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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聂尚芬

近年来，梁山县紧扣乡村振兴目标任务，
深入实施“百区千村”三年行动，精准发力乡
村“五大振兴”，致力于“六抓六促”，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描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抓产业发展，促农民增收。梁山县深入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县划定68
万亩小麦和60万亩玉米粮食生产功能区，累
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0.5万亩，粮食生产连年
丰收，总产稳定在12亿斤以上。优化农业生
产区域布局，确立黄河滩区、东平湖区、运河
沿岸三大特色种植区。聚焦食用菌、韭菜等
特色产业，初步形成500万平方米食用菌生
产基地、25万亩特色瓜菜生产基地，获评省级
科技园区2个，获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
10亿元镇、超亿元村各1个，省级农业产业强
镇6个，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50个。

抓人才引育，促力量集聚。梁山县坚持
把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抓好乡村
人才的“外引内育”，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活

水。2019年以来，累计引进青年人才11241
人，4个乡镇入选市级乡村振兴工作站，招募乡
村振兴合伙人26名；今年已累计回引农村在
外优秀人才382名。累计培训农村转移劳动
力2.5万余人，梁山好“焊”获评首批省级特色
劳务品牌；培育高素质农民2642人，入选齐鲁
乡村之星10人，累计取得农村实用人才职称
43人；共选树、培养各级“乡村好青年”1748
人，其中省级1人、市级20人、县级91人。

抓文化建设，促乡风文明。梁山县坚持
把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深化
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不断焕发乡
村文明新气象。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全覆盖，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馆
合一”场所5处，“梦圆黄河滩 五为同心圆”文
明实践展示带入选山东省文化体验廊道文明
实践展示带名单。常态化推进文明村镇建
设，累计创建全国文明村镇1个、省级文明村
镇28个、市级文明村镇76个，县级及以上文
明达标村覆盖率100%。

抓环境整治，促生态宜居。深入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累计创建省
级和美乡村36个、市级和美乡村79个。全力
缩小城乡基础设施“硬差距”，累计改造农村
户厕130676户，建成农村卫生公厕229座，建
设农村公路2127.7公里，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村庄614个，创建国家森林乡村3个、省级森
林乡镇1个、省级森林村居10个。加快填补公
共服务“软落差”，文体广场、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农家书屋、“快递进村”实现413个
行政村（社区）全覆盖，“送戏下乡”“送电影下
乡”持续点亮乡村文化生活，农村养老、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建设。

抓基层党建，促多元共治。实施村级党
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升三年行动，分类推进
159个“示范”村、241个“创优”村、13个“强
基”村党组织晋位提升。深入开展党组织“跨
村联建”，建立“组织联建、产业联动、人才联
育、服务联享、治理联抓”五联机制，成立24
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联合党组织，引领片区
融合发展。在全市率先推进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联合社，55家示范社抱团成立13家联合

社，示范带动348家合作社提质增效，年均增
加村集体收入超1000万元；实施“村企联建”
共富行动，89个村与61家企业签订联建协
议，落地项目23个，带动56个村集体收入增
加780余万元。

抓示范创建，促城乡融合。开展乡村振
兴“十百千”示范工程创建，共创建省级乡村
振兴示范乡镇2个、示范村22个。全县划分
沿黄特色、现代乡村、传统乡村三大风貌区，
规划北部生态文化、东部绿色农业、中部现代
产业、南部工农融合四大发展区，大路口乡贾
堌堆片区“旅游+”模式、拳铺镇“党建联建·联
农共富”片区共富、共建、共治“三共模式”，走
出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加强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把政策、资金、资源向片区倾斜，
现已创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11个，贾堌
堆片区获评全市乡村振兴“百区千村”建设表
现突出片区，梁山县“党建联建·联农共富”乡
村振兴示范区项目顺利通过农业农村部、财
政部中期评估，并获得最优“A”等次，经验做
法被农业农村部、省农业农村厅等推广。

■本报通讯员 田春雨 张壮

9月份，梁山港集疏港量双双突破150万
吨，创下集港量150.25万吨、疏港量150.18
万吨、集疏港总量 300.43 万吨的历史新纪
录。今年1-8月份，梁山港集疏港总量突破
2000万吨，完成了2023年全年业务量，经营
业绩逆势攀新高。与此同时，梁山港坚持创
新发展、绿色发展，实现了从“无中生有”到内
河一流港口的全新历史跨越，重塑了京杭大
运河盛景，让黄金水道释放出“黄金效益”。

