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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河镇乡村振兴示范区管口片区位于兖州区漕河镇西北
部，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覆盖11个村，共有人口1803户，
6973人，耕地面积1.2万亩。示范区核心村管口村创新发展理
念，构建形成公司和党支部“联农户、联社会资本、联技术团队、
联市场”利益联结机制，实现集体农民双增收，走出了一条具有
兖州特色的平原地区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片区发展经验先后
在《人民日报》、新华网、《瞭望》杂志、中央电视台《振兴路上》、
《新闻直播间》、《聚焦三农》栏目报道。

党建引领掌方向

片区坚持党建引领，做活土地文章，先后以村集体名义成
立了春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与周边村
庄联合成立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联盟，吸引村民以土地入
股。通过盘活土地、资本，吸引社会人才，创造性地破解了“没

人、没钱、没资源”三大要素难题，走出了一条“一引四联双受
益”的发展模式，受到了省领导的批示。“一引”就是发挥基层
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四联”就是集体联农户、集
体联社会资本、公司联技术团队、公司联市场；“双受益”就是
集体、农户受益。

抱团发展聚合力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片区抢抓乡村振兴战
略机遇期、政策叠加期，持续加大投入，夯实巩固以优质商品粮
为主体的产业基础，组建“兴村富民”联盟，推动支部联建、土地
联种、产业联营、村企联创、服务联抓，以科技创新驱动合作社产
业联盟做大做强，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了整合资源、连片发
展，探索出项目实施、作物种植、农资采购、农技指导、农机服务、
产品销售、资金筹措的“七个统一”运作模式，片区11个村全部甩

掉集体经济薄弱村帽子。2022年片区11个村村集体经济收入
全部达到10万元以上，其中4个村达到50万元以上，2个村达到
80万元以上，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大幅度提升。

高点定位谋长远

管口片区将乡村振兴作为系统化、多元化、兼容性的战略
生态，高点定位，乘势而上，主动融入全区新发展格局，依托益
海嘉里、今麦郎等农产品精深加工集群，积极对上争取国家制
种大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专项债项目资金，打造形成了

“一园两区三中心四基地”的1234发展规划布局。片区与红
地种业合作，建设科技项目孵化转化中心，开始了从优质商品
粮生产向优质粮种繁育的转型之路。管口新村数字农业入选
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创新实践典型案例、全国智慧农业典型
案例。

汶上县白石镇昙山乡村振兴示范片区，规划面积17平方公
里，涵盖12个村、1.8万人。以“一区六园十二村”为总体布局，以
建设“生态绿色新典范、产业发展新高地、文旅融合新样板、党建
引领新标杆”为目标，实现山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
房、资源变资产，农民挑起金扁担，乐享乡村振兴硕果。

秉承“生态+绿色”理念，让“荒山”变“青山”

昙山海拔179.3米，为汶上最高山峰，属泰山余脉。由于降雨
量减少，加之疏于管护，昙山一度变成荒山。在“两山论”的指引
下，实施生态修复，片区以西部保持自然原生态、东部打造山林新

景观为整体布局，实
施高标准立体绿化，
栽植红枫、油松、榕花
树等各类绿化苗木
20 余万株。实施推
水上山工程，铺设引
水上山管道3000米、
节水灌溉管道 4000
米，打造具有地方特
色性、观赏性的山地
林相3000亩，形成一
幅“三季有花、常年披

绿”的生态田园画卷。

创新“支部+产业”模式，让“青山”变“金山”

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发展模式，成立9家专业合作社。村民通
过土地流转、小额贷款资金投入、劳务输出入股分红，实现人均年增
分红310元。片区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平台，茶、果、花等多个产业
竞相发展，引进祥河茶业、鸿天服饰等经营主体，建设11个共富基地。
培育鲁昙百合、昙山云搂茶、昙峰核桃等23个品牌，开发五大类锈石文
创产品，成功入选首批山东手造产品。片区村庄实现了集体增收、农
民致富，2022年村均集体收入85.8万元，高于全镇平均水平31.9%，其

中9个村从省定贫困村变身为村强民富的示范村。夏村、南泉沟村被
评为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

