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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邹城

城事

邹城“第一书记”心系23万农户

打打口口112200米米深深水水井井解解决决吃吃水水难难

本报邹城8月14日讯(通讯员
蒋德军 黄欣欣 ) 都知道酒

后驾驶违法又危险，但还是有人
屡屡逆而行之。8月11日晚，邹城
市交警大队夜查酒驾违法行为，
拦停一辆交车后，驾驶员一看到
交警就闭门不出，副驾驶座的乘
客则拔了钥匙开溜，最终还是没
能逃避处罚。

8月11日晚上9时许，邹城市
交警大队五中队民警在濮家桥头
设卡检查，突然一辆自西向东行
驶的轿车试图掉头，无奈道路狭
窄没有成功，还在路中间熄了火，
导致后方交通堵塞。民警立即上
前检查，这时轿车副驾驶的车门
突然打开，里面冲出一个男子撒
腿就跑。

民警见状立即上前进行拦
截，被拦下后该男子不停挣扎，手
抓车钥匙不肯交给交警，还把要
是扔进了川流不息的车流之中。
随后，民警在道路中央找到了车
钥匙，驾驶人李某无奈之下只好
配合，接受了酒精测试，经检测，
李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22毫克
/100毫升，属于酒后驾驶。

随后，民警对李某两人进行
批评教育，最终李某因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000元、记
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

酒后驾驶遇交警

拔了钥匙就想溜

本报邹城8月14日讯(记者
黄广华 通讯员 徐雪峰 ) 退
房验房、收取租金、处理投诉、解
答政策……邹城市温田小区是
一个保障房小区，共有6名保障房
管理员，为这里的588户居民提供
着服务，解决居民生活中遇到的
难题。

近日，记者来到邹城市温田
小区，该小区管理办公室的负责
人胡莉莉一边在小区里巡查，一
边给承租对象一个个打电话。该
小区有800多户居民，虽然不大，
但巡查一圈下来，也得走上十几
里路。平时居民们遇上难事，一
个电话管理员们就要上门帮忙，

“咱干得就是这个活，我们的事
多了，居民们的麻烦就少了。”胡
莉莉笑着说。

温田小区居民葛士洪一家
原来住五楼，因家中有脑血栓病
人，向房管员张瑜提出了换房申
请，不到一周就从五楼调到了一
楼。“这儿的房管人员对我们真
是挺好，有时候我生病下不了
楼，他们就帮我买东西、做饭，还
经常照料我。”提起小区房管员，
雅居小区的郑瑞平老人也十分
感动。

由于保障房住户都是困难
群体，物业费及租金收取无疑是
后期管理中的难点之一。对此，
市房管局通过在社会上公开招
投标，选择资质高的物业公司来
管理，以优质的服务来赢得居民
认可。该小区里还设立了“爱心
超市”，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食用
油、大米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建
立维修服务、卫生保洁等够工作
制度，还成立各种服务团队，为
居民提供各种贴心服务。

保障房管理员

为居民解难题

本报邹城8月14日讯(记者
黄广华 通讯员 张长青

马瑞典) “第一书记”这个词，
听起来早已不再新鲜。但在邹
城市的街道社区和乡镇农村，
第一书记却已经成了村民们心
中的主心骨。打井、修路、建农
家书屋……他们用自己的脚步
丈量23万农户的困难和需求，
践行着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吃水不忘打井人，俺们真
得好好感谢张书记。”告别经常
断水的困境，家中自来水管里缓
缓流出的深井水，让田黄镇栗子
园村的村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栗子园村是邹城市田黄镇的一
个小山村，由于经济基础差，一
眼泉水曾是全村人唯一的水源。

“以前的泉水常年不断，但现在
就不行了，雨季倒还能凑合着吃
上水，旱季蹲在泉眼边等半天，
才勉强能刮一挑子水。”提起吃
水难，50多岁的村民李元成很难
忘记缺水的困窘。

邹城公路局派驻该村的
“第一书记”张虎了解这一情况
后，决心帮村民们解决吃水难
题。为了找水，张虎多次往返于
市、镇两级水利部门协调，终于
争取到10多万元资金，打了一

口120米的深水井，并铺设了近
200米的水网管道，还进行了水
塘扩容和机井配套建设，解决
了全村人畜饮水及200亩耕地、
100亩山林地的灌溉问题。

而邹城市委党校驻大束镇
时枣行村的“第一书记”王征，
则从刚驻村时就开始挨家挨户
摸民情，207户村民摸了一遍
后，又制定了网格化民情调度
制度。很快，村里的废水沟清理
了，方便接送孩子的路修通了，
还为村里建了农家书屋。“王书
记为俺们村办了这么多实事，
村里人都特别服，有事大喇叭

