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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西岗

近日，在省委、省政府研究通
过的《山东省西部经济隆起带发
展规划》中，西岗镇以经济强镇入
围西部经济隆起带发展规划，这
为西岗的发展带来新的政策支持
和发展机遇。

近年来，西岗镇围绕“一城一
园一港”发展战略，今年上半年，
西岗镇各项经济指标全部实现

“双过半”，实现生产总值 3 8 . 6亿
元，完成地方财政收入2 . 7亿元，保
持了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势头。
该镇坚持以工业为支撑，规划建
设了9 . 2平方公里的工业园，着力
培育煤化工产业集群，拉长产业
链条，入园规模企业发展到 3 0余
家，韩国SK、山东能源等世界500

强和国内500强企业先后落户，盛
隆、盛源等一大批骨干龙头企业
迅速崛起，成为全省重要的煤化
工产业聚集区；该镇还全面提升
小城镇的规模品位，推进投资 2 1

亿元的镇驻地中心城社区建设，
全面提升了路、水、电、气、污水处
理、垃圾处理六大基础设施；依托
产业和区位优势，发展临港物流
业，规划了1 . 5平方公里投资7 . 5亿
元、年吞吐量1200万吨的临港物流
园区，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

(孟凡坤 李家伟)

西岗镇纳入山东省
西部经济隆起带发展规划

近日，西岗镇投资1000万
元建设的便民服务中心进入工
程收尾阶段，即将投入使用，为
进一步向群众提供高效、优质
的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该镇按照“一个中心对

外，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结”
的服务理念，全力打造便民服
务中心。在服务中心内，集中
设立规划、建设、综治、民政、
户政、新居民等 1 6个服务窗
口，并全部实现网络化办公；

依托便民服务中心，投资600

万元建设了视频网络监控中
心，在镇驻地、镇村主干道路、
边界路口安装高清探头 1 4 9

个、电子警察及电子卡口5处，
打造“环城、环镇”两道电子防

线，对全镇企事业单位、主要
路段、72个村居的700余个电子
监控探头全部联网，并同市公
安局联网共享，实现图像资源
信息的实时监控。

(孟凡坤 范明)

便便民民服服务务中中心心即即将将启启用用

西岗镇结合工作实际和

村域特点，以人民群众的健康

需求为出发点，坚持“分级负

责、部门协调、全民参与、科学

治理”的指导原则，建立健全

了试点村的卫生服务和健康

保障体系，全力以赴争创高标

准“健康教育村”。

此次健康教育村创建工

作以该镇清泉寺、栾庄村为试

点，全面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

治活动，彻底改善农村环境卫

生质量。围绕两村特点，在运

动广场上，增设标示、健康教

育宣传栏和健身器材，设立健

康环形走道，为居民科学合理

的健身提供必要设施；在村中

心街道两侧设立健康教育宣

传栏、健康教育宣传墙面，村

中心街悬挂健康教育宣传横

幅，多种方式营造创建氛围；

以村卫生室和村委会为依托，

设立健康教育活动室和健康

教育书屋，以此作为组织村民

举办健康教育知识集中宣传、

观看健康知识音像制品、阅读

健康报刊的主要场所；按户发

放健康教育宣传挂袋、宣传手

册、米尺、限油壶、限盐勺、体

重指数转盘、膳食宝塔等物

品，引导村民树立健康观念和

健康意识，提高健康素养，养

成健康行为，倡导和谐、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教

育村创建水平。
(卓德明 黄莉)

西西岗岗镇镇创创建建““健健康康教教育育村村””效效果果显显著著

三秋生产来临之际，西岗

镇中心小学积极落实上级精

神，认真做好师生三秋防火的

宣传和教育工作，创新举措，为

三秋生产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学校成立领导小组，及时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三秋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强化

宣传氛围，利用校园广播、横

幅、橱窗、班会课等形式大力宣

传防火重要性，使师生们深刻

认识到三秋防火，人人有责；开

展“小手拉大手”活动，通过发

放致家长一封信，让学生与父

母 签 订“ 禁 烧 玉 米 秸 秆 承 诺

书”，达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

一个家庭，影响一个村庄”的效

果。
(通讯员 李本华 摄影

孙崇文)

““小小手手拉拉大大手手””促促进进秸秸秆秆禁禁烧烧

新居民服务

管理迈向精细化

今年以来，西岗镇不断整合资
源、健全机制、条块联动，有力推进
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向责任化、网
格化方向发展，服务管理的精细化
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做到了管理的
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实。

划分责任网格，优化信息登记
工作。该镇以开展“网格化管理、组
团式服务”活动为抓手，按照便于管
理、全面覆盖的工作原则和要求，科
学合理划分责任网格。针对全镇新
居民集聚和居住状态的实际情况，
重点突出以户管人、以房管人、以业
管人工作中心，以常住人口与新居
民人数相结合的方式合理划分网
格，目前，全镇共划定新居民专属网
格14个，成立了新居民管理所、派出
所、司法所、计生办4支协调互动队
伍，同时配备了86名专职新居民协
管员开展新居民信息登记工作，形
成了地域清晰、覆盖全面、归属明
确、责任到位的新居民服务管理网
格。

利用信息资源，消除信息登记
盲区。针对人户不一致、信息登记不
全面等诸多问题，该镇坚持“上下、
左右”联动，充分利用和依托全省流
动人口登记管理信息平台，建立派
出所与村(居)互动机制，由派出所
专人负责汇总每周将要过期和已经
过期的新居民登记信息，通报给新
居民居住的村(居)，做到信息互通、
优势互补，不断提高管理服务的实
际效能。

