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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王思晴

　　4 月25-26 日，2024 山东省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大会将在临沂举行。为迎接大会，
营造浓郁文化氛围，连日来，大会开幕式主
会场琅琊古城举办多项文旅活动，连续多天
游客不断，大型情景六感演艺秀《国秀·琅
琊》更是场场爆满。
　　叫响一座城市的旅游品牌，并不囿于精
品景区的打造，临沂市综合考量游客的游玩
需求，不断提高文旅服务能力，一座“好
看”“好听”“好玩”“好吃”“好学”
“好买”的文旅之城已渐具雏形。
　　展开临沂市旅游地图，各县（区）的著
名景点便一览无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仍
是沂河和蒙山。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山庇
护、滋养了沂蒙儿女；现在，为迎接 2024
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蒙山沂水
又以旅游胜地的全新面貌示人，展示“好
看”的一面，哺育着临沂文旅产业的发展。
4 月 13 日— 4 月 30 日，沂蒙山旅游区龟蒙景
区与云蒙景区推出免门票活动，“好看”的
自然风光吸引游客“上春山”览胜。此外，
临沂市推出“春赏沂蒙好风光”主题活动，
利用山水资源将各类踏青、采摘、登山、赏
花、露营、徒步等资源串联成特色春游线
路，推出系列休闲度假产品，展现蒙山沂水
的春意盎然、勃勃生机，构建更具消费潜力
的乡村旅游新空间、新场景，让游客畅享惬
意悠闲的乡村慢生活。
　　秀美壮丽的蒙山沂水不仅“好看”，更
孕育出一首首传唱度高、饱含沂蒙老区人民
满腔热忱的歌。《沂蒙山小调》歌词朴实生
动，曲调婉转悠扬，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艺
术感染力；《沂蒙颂》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
深情的革命颂歌……在革命战争年代，老一
辈文艺工作者满怀革命豪情，一手拿枪，一
手拿笔，深入战地和农村，创作了许多脍炙
人口的革命歌曲。现在，歌曲、小戏小剧、
舞台剧继续传唱沂蒙精神，沂蒙的歌声有了
更多元的表现形式。同时，为迎合年轻人的
喜好，在临沂大学体育场举办火力超燃
LIVE 演唱会（临沂站）；在临沂大剧院上
演 舞 蹈 诗 剧 《 只 此 青 绿 》 《 春 江 花 月
夜》——— 江南丝竹音乐会、经典话剧《雷
雨》、开心麻花舞台剧《春风不可以》等高
品质演出，让广大游客在临沂徜徉于艺术殿

堂，让临沂更“好听”。
　　蒙山上歌曲余音尚在绕梁，涑河两岸灯
光便已亮起，“夜画琅琊”行进式游船演艺
正式开演；沂河东岸，“国秀·琅琊”“只
此琅琊”等大型沉浸式演出持续上演；书圣
阁里，“琅琊风云”古风沉浸式互动游戏剧
场高潮迭起。一场场文化盛宴带领游客沉浸
式体悟三千年琅琊文化，领略琅琊古城的浪
漫风采。除此之外，泡温泉、赶临沂大集、
与大熊猫隔空互动、看极地海洋生物，游客
可全方位体味“好玩”临沂。
　　打卡凌晨的糁店，搭配油条喝一碗热糁
已经成为不少外地游客来临沂的“保留项
目”，午饭以及晚饭则以“临沂炒鸡”为首

选。据了解，临沂餐饮行业工商注册一共
50000 多家，几乎每家都有“临沂炒鸡”这
道菜，共有7000 多家专业炒鸡店，每年消
耗约1.1 亿只鸡。此外，鲜美、香醇的全羊
汤、营养丰富的沂蒙全蝎、传统主食临沂煎
饼、莒南驴肉、王氏熟梨和岱崮豆腐等，众
多美食汇集于此。近日，还推出了“春雨惊
春清谷天”临沂春季美食旅游线路，以临沂
（沂河银鱼蛋花汤、沂河河虾）—莒南县涝
坡镇天马岛（鱼头汤）—沂南县铜井镇竹泉
村·红石寨、界湖街道智圣温泉（沂蒙山野
菜炸春卷、沂蒙养生粥）—蒙阴县桃墟镇蒙
山（蒙山菇炖鸡）等为线路节点，向广大游
客及网友推荐沂蒙特色美食，展现临沂地域

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如此美食，临沂当
得起“好吃”二字。
　　兰陵美酒、银凤陶瓷、临沭草柳编、蒙
阴蜜桃等特色产品为“好买”临沂加码。著
名将领蒙恬、书法家颜真卿、“宗圣”曾子
等历史名人，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等英模
人物，以及遍布临沂的红色旅游景区则为
“好学”临沂持续赋能。
　　临沂市持续围绕构建“红绿蓝古今”精
品旅游体系，充分发挥自然山水、田园村落
等资源优势，以农文旅融合为抓手，推进乡
村旅游在产品、服务、业态等方面的创新升
级、提质增效，打造“六好”文旅之城，叫
响“好客山东 亲情沂蒙”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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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六好”文旅之城渐具雏形