一喊，大家听了都响应。””该村
党支部书记时修虎对记者说。

去年，该村24岁的程奎从山
东农业大学毕业，回家想创业却
没有本钱、经验和人脉，一直郁
郁不得志。没想到王征很快主动
找到了他，带着一摞材料帮他分
析筹划，找门面、选地址，办理注
册，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还帮程
奎申请到20万元的无息创业贷
款。很快，程奎的鼎盛装饰公司
顺利开业，王征又多次帮程奎搭
桥引线、介绍客户，“我能有今
天，多亏王书记和驻村工作组的
帮助。”程奎说。

为进一步加强服务的标
准化和规范性，农行邹城市
支行各营业网点坚持每天晨
会进行服务礼仪演练，提升
员工的礼仪技能。

通讯员 张国强 摄

该市每年拿出地方财政
收入的5%鼓励民营经济发
展，帮助民企抵押担保、还旧
贷新，先后组建农户、商户和
中小企业三大信用联盟，实行
互联互保，降低融资成本。

对于下岗职工、退役军人、
大中专毕业生等“九类创业人
群”给予重点扶持，设立600万
元专项资金，对新报批成立的

微型企业，2年内免收可控性
行政收费，并先后推出“集合
贷”、“成长型过渡小企业贷
款”等特色金融产品和金融服
务30余项。2013年，该市累计
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超过
150亿元，2014年第一季度，发
放各类贷款余额93亿元，打破
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瓶颈”，
激活了民间资本活力。

全力突破民营经济发展，邹城———

““四四则则运运算算””激激活活民民营营经经济济

作为传统的资源型城市，
丰富的煤炭资源成就了邹城
经济的辉煌，但在客观上也造
成了“一煤独大”的单一经济
结构，阻碍了经济的科学、可
持续发展。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该市
首先从解除思想藩篱上“开
刀”，坚持“走出去”开拓眼界，
把思想解放作为入手破题之
举，推动各部门打开思想解放

的总阀门，支持鼓励能人办企
业、百姓创家业，营造了尊商、
亲商、重商、扶商、兴商的浓厚
氛围。另一方面，大力铲除政
策障碍，先后出台《关于进一
步鼓励全民创业加快民营经
济发展的意见》、《微型企业扶
持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优惠政
策，为民营经济发展松绑、铺
路，解除了民营经济发展障
碍。

产业集群是指产品的加
工深度和产业链的延伸，产
业集聚发展使企业在空间
范围内高度集中，利于降低
生产成本、交换成本，提高
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
效 益 ，实 现 产 业 发 展 的 乘
数、倍数效应。

近年来，邹城市通过制定
“一核四区”总体发展规划，以
创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先导，整合北宿、太平、唐
村、中心店四镇和邹城经济开
发区、工业园区两个省级开发
园区资源，打造了136平方公
里的邹西大工业板块，为产业
集聚集群发展，搭建了主阵
地。同时对民营企业实施提档
升级，拉长产业链条，以大企
业大项目为龙头，吸附上下游
企业集聚发展，形成民营经济
集聚发展效应。

为打破横亘在创业道
路 上 的“ 玻 璃 门 ”、“ 弹 簧
门 ”、“ 旋 转 门 ”等 各 种 障
碍、门槛，邹城市深化实施
简政放权，先后压减行政审
批事项、收费项目 1 3 5 项，
暂停、取消行政许可事项44
项，向园区和镇街下放审批
和收费项目66项。

对 于 1 8 个 部 门 、6 大
类、3个重点领域，该市集中
开展中介组织大清理活动，
全面规范了市场中介组织
的执业行为，坚持“非禁即
入”和“公平待遇”，取消中
小企业参与投标门槛，为民
营经济发展营造了宽松的
环境。

乘量——— —— 推动集群发展 除障——— —— 扫除发展阻碍

加能——— —— 分类鼎力扶持 减负——— —— 降低准入门槛

为激发民间资本活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近年来，邹城市把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大提升作为调结构、促
转型、提速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积极运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法，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县域经济科学发展展
试点方案》要求，全力突破民营经济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6月，该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7119户，同比增长320 . 31%，新注册资本(金)41 . 25亿元，
同比增长291 . 74%。受益于今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上半年民营经济(包括私营企
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增长强劲，登记户数、注册资本均创历史新高，分别达到7096户、38 . 79亿元，占到
各类新登记市场主体的99 . 68%、94 . 04%，显示出该市民营经济的强大活力。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胡恩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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