注重“文化+旅游”融合，让“金山”变“美山”

深入挖掘昙山文化底蕴，修复文殊般若碑、水牛山摩崖石
刻、荣子墓等一批国家、省、市重点保护文物，发展昙山文化
旅游。建设老龙湾旅游特色民宿15处，引入乡村振兴合
伙人郭娜，创建北泉民宿管理有限公司整体运营，打造彩
虹走廊和星空营地，开办农家乐36处，吸引大批游客前往
体验田园生活。昙山风景区晋级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片区山水美、村庄美、庭院美，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成为现实。

探索“人才+善治”路径，让“美山”变“乐山”

实施“头雁领航”工程，建立1个片区党委、6个功能性党支
部、4个特色党支部组织架构，配强12名党支部书记，吸引返乡创
业27人，村内任职9人。2022年全县村级大考核中寨子村和夏
村分别位居第三名和第七名。创建全国乡村振兴“头雁主播”白
石示范基地，累计培育本土化电商网红27人，关注粉丝量60余万
人，今年以来开展助农直播260场，销售额达2500余万元。创建

“秀美白石、乐在昙山”品牌，打造了文化两创新高地。目前，昙山
已成为周边群众近郊游的打卡地和健身锻炼的好去处，乐居、乐
游、乐购成为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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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刘新红 张丽君 何晓茹

“企业开办一件事”“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员工录用一
件事”“灵活就业一件事”……在曲阜，一个个“一件事一次
办”事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政务服务的提档升级，让
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获得感和体验感更足。

“今天上午刚从网上提交的申请，没想到下午就领到了
营业执照，而且公章、税务UKey一次性都拿到手。”12月5
日，曲阜市一家新开办企业负责人杨先生通过“企业开办一
件事”服务模式领到了崭新的营业执照、公章和税务UKey，
喜笑颜开。

为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纵深推进、落细落实，曲阜市
从需求侧、供给侧、平台侧协同发力、并举推进，除认真落实
省、市推出的88个“一件事”外，还创新推出“农机上牌一件
事”“乡村旅游开办一件事”等9个“一件事”，通过统筹多个
部门进行办事流程再造，实现群众办事只需到一个窗口、填
写一份表格、提交一套材料，就可以一次性办理“一件事”。
截至目前，“一件事一次办”办件量已突破10万件，当天办结
率超过98%。

线上线下融合是政务服务创新发展的方向，对推动“高
效办成一件事”缩时间、提效率、不见面审批具有重要的意
义。曲阜市依托山东政务服务网双全双百专区“一件事一
次办”专栏，把已经实现的“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端口接入综
合受理系统，通过统一入口实现“一端受理”，支撑线上线下
共同使用。线下根据企业群众办事实际场景需求，科学设
立“一件事一次办”综合受理窗口，在一个窗口综合收件，整
合了原来碎片化、条线化、分散化的政务服务事项前端受理
功能，推动政务服务跨部门、跨层级协同办理，实现多个事
项“一窗受理”。

套餐服务优化整合，主题式申报更方便。过去开办企
业所需办理的住房公积金登记、发票领用和公章刻制备案
等事项，都需要跑不同主管部门、填写各种申请材料，是实
打实的“一揽子事”。而经过“一件事一次办”梳理后，上述
事项成为真正的“一件事”，通过共享企业注册信息，实现材
料只填写一次，就能完成包括公章在线刻制、社保自动开
户、推送涉税办理数据等事项的一次办理。

针对以往“多窗办、多表单、多日办、多次跑”及重复取号、
重复填写信息、重复提交申请材料等问题，曲阜市对“一件事

一次办”涉及的多个政务服务事项的申请材料和表单进行整
合，通过归并、数据共享等方式进行精简、优化，推行共享数据
自动调用、个性信息自行填报、申请表单自动生成，实现“多表
合一、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除法律法规规定应
当并行办理的事项外，企业和群众可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

“一件事一次办”涉及的全部或部分事项。
“以前办证要等的时间很长，现在办证时间缩短了，办

事越来越快了！”前来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的王女士说。
针对“一件事一次办”涉及的多个政务服务事项的设定