构建公铁水多式联运物流体系
打造物资集散新高地

梁山港位于京杭大运河与瓦日铁路的
“黄金交叉点”，拥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2021年，梁山港成功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通
航，一跃成为京杭大运河上“西煤东输、北煤
南运、南货北调”的大型物资集散地，迈出了
通江达海的关键一步。

通过公铁水多式联运，梁山港上游可以
联通山西、陕西、内蒙等西北腹地，下游沿京
杭大运河可到达苏浙沪皖、两湖一江等地，
顺流而下可到长三角经济区出海，逆流而上
可到江西、重庆等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

济区，不仅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协同发
展，还加速了区域间资源要素的流动与优化
配置。

今年以来，梁山港顺利启动阳光集团焦
炭集装箱公铁水“一单制”业务、中欧班列铁
路集装箱直水业务，实现了铁路站与内河港
口无缝连接。9月中旬，梁山港成功启动厦门
象屿火车集装箱散改集业务，当国铁箱抵达
梁山港后进行换箱操作，可通过船运将货物
发往下游地区。此外，梁山港累计开通济宁
至武汉、太仓、上海等集装箱航线15条，通达
南京港、连云港、镇江港、宁波港等50多个港
口，物流贸易覆盖100多个城市，全省首次河
江海联运成功远航福建、广西。

“在3至5年内，我们将形成年产值300
亿元以上、年吞吐量达7000万吨的现代物流
智慧化工业园区。”梁山港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哲说。2023年，梁山港综合物流园区营业
收入达到了142亿元，蝉联济宁能源百亿级
物流园区，“以港兴产、以产兴城、港产融合”
的发展新格局正逐步形成。

此外，梁山港积极推动港港联动、港贸
联动、港仓联动、港船联动、港金联动等创新
措施，今年1-9月份签约量达到240万吨，
充分发挥了梁山港在内河航运领域的龙头
引领作用，由一港增量变多港增量，由一港

盈利变多港盈利，由一港高质量发展变多港
高质量发展。

“针对粮食、木材业务的开展，梁山港将
建设散改集和木材堆放场地，进行优质的配
套增值服务，从而实现煤炭及各类件杂货业
务的深度开发，提升资源配置能力，推动港产
城融合发展。”陈哲说。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引领港航物流新未来

梁山港拥有全国内河首家智慧中心，与
华为合作建设了智慧平台，利用互联网、物
联网、移动通信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智能手机移动端等技术，与港口行业传
统的生产调度、设备管理、安全环保、能源与
健康等深度融合，在整个园区运营、生产经
营、人员设备等方面，实现信息化、数字化、智
慧化，打造了山东省内河智慧港口系统的典
型示范。

今年5月份，梁山港“装船机远程自动化
联控技术研究”项目成功入选2024年山东
省第一批技术创新项目计划。目前，梁山港
智慧铁路信息化系统、远控装船机系统、智
能交互模型已成功投入使用，为智慧港口
的构建、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走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
绘就生态和谐新画卷

近年来，梁山港全面对标国家“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认真落实《山东省加快内河航
运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和济宁市委、市政府关于港口“绿色化、
智能化、标准化、现代化”建设要求，挖掘港口
绿色发展潜力，大力推广节能减排、减污降碳
先进技术。

梁山港建设了亚洲最大跨度的单体式钢
结构全封闭储煤棚和国家内河煤焦散改集中
心，可有效减少煤炭储存和转运过程中的扬
尘污染。在煤棚顶部分三期进行分布式光伏
发电建设，目前已安装7兆瓦的光伏发电系
统，年发电量达700万度，可减少碳排放4000
余吨。

今年以来，梁山港对港口非道路移动机
械进行迭代升级，将原有燃油车辆升级为新
能源车辆，在原有108辆LNG运输车、10艘
LNG船舶的基础上，新增电动集卡车20辆和
电动短倒车辆15辆。高标准建设了能耗监
控平台，运用智慧港航运营平台和数字化堆
场，实现了能源管理全面升级。

梁山港：

集疏港量创新高，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益”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王晴）近日，梁山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聚焦校车审批“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
跑”等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通过部门联动、数据共享，
不断精简审批材料、优化审批流程，打造“校车使用许可
一件事”，将校车使用许可办理由多部门、多流程整合为

“一件事一次办”，为校车使用许可改革按下“快进键”。
线上线下多端办理。改革前，申请人仅能通过线下

分别向行政审批部门、交运部门、教体部门、公安部门
提交申请。改革后，梁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建立
多部门联办方式，线下在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置“校车使
用许可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申请人只需在一个窗口
提交一套材料即可申请办理，综合受理窗口审核后将
申请材料同步发送至县教体局、县交运局、县交警大队
等部门征求意见，无需申请人多部门往返跑。线上梁
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在山东政务服务网、爱山东App
开设“校车许可一件事”专区，群众可直接进行线上申
请，审批部门同步对接教体、公安、交运部门，将原来的
串联模式改为并行推进，实现一网受理、协同办理、一
口反馈。

