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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仪凯 本报通讯员 仲乾

近日，家住任城区仙营街道的赵女士没
有去市第一人民医院复查身体，而是选择就
近到社区医院复查。“现在手机上都能查到
人民医院的体检结果和病历，我这是基础
病，行动也不方便，没必要再跑到大医院复
查了。”得益于济宁市开发的“病历掌上查”
应用程序，市民可通过手机查询市域内不同
医院的门诊病历、检验报告等7类信息，看
病就医更方便了。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济宁市紧盯人民
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盼，大力推行“民
事无忧”服务模式，再造流程保“高效”，数字
赋能促“办成”，加快就医、养老、住房保障等
9大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升级，让群
众办事更便捷高效。

“一事集成”
办事无忧

民生无小事，民事不可缓。如何把群众
关心的事办好？如何让群众减少办事的时
间？

济宁市持续塑强“民事无忧”服务品牌，

加快“一事集成”服务升级。除了聚焦“掌上
易办”，打造“病历掌上查”，方便群众看病就
医之外，济宁市还聚焦“网上好办”，实施公
租房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搭建“公租房核
查平台”，群众通过手机即可完成公租房申
请、查看房源、选房、签订电子合同，实现申
请、监管、服务全链条网上运行。截至目前，
已开展7轮线上选房，1582户家庭参与选
房，其中手机选房占比91%，房屋配租率同
比提升30%，房屋闲置率同比下降80%，主
城区公租房整体闲置率低于1%，线上配租
实现零投诉。

为解决群众领取补贴需要提供多种材
料的问题，济宁市聚焦“无感智办”，实施惠
民补贴领取资格“静默认证”。开发“惠民补
贴待遇资格认证平台”，打通民政、公安等
10个部门（单位）34类数据，通过大数据校
核比对，精准绘制领取人“数字画像”，实现

“大数据采集—数据比对—自动发放”。目
前“静默认证”范围已扩展到34类惠民补
贴，“静默认证”率达90%以上，累计受益
200万人次以上。

“没想到现在安装个人充电桩这么快，
在手机上就能办，太方便了。”近日喜提新车
的李先生购车当天就通过手机申报安装了充

电桩。济宁市聚焦“一件事一次办”，在“爱山
东”App平台开发“充电桩一件事”应用功
能，属于“绿色通道”小区的居民最快申报当
天就能完成装表接电，打造了充电桩报装“线
上点单”新模式。截至目前，累计签约“绿色
通道”小区987个，安装充电桩3.8万余个。

线上线下“一体管理”
畅通最优路径

“以前备案需要拿着21份申请材料到
现场办理，来两次也不一定办完。现在来一
次就能办完，申请材料只需要9份，审批的
速度也比以前快了。”城区一家诊所负责人
对现在的政务服务表示非常满意。

如何让群众少跑腿？济宁市坚持线上
线下“一体管理”，全面畅通“最简、最短、最
优”服务路径。坚持申请“最简流程”，对“一
件事”涉及多个事项的受理条件、办理流程
等进行重组再造，对申请材料和表单进行分
析、精简、归并，实现“多表合一、一表申请、
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坚持办事“最短距
离”，优化“1+N”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市县一
体做强线下专窗、线上专区服务，政务服务
整体实现运行同步、服务同质、管理同效。

比如，以梁山县为试点推行“开办运输企业
一件事”，将业务办理下沉至第三方车辆检
测线，采取车辆安检、环检、综检“三检合
一”，实现运输企业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车辆道路运输证“一站办结”，最快
两个小时就可发证，企业当天即可投入运
营。目前，已有“新生儿出生”等20项一件
事实施“一线”专窗服务机制。坚持服务“最
优效果”，围绕解决企业、群众业务不会办的
问题，将“一件事”涉及多个事项的办理指
南，整合成一张办事指南，绘制办理流程图，
明确办理方式等要素，采取视频、图文等形
式，通过媒体、“政务直播”“政务服务市集”
等渠道向社会发布。

“一网解忧”
数据赋能“无感智办”

如何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
提升办事效率？济宁市坚持数据赋能、一网
通办，大力提升“触手可及、无感智办”办事
体验。

夯实平台支撑基础，依托市政务服务平
台，创建“双全双百一件事一次办”办理模
块，（下转2版）

“一事集成”“一次办好”

济宁市全力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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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吧 去济宁暑假去济宁

尼山水库2024年首次开闸泄洪

■记者 高源

■本报记者 王粲 本报通讯员 时阳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
力。在邹城，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营模式已经成为众多
企业向“新”求“质”发展的新选择。

在山东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工人们正对内河航运首艘
5000吨级LNG动力集装箱船进行分段合拢，确保7月底前顺
利下水。“这种船型采用LNG动力，在相同的条件下可以节省大
概30%的燃油费。目前在手订单中有50艘内部订单，还有10
艘外部订单，按照生产计划，预计明年全部交付。”山东新能船
业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柏小明介绍。

近年来，山东新能船业以新理念、新模式、新技术、新船型
为核心，以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大型化、模块化为研发方
向，主要建造内河LNG、电动集装箱船、集散两用船舶和使用清
洁能源的绿色船舶。今年4月28日，该公司生产的第一艘趸船
舾装下水，标志着全国首个集研发设计、智能制造于一体的绿
色化、智能化、现代化、标准化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正式进入投
产运营阶段。“从2022年10月11日开工建设，到2023年10月
11日建成投用，再到目前整船下水，实现了‘一年开工，一年建
设，一年投产’，跑出了项目建设‘新速度’。”柏小明说。

