“土特产”文章，持续擦亮“费县山楂”品牌。该
县依托优美的生态环境，以采摘、体验、观光农业
为重点，积极培育农旅融合新业态，大力发展红绿
兼备、生态康养的蒙山乡村旅游，每年吸引游客
20 多万人次，年增加产值5000 余万元；深入发掘
山楂药食同源文化，推进道地药材、保健食品功能
性开发利用，发展山楂加工企业 12 家，生产果
脯、鸡内金软糖、冻干山楂、山楂酒等高值产品
20 余种，通过做强做优“土特产”，把一二三产
业贯通，打开了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费县举办

2023年山楂节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密士宁 报道
　　本报临沂讯 今年以来，临沂市罗庄区强化
“三个引领”，实现“三个转化”，做实“三篇文
章”，推进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向广度深度拓
展，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提质增效。
　　强化政治引领，着力在学习内容的“内化”上
做文章。罗庄区委把理论学习列为区委常委会“第
一议题”，作为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一主
题”，第一时间组织学习29 次。强化示范引领，
着力在学习质量的“深化”上做文章。创新建立学
习机制，采取“明确专题学、跟进最新精神学、坚
持问题导向学、上下联动共同学”和自学的“4+
1 ”模式，示范带动该区各级理论学习中心组及时
跟进。强化效果引领，着力在学习成效的“转化”
上做文章。坚持理论学习与专题调研相结合，开展
优秀调研文章评选活动，提高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撰写调研报告的能力水平，激发各级开展调查研究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罗庄区“三个三”工作法

办好民生事

  □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刘中华 林兴 报道
  本报临沭讯 临沭县围绕建成全方位、全过
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制度建
设、协同多方联动、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促进
预算绩效管理水平全面提高。
  坚持拧紧绩效管理制度建设水龙头，构建层次
分明的制度体系。印发8项实施细则和具体规定，
分类细化评价指标、设置目标模板和样表，对137
类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参考依据，构建预算绩效管理
标准体系。注重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以绩效评
价结果为导向，开展包括结果报告、监督整改与预
算安排、项目调整、单位考核等形式多样的结果应
用方式，在编制2023 年预算时，通过实施绩效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累计压减预算金额
780 多万元，调整项目13 个；对重点项目分类建立
评价体系、实施独立评价，确保重点领域绩效评价
科学精准程度。去年以来，累计开展重点项目绩效
评价20 个，将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与部门决算
同步公开，本级预算绩效评价报告与政府决算同步
公开，进一步提高了绩效评价结果公开程度。

临沭县全面提高

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记者 杜辉升 报道
　　本报沂水讯 “‘樱桃崮里’党代表农技服务活
动组从烟台招引樱桃苗木繁育基地，新培育100 余
亩 20 多个品种的矮化大樱桃苗供大家选择，还在
栽培、修剪、施肥等技术方面给予指导。如今1500
棵大樱桃成了我们的‘摇钱树’。”10 月 10 日，
沂水县夏蔚镇帅旭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高
军说。
　　今年以来，沂水县突出党代表党建情深、专业
精深、组织影响力强的属性，聚焦队伍建设，以省
市一线党代表活动组为“坐标原点”，以行业系统
和乡镇为“联络节点”，以村（社区）建立“服务
端点”，建强“党代表+”服务团队，分层级组建
专项服务团、志愿服务队等，把服务“触角”延伸
到群众身边、田间地头，实现服务群众“零距
离”。该县已有2450 名党代表和12742 名志愿者根
据行业特点和区域分布组建起 433 个志愿服务小
队，定期组团开展服务活动。“志愿服务已成为党
代表常态化履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联
系服务群众的有效平台，党员先锋以实际行动服务
群众，形成了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沂水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闫从发说。

沂水县打造党代表

志愿服务新模式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乔彧媛 报道
　　本报兰陵讯 今年以来，兰陵县庄坞镇以推动
文明实践为着力点，以强化为民服务为提升点，精
心安排部署、丰富宣讲形式、拓展宣讲阵地、注重
为民办事，以常听常新的宣讲之声推动理论传播、
能量传导、文化传递。
　　“主题式”宣传“有深度”。开展机关干部下
沉农村一线讲、邀请党校老师授课深入讲、基层党
组织书记详细讲、年轻干部上台讲等系列宣讲活动
200 余场次，把理论知识及时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
大动力。“拉呱式”宣讲“有温度”。宣讲员走进
各村，与村民们坐在一起话家常、聊体会，用潜移
默化的方式培育文明新风尚。“常态化”宣讲“有
力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活动场所，常态
化开展理论宣讲，用百姓话讲百姓事，让受众听得
进、记得牢。下一步，庄坞镇将采取“文明实践+
理论宣讲”的新形式，充分利用小微阵地打造群众
身边的理论课堂，把“大道理”讲细、讲深、讲
透，实现理论宣讲飞入寻常百姓家。

庄坞镇以常听常新的

宣讲之声推动理论传播

                                             □记者 王思晴 通讯员 张继平 报道
  图为临沂市河东区河湾公园。

讲故事 学理论

112023年10月1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傅欣迎 第191期

  热线电话：15263987900 Email：dzrb0539@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