数据赋能高效办公。该局依托“山东通”数字机关
办事平台，上线“校车使用许可一件事”业务流转事项，
实现行政审批、公安、交运、教体等部门间申报材料线上
共享；在现场勘验环节嵌入电子印章，各部门现场勘验
之后，可通过“山东通”平台进行数字化公文传送，在申
请表单上加盖部门电子印章，利用电子印章高效便捷、
即审即签的特点，实现业务审批、流转、存档全流程无纸
化办公。

审管联动提升质效。各部门建立审管联动机制，借
助“山东通”数字平台，实现校车使用许可一件事申请材
料、审批进度、审批结果即时反馈，各部门对审批进度、
审批结果一目了然，审批流程及信息在系统永久保存，
监管部门可随时查阅、下载相关信息，实现了信息的快
速传递和处理，更加利于部门后续监管。

校车使用许可“一件事”自推出以来，申请材料由原
来的向4个部门分别提交4套材料压缩为向1个窗口提
交1套材料，群众和审批人员跑腿次数由原来的9次压
缩至0次，审批时限压缩近60%，极大提升了办事效能。

梁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校车使用许可
“一件事一次办”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张安琪）“同学们，上节课我们
一起学习了皮影戏中人偶的制作工艺，今天大家可以自
己动手，选择《水浒传》中喜欢的人偶形象进行制作。”近
日，在梁山县第三实验小学的社团活动中，非遗传承人
鲁明晓老师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皮影课，让学生们在学习
皮影艺术的过程中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梁山县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围绕当
地优秀水浒文化、红色文化、黄河文化和运河文化，联
动校内外教育资源，以课程渗透为核心，以特色活动为
抓手，以校园文化建设为依托，积极构建多元化、多渠
道、多维度的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模式，开设梅花拳、皮
影戏、剪纸、戏曲、山东快书、中医药等特色校本课程，
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里“活”起来，在青少年心中生
根发芽。

“作为梁山武术十大拳种门派之一的梁山梅花拳，
于2021年5月成功入选国务院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了让梁山梅花拳在青少年群
体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梁山行知学校通过基础教
育和武术特色教育相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梅花拳教
学课程，激发起学生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梁山梅
花拳第17代传承人、行知学校校长冯建武介绍。

梁山行知学校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每
周开设2节梅花拳课程，并制定了分层教学的目标和内
容。将梅花拳教学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机融合，在体育课
程中加强梅花拳的体能训练，在语文课程中引导学生撰
写学习梅花拳的感悟和故事，在美术课程中让学生描绘
梅花拳的招式之美，通过一系列课程的设置，让梁山梅
花拳等传统文化之花开满校园，不断增强学生们传承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梁山县还积极发挥家庭和社会的作用，利用社团活
动、第二课堂，常态化开展戏曲进校园、非遗进校园、廉
政文化进校园、传统家风进校园等主题活动，邀请非遗
传承人、文化名家、家长代表等深入校园进行现场展示
和互动体验教学，组织学生到尼山圣境、孔子博物馆、梁
山博物馆、水泊梁山风景区、春园家风家训馆、贾堌堆景
区陶艺馆、黄河记忆馆等研学基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研学实践活动，为传统文化教育增添新活力。

优秀传统文化
校园绽放光芒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王邦春 郭伟）“今天我
们企业收到县人社局发放的稳岗返还资金12.59
万元，非常感谢工作人员的全流程暖心服务，从
申请到发放不用企业跑腿，并且给予耐心指导、
帮扶办理，为人社部门的服务点赞。”中稀天马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高兴
地说。

为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助企攀登发展的
实效，梁山县人社局多措并举抓好各项惠企政策
落实落地。建立企业HR服务专员队伍，发布人
社政策清单、服务清单，将宣传政策、稳岗扩岗、
落实政策同步推进。累计发放各类就业人才资
金8865.47万元，惠及300余家企业。

建立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机制。成立63人
的HR服务专员队伍，对全县263家重点企业进
行包保，围绕稳定扩大就业、人才引育等中心工
作，面向全县各类经营主体持续开展送政策、送
服务、问需求、解难题活动。今年以来，累计通过
微信平台向企业推送人社政策等33期，深入企业
一线、主动上门服务452人次，有效帮助企业及
时了解并享受相关政策优惠，帮助企业解决用工
需求1671个，有针对性地举办“线上+线下”招聘
活动37场，提供就业岗位7000余个。