落实考核机制，提高登记管理
水平。该镇成立了由辖区民警、新居
民服务管理所工作人员组成的抽查
考核小组，每月两次对各责任区域
例行检查，重点加强对镇中心、柴里
煤矿、蒋庄煤矿三大商业圈沿街店
面、娱乐餐饮等薄弱环节检查力度，
将检查情况反馈给所在村(居)和所
在网格的新居民协管员，督促其尽
快落实整改；对上门登记难度大的
单位和个人由辖区民警配合村(居)

进行联合排查。通过落实以上措施，
不但准确地掌握了辖区新居民第一
手资料，而且有力推动了全镇新居
民服务管理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卓德明 张 静)

三秋来临，西岗镇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奖惩
机制，立足实际抓安全、重防火、保丰收，精心组
织，层层落实责任，环环细化措施。镇、办事处、村
居三级分别成立三秋安全生产禁烧指挥部，有力
推进三秋生产顺利开展。

(梁颖 卓德明)

西西岗岗镇镇
精精心心组组织织三三秋秋生生产产

学生
和家长共
同 学 习

《一封信》

西西岗岗镇镇浓浓墨墨重重彩彩绘绘民民生生
孩童们戏耍嬉笑在绿色草

坪，老人们下棋打拳在清凉的树
荫，快节奏的上班族穿梭在熙攘
的人群中，农家书屋的书香，河
岸树丛里的鸟语，社区里宣传墙
上的趣味文明宣传画，大气雅致
的欧式建筑，笔直流畅的网化道
路，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西
岗——— 这个鲁南小镇弥散着浓
郁的城市文明气息……

该镇以社区建设为抓手，加
快城镇扩容提质。重点推进了总
投资21亿元的中心城社区———
香舍里花园建设，建筑面积达到
80万平方米，建成和在建多层住
宅楼127栋，完成了投资1 . 6亿元
的“清泉嘉苑”社区建设，坚持同

步建设、同步配套，水、电、气、
路、绿化、商业、社区服务中心等
一步到位，真正让农民过上了和
城镇居民一样的优质生活。

镇财政投资1 . 2亿元，用于道
路、供水、环卫、污水处理“四个
基础设施一体化”：新修了北环、
东环、镇驻地“一纵一横”等12条
65公里主干道路，拉开了城镇
“四纵六横一环”的路网框架，全
镇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240公里；
为城镇和25个村居、13所中小学
率先接通了城市大管网自来水，
3万农民和师生吃上了干净卫生
的城市自来水，今年还将完成14

个村居的城市自来水并网工程，
两年内可实现村村通城市自来

水；把环卫一体化作为生态文明
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坚持“先
治理、后规范、边运行、边完善”，
投资600万元，在全镇规划建设了
3处垃圾压缩中转站，选聘保洁
员492人，实现了镇村生活垃圾的

“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处
理”，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全域环
卫一体化；采取BOT方式投资
8800万元，建设了污水处理厂，镇
财政投资1440万元铺设了12公里
排污管道，三年内将完成投资
2520万元的21公里管网铺设，实
现镇村和园区生产生活污水的
集中处理。

以文明幸福村创建为抓手，
加快村居环境改善。累计投资近

5000万元，62个村居创建为文明
幸福村，占村居总数的86%。全镇
90%以上的村居实现了户户通硬
化路。同时，建设沼气和太阳能
村27个，72个村居办公场所全部
升级改造，群众的居住环境和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

大力实施城镇绿化、成片造
林、村庄绿化、道路绿化“四大工
程”，近两年来镇财政投入绿化
资金3000余万元，新建成片林
6000亩，补植农田林网8000亩，完
善道路绿化60公里，全镇绿化覆
盖率达到39 . 5%，城镇绿化覆盖
率达到44%，初步构建了“让森林
走进城镇、让城镇拥抱森林”的
良好格局。 (张 静 卓德明)

““抱抱团团式式””发发展展养养殖殖业业助助民民增增收收

在西岗镇大王庄居一户
“家庭农场”养殖区里，一排排
整齐的牛舍，一头头肥牛正悠
闲地吃着青草饲料。养殖场场
长老王指着一头头即将出栏的
肉牛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们创
办的“家庭农场”主要把过去零
散养殖户合并到一起，开展“抱
团”养殖，在产品经营上实行统
一包装、统一销售、互惠共赢。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西岗
镇高度重视特色效益农业发
展，不断创新产业模式，探索出
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场模
式。该模式由农户自愿申请，山
东莱州科技有限公司对养殖户
资格进行审查，提供仔牛、技术
培训、商品牛收购。这一模式不
仅实现了肉牛的集约化、规模
化饲养，还解决了大型牛场缺

乏劳动力和草料难题，充分利
用农户持有土地资源，提升肉
牛养殖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
促进了养牛户增收致富。目前，
西岗镇已发展肉牛家庭农场20

个，养殖肉牛1700余头，农户户
均增收约8万元。

为有效扶持“家庭农场”健
康持续发展，西岗镇积极做好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完善服务

举措，着力推动“家庭农场”增
收致富。在经营管理上，全部实
行统一设计、统一防疫、统一饲
料、统一引种、统一技术服务，
同时，积极为“家庭农场”农产
品生产、加工、营销一体化、为
产业化规模经营搭建发展平
台，力促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
经济优势转化。

(梁颖 孙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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