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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记者 亓玉飞 通讯员 赵淑真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今年以来，济南市钢城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不断优化场景集成服务，将分散在
多个部门、多个窗口的事项按链条进行优化
整合，实行“一套材料、一次告知、一表申请，
将“一事一流程”整合为“多事一流程”，线上
推动“一网通办”，线下实行“一窗受理”，提
供全流程、集成式服务，推动“一链办理”模
式发挥实效。

整合资源，简化流程。根据工作要求，梳
理事项清单，明确牵头单位，强化工作培训。
各相关单位骨干根据事项清单系统梳理“一
件事”主题服务事项，按照主题服务、场景设
置，全面编制办事指南。目前，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已梳理“我要开办营利性养老院”等48个
与群众和企业关系紧密的“一链办理”主题事

项办事指南，并印制“一窗受理·一链办理”一
件事主题服务指南在“一链办理”专窗展示。

线上线下，综合办理。线上，依托山东省政
务服务网建立“一链办理”专区，实现线上一揽
子办理。线下，在区政务服务大厅依托“一窗受
理”综合窗口设置“一链办理”专窗。推行“一次
性告知、一个窗口受理、一套材料流转”，确保
企业和群众“跑一次腿办成所有事”。

帮办代办，优化服务。充分发挥“钢好
办”政务管家作用，对“一链办理”主题事项
实行全程帮办代办，全程跟踪服务。特别是
对于重大项目、重要事项，主动靠上，提供

“一对一”管家式服务，力争用最短时间、最
快速度、最好服务，实现“审批最快、服务最
优、效率最高”。

下一步，钢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不断深
化“一链办理”改革，切实推动政务服务提质
增效，助力全区营商环境再优化。

钢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不断优化整合

“一链办理”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文/片 记者 亓玉飞
通讯员 傅玉娇

近日，济南市钢城区棋山国家森林
公园杨家楼村村民董淑梅格外忙碌。只
见她手里的针线不停地游走，一个小时
后，一件吉祥别致的醒狮小物件就做好
了。因为这个物件的寓意好，董淑梅的网
店接了不少订单，最远的订单来自广东、
贵州等地。

据了解，网上很多店铺都在卖董淑
梅做的这个醒狮小物件，为何这么受欢
迎呢？这还要从她的针绣技艺说起。

董淑梅是靳氏针绣的第四代传人。
靳氏针绣起源于清朝末年，至今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据《靳氏针绣》记载，靳氏针
绣创始人靳巧凤是清朝末年皇宫绣房的
绣徒，自创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心法技艺，
各种彩线全凭十个手指往来如飞，通过
挑、钩、拢、合等针法用来编织，织成大家
喜爱的作品。

董淑梅从小就对刺绣情有独钟。来
到婆家以后，她跟着婆婆学习针法，慢慢
熟能生巧，一般的小物件手到擒来，根本
难不倒她，最终成为靳氏针绣的第四代
传承人。

在学习祖传手艺的同时，董淑梅还不
断从网络中汲取自己需要的针绣知识，学
习他人的针法技法，渐渐地从小物件绣到
大物件，从照猫画虎到加入自己的灵感，
靳氏针绣在她的手里推陈出新。

针绣技法逐渐成熟的董淑梅，有了
借助互联网把针绣作品推广出去的想
法，不仅能让大家认识靳氏针绣，更能让
大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技艺传
承下去。从2011年开始，董淑梅开起了网
店，通过网络建立起了微信群、QQ群，靳
氏针绣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从事针绣多年，让董淑梅印象最深
的事，就是她给国外高档服装设计师专
门制作的作品。设计师想在自己的作品
上加入中国元素，通过网络联系上她，让
她设计服装装饰品，这让董淑梅兴奋不
已。通过沟通交流，终于为他们设计出了
满意的作品，并且在服装展示以后，设计

师给她传来几张服装照片。看到自己的
作品走出国门，向更多的人展示中国元
素，董淑梅倍感荣幸。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针绣作品
的需求不断更新，董淑梅根据大家的审
美，及时变化自己的针绣作品。现在，董
淑梅正在给济南竹马戏偶设计电动木偶
的外形，她感到压力的同时，也对针绣这
条路越走越有信心。

近几年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董
淑梅开始考虑如何用针绣带领当地村民
致富。于是，董淑梅开始线下教学，只要
想学针绣的，她来者不拒，目前已有郑王
庄村、里辛等十几个村的人过来学习，并
且已有20多人的固定团队，一起生产产
品，带动大家致富。

董淑梅的学生张艳告诉记者，学会
针绣以后，一个月大概能赚1400块钱，是
一笔不小的收入。

董淑梅还在莱芜职业技术学院、钢城
区老年大学、杨家楼小学开设公益课程，
为学生和老人传授针绣知识。董淑梅说，
希望通过自己授课，让年轻人认识传统文
化，了解针绣知识，让大家对中国传统优
秀文化重拾兴趣，传承下去。同时她也想
帮助更多村民增加收入，让大家的日子
越过越好。

