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2 2014年6月20日 星期五

编辑：李蕊 组版：李腾 校对：孟杰

今日邹城

重点

邹城“流动信访大厅”下基层开展一年，下访50余次

市市级级领领导导乘乘““大大篷篷车车””为为民民做做主主
本报邹城6月19日讯 (通

讯员 张长青) 几张桌子、几
把椅子，外加一辆中巴车，悬挂
一条“流动信访大厅”的条幅。
近日，邹城副市长孔庆建和信
访局、民政、国土资源等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来到大束镇黄庄
社区服务中心门前，摆摊接待
群众来访。当日，“流动信访大
厅”在黄庄社区接访6起案子，

“这是接待来访群众较少的一
次，我们最多一次接访过24
起。”邹城市信访局副局长刘绪
进说。

在信访中，一些群众存在
着信“上”不信“下”、信“大”不信

“小”的认识偏差。为解决这一
问题，2007年，邹城开始派市级
领导干部轮流到信访局接访。
但仍有一些群众反映诉求时认
不对门、找不对人。为方便群众
反映问题，2011年邹城建立信访
大厅，市级领导干部定期到信
访大厅接访群众。但有的离城
区较为偏远的村民到市里反映
问题不方便，难以得到有效及
时地解决，有的甚至错过了解
决的好时机成为了积案。

为解决这类问题，2013年7
月，邹城市开始探索实施集领
导挂帅、联合信访、协调指导、
政策咨询、法制宣传于一体的

“流动信访大厅”制度，每周根
据信访群众反应的热点、难点、
关注焦点的不同，由市级领导
干部带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走出信访大厅，乘“大篷车”
走进社区村头或工程指挥部、
重点建设项目建设一线等开
展巡回接访活动。每周二、四各
一次。邹城市委书记张胜明说：

“市级领导随‘大篷车’到村头

接访，可以让干部离群众近些、
近些、再近些，增强主动联系服
务群众意识。同时可以方便群
众在家门口反映遇到的问题，
及时妥善地把矛盾和问题解
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邹城自去年7月开展“流动
信访大厅”下基层活动以来，已
累计下访50余次，接待来访群
众263批共659人次，办结率达
到100%，很好地促进了社会稳
定。今年1—4月份，邹城接访案
例较去年同期下降40%，重访
率下降20%多。

便民服务
送上门

邹城市公安局石墙派出所开展便民服务进住户活动，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咨询、户口办
理、流动人口登记等作为重点，开展预约上门服务。民警优质便捷的服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图
为6月16日，民警上门为辖区群众办理身份证。

本报通讯员 宋广宇 胡世辉 摄

本报邹城6月19日讯 (通
讯员 王昌军 徐峰) 近日，
在邹城市石墙镇凡山小学，随
着“叮铃铃……”清脆的下课铃
声响起，孩子们从教室里蜂涌
而出，整个楼道里顿时充满了
欢乐。自从2011年凡山小学教
学楼启用以来，这样喜悦的情
景每天都在上演着。

凡山小学地处邹城市西南
丘陵山区，是所典型的山区小
学。原来的教学用房是上世纪
90年代普九时期建设的“水泥
椽子木头梁”瓦房。面积狭小，
多处漏雨，存在安全隐患。“我

校现在的教学楼全部采用框架
结构建设而成，结实耐用，美观
大方，建筑面积大，圆了全校师
生多年的‘安学梦’！”提起学校
建设投用没几年的教学楼，该
校负责人臧庆林高兴地说，凡
山小学的巨大变化只是该市校
安工程的一个缩影。

邹城市是个教育大市，全
市90%的中小学集中在农村地
区。这些学校的校舍普遍老化
严重，有的甚至存在安全隐患，
急需重新建设。为此，该市把中
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作为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的阳光工程、民心

工程和基础工程来抓，坚持每
年年初都下达《校舍改造工程
指令性计划》，列为年度为民办
好的十件实事之一和“3311”重
点工程。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
式筹措项目资金，逐步加大对
农村中小学的倾斜力度。将市
财政承担经济较好镇校安工程
建设资金比例，由原来的40%提
高到50%；将市财政承担经济薄
弱镇校安工程建设资金比例，
由原来的60%提高到80%。2009
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3 . 96亿
元，新建中小学校舍123处，维修
加固55处。其中，四分之三的项

目都安排在了农村中小学校。
为确保校舍安全工程扎实

推进，该市建立了由市政府领
导挂帅的工程指挥部，对重点
项目实施专项督导，严把勘察、
设计、施工关口，对工程质量实
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同时，简
化项目审批手续，减免行政性
收费，进一步降低工程成本、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每项校
舍安全工程项目都能按时保质
完成。使农村中小学校舍安全
工程真正成为“精品工程”、