                                          □通讯员 张继平 记者 王思晴 报道
 2024 山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在即，为了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会议服务保障工作，临沂市河东区相关服务主体积极提升软

硬件配套设施，组织开展一系列会议接待服务和礼仪专项培训。图为4月16日，一家酒店正在对员工进行接待服务提升培训。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国强 报道
　　本报临沂讯 4 月13 日，走进临沂市河东
区九曲街道小李庄社区李庄福源小区，路面环
境干净整洁，物业管理秩序井然，居民邻里和
睦友善。
　　虽然小李庄社区已连续三年保持“零警
情”，但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温泉路派出所
民警贾明阳仍保持着常来社区走访的习惯。
“常与社区居民沟通，才能及时掌握基层情
况，将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阶
段。”贾明阳说，正是得益于密切的警民联
动，该社区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
镇（街），矛盾不上交、全部吸附在基层”的
新时代枫桥社区治理新模式，还被评为“五星

级枫桥式社区”。
　　温泉路派出所辖区地处河东区城乡接合
部，外来人员流动量大，规模以上企业多，治
安形势复杂。为此，温泉路派出所以创建枫桥
式村居（社区）为抓手，积极推进社区警务与
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严格落实“两队一室”和
“一村一辅警”工作模式，在辖区内推进立体
化、信息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联动机
制、信息共享机制、社会联治机制，做强基层
基础警务。
  该派出所深化“三联”机制，将辖区120
余名保卫人员、 280 余名警务助理和网格员等
社会力量，以及178 名城管和环卫人员等行业
力量纳入联防联控体系，构建起社会治理共

同体。
　　同时，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
“群众满意”的目标，温泉路派出所还自创并
推行“565 ”工作法，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得到较大提升。“‘ 565’工作法中，第一个
‘ 5’是指树立五点理念，即耐心、微笑、热
情、规范、真诚；‘ 6’是指六个一措施，服
务群众实施一站式接待、一声问候、一次起
身、一杯热水、一次办好、一次回访；第二个
‘ 5’是指优化五种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
务、错时服务、掌上服务和自助服务。”温泉
路派出所所长赵国龙说，近年来，温泉路派出
所被公安部评定为“一级派出所”“全国优秀
公安基层单位”，2019 年被确立为首批省级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示范点。
　　一个派出所的警民联动，折射出当地政府
在社会基层治理上的久久为功。近年来，九曲
街道坚定不移地落实“品质河东”发展战略，
以创建过硬村居、活力村居、平安村居、美丽
村居、清廉村居“五大创建”为总抓手，大力
提升村居品质，加速迈向富美乡村。
　　“下一步我们还将锚定在基层治理上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目标，协助当地政府打好党组
织提标育强攻坚战、网格治理阵地战、红色物
业升级战，进一步优化社区网格，缩小城市治
理微单元，完善物业服务红黑榜、物业经理信
用管理制度，筑牢基层党建堡垒。”赵国
龙说。

九曲街道警民联动打造枫桥式村居

　　□ 本报记者 王思晴
    本报通讯员 冯 磊

　　4月12日，在“乡村振兴赋能计划——— 走进
山东兰陵”活动现场，前来参观、采购的人络绎
不绝。兰陵县鸿强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办公室
主任夏瑛瑛忙着为客户介绍种苗，在宽一米左
右的展位前，一株株绿油油的种苗被放置在高
低错落的金属架上，舒展的叶片上还挂着水珠。
　　“我们参加各种展会有十多年的经历了，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展位越来越小了。”夏
瑛瑛笑吟吟地说，“因为兰陵蔬菜产业越做越
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这次活动就有一千多
家企业参展。”沿着布展通道边走边看，在这
场关于蔬菜的展会活动中，香味扑鼻的熟食、

做工精致的手工艺品等也纷纷亮相，蔬菜展示
反而不再是最大的主角了。
　　据了解，本次活动设置了农业发展成就、
休闲农业和现代农业示范、农产品精深加工、
智慧农业种植4大传统展区，规划了农业装备
和农资、沂蒙大集、沂蒙特色美食嘉年华、
“四雁好品”、沂蒙非遗文化市集以及“百市
大集”云展播等6 大新型展区，展览总面积7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1071 家。展区聚焦蔬菜
全产业链，按照叶菜、茄果、瓜类、菌类等8
大蔬菜类目，从育种、育苗、种植、采摘、加
工等各环节，全面展现农产品的“名、优、
特、新”，持续擦亮“苍山蔬菜”金字招牌。
　　“展位较小也有好处，可以吸引客户到我
们合作社实地查看种苗种植情况，方便进一步