通讯员 毕研哲 吴超

近日，走进莱芜区大王庄镇大下河
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盛开的樱花和红
绿相间的红叶石楠，欣赏着美丽的风景
前行一公里左右，越过一座高标准水库，
曲径通幽，豁然开朗；3000平方米的文化
广场上，牡丹、芍药、月季各不相同，争相
斗艳，青松、绿植点缀衬托。

2020年以来，大下河村以户户通和
人居环境提升工程为契机，全面提升村
内人居环境，打造美丽宜居幸福家园，助
力乡村振兴。

对香河二街和香河四街5处残垣断
壁进行彻底清理，打通断头路4条，新修
村内小路3条，累计修理水泥路13000平
方米；在村内五纵七横十二条主干道铺
设沥青7500平方米，改变“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的窘境。

在此基础上，通过党员带头，网格化
管理等方式，进行大手术、大决战，清理
房前屋后“四大堆”，改变村民“人居环境
整治就是打扫卫生的思想认识”。对主干
道进行统一设计，栽植绿化苗木，并安装
栅栏，累计栽植樱花500余棵，紫叶李300
余棵，芳藤球1000余棵，红叶石楠200余
棵，海棠600余棵，芳腾小苗近10000棵，
安装栅栏1200米，每一条道路各有特色，
并依靠香山河的地理优势，将顺河东街、
顺河西街铺设草坪3000平方米，打造小
型休闲广场一处。

如今的大下河村，风景秀丽，阡陌交
通，房屋坐落有序，真正做到了房前屋后
小花园，家家户户笑开颜。周围邻村也不
时有人前来拍照打卡，欣赏美景。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没有完成时，
只有进行时。大下河村党支部书记赵
茂忠表示，将继续立足于大下河村实
际情况，对村庄周边相对薄弱地区进
行攻坚整治，打造美丽宜居的和谐新
农村，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安
全感，努力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奋力前
行。

文/片 记者 亓玉飞
通讯员 李斌 亓国明

近年来，钢城区辛庄街道立足乡村振兴
的重大机遇，重点打造“生态文旅 花开辛
庄”农业品牌，发展“美丽产业”，重点建设乔
店七彩兰玫产业园、徐家店嬴菊精品园、精
品景松园等特色产业园区，逐步建成“玫、
兰、菊、松”特色产业基地。2021年，“美丽产
业”产值近亿元。

乔店七彩兰玫产业园位于辛庄街道乔
店村西南，总投资1000万元，占地150亩，包
括玫瑰产业园和兰花产业园。

玫瑰产业园位于辛庄河南岸，总投资
400万元，占地20余亩，主要建设1个智能
温室和6个冬暖式温室，总面积8100平方
米，可栽植玫瑰12万株，可实现年销售额
1000万元，安排劳动力50余人。兰花产业
园位于辛庄河北岸，总投资400万元，占地
100亩，主要分两期建设10个日光温室大
棚，总面积3万平方米，可栽种兰花40万
盆。自2010年以来，辛庄街道已成功举办
六届兰花博览会，扩大了街道花卉苗木基
地的品牌效应，促进了兰花产业与旅游产
业的互促发展，展现了辛庄街道名贵品种
兰花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成绩。目前，整
个兰花产业园可实现年销售额2200万元，
力争打造国内唯一的春兰样品园。

徐家店嬴菊精品园位于辛庄街道徐家
店村西，该项目由莱芜云谷实业有限公司、
金盘龙专业种植合作社投资建设，总投资
800万元，占地面积50亩，主要建设1 . 2万平

方米的智能化温室大棚和1200平方米的烘
干房。该项目从传统种植延伸到初级加工和
品牌营销，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前
已栽植嬴菊10万棵，可实现年产菊花200万
朵，产值1200万元，安排劳动力50余人。菊花
茶味甘、苦，性微寒，具有散风清热、解毒、平
肝明目、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该产业园生
产的富硒嬴菊茶已实现上市销售，受到广大
市民的追捧。

辛庄街道景松种植产业历史悠久，既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又让村民的“钱袋子”
鼓起来。为保障景松产业健康发展，辛庄街
道不断加强对景松产业种植发展秩序的标
准化管理，成立了辛庄街道景松协会，为景
松种植户提供技术、销售等方面的帮助。近
几年，辛庄街道景松产业逐步由松散型向精
品景松转型。因地制宜、合法合规发展景松
产业，不仅可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
民收入，还可以美化环境，提高人们的精神
生活水平。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辛庄街道
立足自身优势，紧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
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乡村振兴中走出
新路子，努力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
繁荣的美好愿景。

2021年，玫兰菊松“美丽产业”产值近亿元

繁花绿植点缀辛庄乡村振兴新画卷

不但传承传统文化，还带领村民增收

指尖“针”功夫 绣出美好愿景

莱芜区大王庄镇大下河村：

房前屋后小花园 人居环境大提升

针线在董淑梅的手里不停游走，一件吉

祥别致的醒狮小物件很快就做好了。

大下河村全面提升村内人居环境，打造

美丽宜居幸福家园。

钢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推动“一链办理”模式发挥实效。

近年来，辛庄街道重点发展“美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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