“放心工程”和“民心工程”，助
更多农村学生实现“安学梦”。

邹城实施校安工程，五年投入3 . 96亿元，新建校舍123处

让农村娃都搬进放心教学楼

邹城构建“扫黄打非”监管网络
举报电话：5112318，全天24小时畅通

本报邹城6月19日讯 (通讯
员 周广磊) 去年以来，邹城
市大力加强“扫黄打非”基层组
织建设，努力构建市、镇、村“三
级”监管网络。

充分利用镇街文化站和村
(社区)文化大院、农家书屋等现
有设施，全市16个镇街全部成立
了“扫黄打非”领导小组，设立了

“扫黄打非”工作站，45个村(社
区)建成了联络站。今年，还将与
全市“提升100个村、社区文化大

院建设”相结合，建成100个村
(社区)联络站。在此基础上，每
个工作站和联络站都配备2至3
名专兼职监管协调员，全市监管
协调员已达140余人，真正做到
基层工作有人抓、有人管。

围绕社会反映强烈、群众
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完善报
告、巡查、信息和奖惩等监管制
度，重点监管网吧、歌舞娱乐、
出版物、营业性演出和广播电
视等市场，建立了巡查日志，发

现重大问题及时上报。对工作
不力、不依法履行职责，隐瞒、
包庇违法违规经营造成不良影
响的，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并组织执法人员和镇街监
管协调员赴兖州、曲阜、沂南、
滕州、任城和梁山等地考察学
习，提升执法人员和监管协调
员的业务水平。

各镇街分别组织监管协调
员开展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
培训业务骨干320余人次。这些

骨干力量，带动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扫黄打非”工作，群众防
范盗版侵权、抵制非法出版物
的自觉意识明显增强。全市聘
请60名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
等“五老”人员担任义务监督
员，颁发了监督证，实行亮证监
督，积极开展日常监督和定期
巡查。保持举报电话：5112318，
全天24小时畅通，随时受理群
众对出版物市场违法违规经营
行为的举报。

本报邹城6月19日讯 (特约记
者 胡恩姣 通讯员 张长青 )

今年以来，邹城市全力推进经济社
会转型，加速县域经济跨越崛起。一
季度该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97 . 31

亿元、增长10 . 1%；1至4月份，固定资
产投资80 . 4亿元，增长17 . 6%；地方
财政收入20 . 35亿元，增长8 . 4%。

以创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先导，全面实施工业经济升级版
三年行动计划，强力突破邹西大工
业板块，着力打造“五大园区”。以项
目建设为突破，积极推进太阳宏河
纸业纸电一体化、恒信30万吨焦油加
氢、诺博泰机器人智能系统等重点
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现代产业集群。

此外，该市还以壮大现代服务
业和文化旅游业规模作为促进县域
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积极发展商
务服务、市场营销、现代物流等生产
性服务业，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
攀升。

助推县域经济
发展加速度

“乡里乡亲”把
安全送上餐桌

本报邹城6月19日讯(见习记者
李慧) 邹城市田黄镇有个“乡里乡亲
有机蔬菜”基地，该基地冷链物流配送
体系，社区免费配送站，家门口的有机
蔬菜，把放心、安全送到千家万户。

大山里的几十亩土地，在邹城市
人社局和田黄镇政府的支持帮扶下，
李广辉用辛勤的汗水和对农业的执
着耕作着。有机精耕，生产过程无化
肥、无农药、无激素，遵循自然生物防
治病虫害。“乡里乡亲”有机蔬菜基
地，通过自有物流把当日新鲜蔬菜配
送到各个社区，让会员在第一时间能
够品尝到安全的放心食材。

20多个品种的有机蔬菜把“乡里
乡亲”的蔬菜配送车塞的满满当当，
由于有机蔬菜不使用农药不上化肥，
产量是市场上绿叶蔬菜的四分之一，
即使这样，多年从事畜牧兽药的他也
一直坚持把没有污染、安全、放心的
有机蔬菜栽种下去。

他们坚持生产基地24小时开放，
小到每一根萝卜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从种子来源到蔬菜采摘的每个环节
都可追溯，前来采摘的王女士说：“以
前我都从网上购买，真假难辨，乡里
乡亲的还给送到家，家门口的更放
心、更新鲜。”会员们周末会驾车来到
这里，看着蔬菜的成长，亲自感受采
摘的乐趣。

梁风亭位于邹城市崇义路4-7-9号
房屋的房产证丢失(产权证号：邹房
权证城区字第01013073)，声明作废。

邹城市益圣美商贸有限公司的通用
机打平推式发票(三联电脑版)发票
代码137081220043票号03994038、
03994040、03994039和发票领购簿丢
失，声明作废。

邹城市气象局王珍珍行政执法证丢
失，执法人员编号SD-H050740009
(C)，声明作废。

孙印洪位于邹城市北关文庙古塔小
区16号楼1单元102号房屋的房产证
丢失(产权证号：邹房权证城区字第
01021796号)，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Hc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