洽谈业务。”夏瑛瑛说。在兰陵县鸿强蔬菜产
销专业合作社智能化蔬菜种苗繁育示范园区
内，自动播种生产线、自动喷淋系统、自动温
控系统等先进设备一应俱全。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不只是展位面积变
化，合作社也见证了兰陵蔬菜种植种类的变
化。“我们的种苗都是订单式生产，最开始合
作社只有黄瓜苗、辣椒苗，现在能繁育莴苣、
芹菜等大约十类30 余种蔬菜的种苗，年综合
育苗能力可达1.8 亿株。”夏瑛瑛介绍，兰陵
的蔬菜种植种类越来越丰富。现在，兰陵县常
年种植蔬菜 120 万亩，拥有 17 大类 236 个品
种，年产量500 万吨，成为农业大县、蔬菜大
县，被誉为“山东南菜园”。
　　除了育苗，兰陵县鸿强蔬菜产销专业合作

社根据生产需求引进基质培养企业。“基质培
养企业在‘家门口’，光运费这一项，一年能
省20 万元。”夏瑛瑛说。目前，兰陵县形成
从基质培养到育苗、种植、成菜，再做成预制
菜产业链，转变传统农业种植方式，打造现代
农业发展闭环。依托农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深
化“四雁工程”，改善农村环境，壮大特色产
业，探索循环经济，促进“农文旅商”深度融
合，一、二、三产协同发展，全力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先行区”。兰陵县先后入选国家
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全
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全国数字农业试
点县、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国家
首批高标准农田遥感监测试点县等“国字号”
示范试点。

从展位变小看兰陵蔬菜产业之变

　　□记者 王思晴 报道
　　本报临沂讯 4 月16 日，记者在临沂市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12345·临
沂首发”每年受理群众诉求都在约500 万件，
平均每天受理1.3 万件左右。临沂市着力提升
各级热线首发为民办事能力，一方面，从点上
办理解决好群众的每一件诉求，另一方面，在
面上系统推动政策性、根源性问题的集中解
决，整体工作质效不断提升。
  为更好地践行沂蒙精神、走好网上群众路
线、擦亮新时代“党群同心”品牌，2022 年 4
月以来，临沂市委、市政府以党群同心为统
领，深化12345 热线改革，开发建设“12345·

临沂首发”客户端，打造“为民办事、宣传教
育、问计问策”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创新了“12345+首发”“电话+网络”“政务+
融媒”社会治理新模式。健全市、县、乡三级
工作队伍，各级各部门明确专人负责热线首发
管理服务和诉求办理工作。临沂市12345 热线
中心配备410 名专业话务人员，统一受理全市
群众诉求。组建20 人的专业融媒工作团队，
专职负责临沂首发客户端运行。临沂市纪委监
委在“12345·临沂首发”派驻工作专班，人
大、政协深度参与热线首发诉求办理监督，热
线首发与公、检、法、信访、网信等部门建立
信息共享、问题联办工作机制，构建了全市上

下纵向贯通、横向联动、协同高效的临沂首发
诉求办理工作体系。
　　为让工作运行更加科学规范，临沂市出台
《临沂市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编
制《诉求派发职责清单》《重点领域职责分工
清单》，制定《诉求工单分级分类处置办法》
《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处置办法》《恶意诉求联
合惩戒机制》等26 项制度，临沂首发制度框
架全面搭建。此外，围绕“为民办事、宣传教
育 、 问 计 问 策 ” 三 大 功 能 ， 持 续 推 动
“12345·临沂首发”客户端优化升级，做活
“首发晾晒”“你为民我点赞”“亮剑”等栏
目，做强《首发聚焦》问政栏目，开设“我有

话说”“建言献策”等板块，建立抖音、快
手、微信公众号等第三方平台传播矩阵，临沂
首发的吸引力、传播力逐步增强。
  2023 年，临沂首发累计受理群众诉求493
万件，同比下降7.1%，“一次办好率”由70%提升
至79.4%，“问题解决率”由88.3% 提升至93.1%，