运用大数据，强化政策落实精准度。为落实
“政策找人（企业）”“免申即享”等要求，组织专人
定期将就业人才、社保、工商信息等数据进行筛
选比对，将筛选出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精准推
送政策信息。截至目前，已向1603家企业推送
政策信息6567条，通过电话“一对一”宣传推送
政策、就业岗位等5526人次。

建平台、强服务，引育人才，助企攀登。今
年7月，山东博通铝业有限公司获批省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博士后研究人员已进站工作。目前
梁山县建有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3家，引
进博士5名，有5项研究成果正在企业进行实
践转化。加强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按照“1131”服务要求，对离校未就业
毕业生提供1次政策宣传、1次就业指导、3次
岗位推介、1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目前
已服务1228人次，全力促进离校未就业毕业生
就业。

梁山县人社局

多措并举抓好
惠企政策落实落地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赵斌）今年以来，
梁山县税务局坚持以纳税人缴费人为中
心，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优化流程为重
点，着力推进场景式服务、办税缴费模式、
权益保护机制高效化建设，推动各项惠民
实事办成办好。

全面梳理企业开办、社保、不动产等
“一件事”办理环节，建立“一把手”对话、分
管领导协商、责任部门对接的沟通协调机
制，实现企业登记、税务信息确认、社保登
记、土地转让等业务流程“一厅联办”，为企
业开办、生产按下“快进键”。

工商登记与税务信息确认业务紧密衔

接，主动为700余户新办纳税人提供基础信
息确认、发票风险提醒、涉税事项告知等前
置服务，分类发放高频业务事项办理指南，
为新办经营主体提供精细化服务。

针对退税、注销、系统运维等复合型业
务，通过税费征管协同平台推送工单1243
条，实行痕迹化管理和常态化考核，畅通办
税服务厅、机关股室及税源管理分局之间
的业务流转渠道，实现纳税人“只跑一次”。

集中热线咨询和后台审批力量，建立
远程问办中心，通过电话指导、视频互动、
屏幕共享等方式，提供在线问办帮办、审批
进度查询等服务2.37万户次，一次性精准

解决纳税人咨询问题。
紧盯税情热点“风向标”，持续加大热

线“穿透式”分析力度，对纳税人进行精准
画像，迅速开展政策解读和宣传辅导工
作。结合纳税人缴费人咨询分布情况，累
计制作税费政策及业务操作热点讲解二维
码70余个，举办纳税人学堂8场次，精准推
送税费优惠政策5000余户。

扎实推进新时代“枫桥式”税务所建
设，建立5项特色矛盾化解制度，构建“三位
一体”“税务+N”“税杨红帆”多元共治调解
体系，创建“梁言山语”涉税争议调解亮点
工作法，打造税费争议化解新模式。

梁山县税务局 高效办成惠民实事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吕玉会）近年来，梁山县中医
院积极构建“医中有养、养中有医”新格局，不断提升医
养结合服务功能，努力打造新时代医养结合服务的“梁
山样板”，更好服务群众健康。

在康复医学科领域，梁山县中医院通过开展理疗、
按摩、针灸、刮痧、拔罐等一系列中医适宜技术，为慢性
病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深受群众欢迎。家住城汇
豪庭的患者陈某，右膝关节疼痛3月余，拄双拐行走，
通过熟人介绍来梁山县中医院就诊，被诊断为“鹅足
肌腱炎”，经过肌骨康复手法治疗、理疗、中医传统技
术等综合治疗，两个康复疗程后，患者膝关节疼痛缓
解，步态回归正常。康复医学科设施齐全，设有运动
治疗大厅、作业治疗室、物理治疗室、言语治疗室、中医
综合治疗室、智能康复室等，为患者提供了全面的康复
服务。

梁山县中医院发挥中医特色优势，融合现代康复训
练，提供中西合璧的康复技术服务，改善群众看病就医
体验，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近年来收
到了30多名患者送来的锦旗和感谢信，是对医务人员专
业精神和服务态度的肯定。

梁山县中医院

“医养结合”
护航群众健康

梁山县寿张集镇组织开展“医保政策赶大集”活动，进一步扩大基本医保参保覆盖面，保障全镇居民享有参加2025年
度基本医疗保险权益，提高居民对医保政策的知晓率和认可度，推进参保进度。 ■通讯员 王凤莲 王清龙 摄

“六抓六促”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