曾经只能被当成废料的玉米芯，如今在山东艾孚特科技有
限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了化工项目的主要原料。

“我们从玉米芯中提取出基础化工原料糠醛，提取过程中
产生的糠醛渣经过燃烧后，一方面为厂区生产提供蒸汽，另一
方面进行生物质发电，实现电和汽的内循环。”山东艾孚特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翠翠介绍，“糠醛项目每年不仅可为企业
创造8000万元的产值，还为企业每年节省2000万元生产成
本。”

近年来，邹城市着力于“新”，追求于“质”，以科技创新为引
擎，以新产业为主导，以产业升级为方向，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为
目标，不断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
升，加快未来产业布局，厚植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推动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全面启动、强势开局。

向绿而行 产业“焕新”

新质生产力看济宁新质生产力看济宁

本报济宁7月23日讯（记者 郝明雷）根据省委依法治省
办统一部署，省委依法治省办第二督察组来我市开展法治建设
实地督察。今天晚上，我市召开法治建设工作专题汇报会，第
二督察组组长朱云三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
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于永生主持汇报会。

朱云三在讲话中指出，开展法治建设实地督察，主要任务
是督促推动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推进党中央
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在山东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督察组将聚焦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党领导法治建设体制机制落实、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化法治领域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等
重点任务，实事求是开展督察，全面客观反映情况，既总结经验
成效，充分重视地方法治建设取得的成绩，更注重问题导向，确
保发现真问题、真发现问题，确保督察取得实效。希望济宁市
积极配合督察工作，并以此次督察为契机，深入查摆问题短板，
着力抓好改进提升，推动济宁市法治建设再上新台阶，取得新
成就。

于永生表示，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关键时期，省
委依法治省办第二督察组对济宁市开展法治建设实地督察，既
是对济宁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关于法治
建设重大决策部署的一次全面体检，也是查找短板弱项、加快
推进法治济宁建设的难得契机。济宁市将坚决服从督察组安
排，全力配合督察组开展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进行。同时，
以此次督察为契机，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做好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深入推进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
署贯彻实施，全力争创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不断增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法治核心竞争力，为加
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山东贡献更大力量。

市领导白平和、刘辉、李海洋、李良品，第二督察组全体成
员参加会议。

省委依法治省办
第二督察组在我市

开展法治建设实地督察

■本报实习记者 周生贤

一船入圣境，一河越千年，“灯火蓼河里”是
曲阜市重点打造的文商旅综合体项目。项目围
绕“曲阜会客厅·旅游新亮点”定位，建设“灯火
蓼河古街”“舟游蓼河圣境”两大板块和10公里
市民休闲步道。“灯火蓼河古街”板块以“明清古
街与新中式风貌”建筑为载体，将街区打造成为
文商旅综合体和沉浸式古风市集。“舟游蓼河圣
境”板块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数字光影实景科
技演艺，打造“全国首个纪实情景沉浸式文化朝
圣夜游”，为游客们奉上一场沉浸式体验的文化
饕餮盛宴。

循着夜色，走过小桥，首先来到的便是“灯
火蓼河古街”，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古色古香的中
式建筑，夜幕降临，华灯璀璨，绚丽的霓虹灯点
缀在传统的建筑周围，瞬间将游客们带回几百
年前热闹喧嚣的夜晚。古街两旁是一家家传统
服饰、文创产品的体验店，许多游客走进店内亲

身体验传统服装、传统饰品、传统美食，详细了
解其中的制作工艺与文化内涵。游客们漫步在
蓼河古街，不仅是一次中式风貌的视觉之旅，更
是一场传统文化的沉浸体验。

蓼河古街的尽头便是“舟游蓼河圣境”的游
船码头。登上游船，换一个角度看蓼河古街竟
有了不同的体验。随着游船驶离岸边，原本近
距离置身其中的蓼河古街渐行渐远，视角也在
逐渐放大。如果说走在古街上看到的是一幅特
写，那么泛舟蓼河上看到的便是巨幅全景画作，
整个蓼河古街尽收眼底，岸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穿梭在一座座传统建筑之中，仿佛几百年前真
实的场景，让游客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穿越百
年而来的文化魅力。

游船来到蓼河中央，“全国首个纪实情景沉
浸式文化朝圣夜游”《久仰曲阜》精彩亮相。这
场主题夜游分为文明起源、礼仪之邦、万古明
灯、东方圣城四大篇章，通过3个大型水幕秀、4
个桥体专项设计、12个3D建筑投影和15个微

演艺节点，构建起一场游客与圣贤穿越千年的
对话。泛舟蓼河上，“一船入圣境，一河越千年”
的文化之旅融入现代光影技术之中，游客们坐
在船上追古溯今，仿佛穿越到中华文明的源头，
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磅礴伟
力。这片土地上无时不在的儒风鲁韵，无处不
在的千年文脉，仿佛同时汇集在蓼河之上，让游
客们收获内心的安宁，汲取思想的力量。

近年来，曲阜市突破传统旅游城市发展理
念，对文旅产业进行系统性提升，以“灯火蓼河
里”为代表的新兴文旅业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
来。实现“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升级”“从

‘走马观花’向‘沉浸体验’升级”“从‘门票经济’
向‘产业经济’升级”等“三个升级”。2023年，全
市旅游产业增加值36.3亿元，增速11.3%，占
GDP比重达到8.2%，排名济宁市第一。让产业

“强起来”、让市场“热起来”、让产品“优起来”，
成为新时代曲阜市文旅发展的新思路，成为推
动曲阜市文旅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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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图片
记者 杨国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