依据、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结时限、收费标准、办理结果
等要素，曲阜市合理调整前后置顺序，优化办理要素和业务
流程，形成“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办理标准化工作规程和办
事指南，在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同源发布、同步更新。

“‘一件事一次办’是促进企业专注生产经营、提升企业
盈利能力的重要利器，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务服务高
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我们将继续有序有效推进‘一件事
一次办’改革，以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胆识气魄，乘势而
上、顺势而为，推动改革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曲阜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曲阜：“一件事一次办”加速政务服务升级

■本报记者 谷常浩

张金凤是微山县夏镇街道殷庄社区亓楼居民小组支部
委员，她勤劳、质朴、善良，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识大体、明
事理，多年来工作勤恳、持家有道、爱护晚辈、热心助人，家
庭关系、邻里关系都处得和谐融洽，是大家口口相传的好榜
样。

作为一名村干部，张金凤凭借着对妇女工作的执着和
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数十年如一日地扎根岗位，用妇女特有
的耐心细致和温情服务乡亲。疫情防控、秸秆禁烧等重点
工作第一线，都有她的身影。今年，张金凤所在的亓楼居民
小组被纳入全县重点打造的美丽庭院示范村，并作为推荐

对象参与市级示范评选。
张金凤与儿媳相处融洽，从未闹过不愉快。当问起怎

样才能做个好婆婆时，她说：“儿媳来到我们家里，就是要和
儿子过一辈子的，我得把她当亲女儿一样对待。”婆媳俩经常
在一起聊聊天，说些体己话。每当儿媳在生活、工作中遇到麻
烦时，也会主动找婆婆倾诉，听听张金凤这个“过来人”的建
议。儿子儿媳工作忙，张金凤主动承担起料理家务、照顾儿孙
的重任，为他们准备好热乎乎的饭菜，并监督孙子、孙女按时
完成家庭作业，让孩子们免去后顾之忧。

张金凤还把家庭和睦作为最重要的“家规”，无论是工
作中还是生活中，她都能主动尊重年轻人的想法和选择，从
不将个人的想法强加到孩子们身上，为家庭默默付出，让这

个家庭始终保持着祥和温馨的氛围。儿媳常说：“还好有婆
婆的鼓励和支持，我们才能安心在外面工作，才有了现在的
美好生活。”

张金凤不仅是儿子、儿媳眼中的好母亲、好婆婆，还是
左邻右舍交口称赞的好邻居、好大姐。居民小组里有几位
独居老人，张金凤经常去看望、陪伴他们，帮他们给远在外
地的孩子打视频电话，给他们带去家中新做的面点。邻居
们遇到红白事、农忙、照看孩子等麻烦事，或是谁家起了矛
盾纠纷，也喜欢请她帮忙。她总是热心地予以回应，即使有
时手里还有没干完的活儿，也会先去帮助别人。

张金凤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关心着家人，用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诠释着爱的真谛。

幸福就在点滴中
——记市十佳好婆婆张金凤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济宁
日报社、济宁广播电视台组织的“济宁好人之星”评选现已结
束。经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最终有10人入选“济宁好人榜”，
其中2人当选“济宁好人之星”。现将评选结果公布如下：

“济宁好人之星”名单

刘 鹏 曲阜市孔府印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奎成 金乡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科高级农艺师

入选“济宁好人榜”名单

何国珩 任城区济阳街道鲁抗家园小区党支部书记
杜月娟 汶上县杨店镇路村村民
李启发 曲阜市公安局退休干部
王宪芳 水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魏建设 山推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
苑兰英 梁山县实验中学教师
张 华 曲阜市教师教育发展服务中心教研员
徐 磊 济宁一中教师

2023年11月份
“济宁好人之星”评选结果公布

12月1日至7日是第六个宪法宣传周。邹城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结合工作职能，将宪法宣传点设在公交站点，向群众发放

《宪法小知识》《一张图带您了解宪法》《审批事项服务指南》等
宣传册，并现场接受群众咨询，为来往群众送上丰盛的法治文
化“大餐”。 ■通讯员 程鸿娜 摄

济宁好人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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