“群众满意率”由89.8% 提升至93.8%；不动产证
办理、预付卡消费、延期交房、物业管理等一批
群众反映强烈、久拖不决的问题有了突破性进
展。去年以来，“12345·临沂首发”客户端累计发
布信息1.5 万余条，开展话题互动10 余次，收集
意见建议11.6 万余条，部分热点信息最高点击
量过百万，越来越受到市民的认可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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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首发年受理群众诉求约500万件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田宝宗
     张欣 报道
　　本报沂水讯 4 月的沂
水县，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忙
碌景象。在庐山工业园内，
鼎欣生物功能性添加剂绿色
制造项目乘着春风全面开
工；在黄山铺镇大庄子采摘
园 ， 淡 粉 色 的 奶 莓 喜 上
“莓”梢，散发着自然甜
香；在院东头镇，刘家店子
绿色农业专业合作社不断结
出丰硕成果。近年来，沂水
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大力发展镇域经济，狠抓小
城镇建设，并实施突破镇域
行动方案，全面激活镇域发
展活力。
  沂水县坚持因地制宜，
走深走实差异化、特色化发
展路径，对接县城镇、中心
镇产业需求，在农业主导
型、生态文旅型、工业带动
型、城乡融合型等四类划分
基础上，让每个镇（街）明
确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宜
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
商、宜游则游。各镇（街）
聚焦重点领域，选准小切
口，找准突破点，以点带
面、集中攻坚，用“一子
落”带动“全盘活”，实现
从“千镇一面”到“镇镇精
彩”的转变。其中，龙家圈
街道注重发挥西城开发优
势，打造城市发展新动能；
许家湖镇做好南部科创新城
规划建设文章，打造新旧动
能转换示范区；马站镇则完
善配套功能，建设县域北部
副中心；黄山铺镇侧重提升
承载力，打造城区产业转移
承载区；院东头镇、泉庄镇
放大旅游特色优势，做精做
强；高庄镇抢抓临临高速开
通机遇，圈里乡发挥矿产资
源优势，扬长补短，弯道超
车等。“今年沂城街道将持
续壮大传统产业、做强战新
产业、抢跑未来产业，在提
升综合实力上下功夫，全力
突 破 财 政 收 入 过 1 0 亿
元。”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许俊山
谈到镇域发展目标干劲满满。
　　该县以“全域整治、全域旅游、全景沂水、全
民共富、全面振兴”为目标，坚持全面发展的片区
思维，点上建设和美乡村，线上打造精品线路，面
上建设示范片区，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展露新
颜。加快推进龙家圈街道“崮下湖畔”、许家湖镇
“花开长虹”、四十里堡镇“风韵古埠”等13 个
“百千工程”片区建设，并先后开展“百千绿化提
升”“绿满沂蒙花满村”等行动，绘就看得见青山
绿水、安得下幸福生活、留得住美丽乡愁的新时代
沂水“富春山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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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思晴
   通讯员 陈浮 高凤婕 报道
　　本报临沭讯 临沭县店头镇以“美德”为引
领，以“信用”为抓手，探索“美德+信用”文明
实践模式，将孝老爱亲、诚信利他、节俭绿色等美
德与信用建设融合，以“美德+信用”赋能的方
式，擦亮乡风文明底色。
　　将美德、信用建设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有机融
合，组建 27 支美德+诚信志愿服务队，以实践所
（站）、田间地头、文化长廊等为载体，组织志愿
者以拉家常的方式将移风易俗、诚实守信、健康生
活等内容送到群众身边，真正让群众坐得住、听得
懂、记得牢，实现美德信用建设“春风化雨”，让
理论政策宣讲“声入人心”。同时，通过绘制墙体
画、安装宣传栏等营造诚信氛围。与送文化下乡等
活动相结合，排演群众喜闻乐见的家庭伦理戏剧，
播放红色专题教育宣传片，推动“美德+信用”建
设深入人心。指导各村立足实际，将美德信用建设
纳入村规民约，设立美德诚信超市，定期组织志愿
服务活动，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活动，按标准赋分，
每季度开展一次积分兑换活动，年底对美德家庭、
诚信之星等典型进行表彰奖励，形成美德诚信光
荣、无德失信可耻的良好风尚。

店头镇“美德+信用”

擦亮乡风文明底色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刘秀飞 报道
　　本报兰陵讯 近年来，兰陵县磨山镇坚持“抓
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的理念，纪检监察机关充分
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作用，靠前监督、精准监督，着
力解决影响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积极打造亲清政
商关系，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聚焦服务质量，深入解决“门难进、脸难看、
事难办”和业务办理中的“中梗阻”难题，积极推
进“一站式”服务和上门业务服务，持续提高服务
质量和水平，在镇政务服务大厅显要位置张贴监督
二维码，充分保障服务对象监督权；畅通诉求渠
道，积极组织开展“企业评部门”活动，深入企
业，认真倾听经营者诉求，并实现反映问题一键直
达，切实做到事事有着落，持续完善营商专员和企
业秘书帮包服务机制，实地了解企业遇到的发展难
题，及时推送到相关职能部门对口协调解决；全程
保驾护航，结合“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和兰陵首
发，着力纠治优化营商环境中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等顽疾，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及时通
报曝光，进一步增强各部门单位服务意识和执行能
力，提高办事效率，改进工作作风。

磨山镇实施精准监督

优化营商环境

好客山东 亲情沂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