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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牢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商河县在全市第二季度安全生产考评中获得第一名

2023年8月7日 星期一E04 城事 今日商河

通讯员 于淑红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激发
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干
事创业热情，服务推动县域经济
形成“党建引领、商会搭台、行业
携手、民企闯干”的良好局面，7
月27日，商河县隆重举行印刷包
装产业发展暨印包行业商会
2023年会员代表大会，16家商协
会会长、110余位企业家齐聚商
河，共话合作发展，为“商河制
造”插上“五彩腾飞”的翅膀。

坐拥全省最大的印刷包装产
业园，2022年是商河县印刷包装
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
碑式深远意义的一年。2022年7月
8日，全市首家印刷包装产业链党
委——— 中共商河县印刷包装产业
链委员会暨商河县印刷包装行业
商会双成立。坚持党建领航，创建
了党建文化与传统文化、印刷包
装产业文化深度融合的“四色党
建”品牌，搭建“1+3+X”开放式组

织体系，以组织链串起产业链，有
效实现党建工作与产业链发展互
促共建、融合发展。

围绕“打造省内最大最优印
刷包装产业基地”为目标，商会
先后到广州、深圳等地及浪潮集
团、金沙河集团等知名企业考察
学习先进管理理念、拓展业务合
作，与浪潮互联网科技、中包纸
委会等建立战略合作，引进乐胶
网CPI智能可视化操控设备改
造升级，成为科技赋能“传统制
造”的行业典范。在第三届“影响
济南”名牌企业暨首届十佳商协
会评选中收获十佳商会网上投
票第五名的好成绩。

近年来，商河县印刷包装企
业数量从3家迅速发展到50余
家，产业园区现已扩容至750余
亩。2022年行业总产值突破20亿
元，中硼硅药用安瓿瓶占比全国
市场40%；承相印刷种子包装占
比全国市场70%；叶华包装顺丰
包裹箱占比全省市场90%；白鹤
塑料年产一次性手套近2 0亿
只……

优化基层组织设置
夯实社会治理体系

抓紧镇级核心层面。发挥镇
党委总揽全局作用，构建上下贯
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近年
来，先后成立商河县丰龙仓优质
粮产业化联合党委，聚力打造

“好品龙桑”乡村共富党建联盟，
促进社会治理各方面协同发展。

抓实村级关键层面。全面推
广刘集村“五心五民”党建工作
法和“三委三会三治”乡村治理
模式，坚持村民的事自己商量自
己办，实现“三会同德”，坚持党
建为核，自治组织为基、法治保
障为本、德治教化为先，形成“三
治同向”的善治体系。

抓牢网格重点层面。坚持多
网合一，规范优化网格设置，精
准科学划分100个网格，其中基
础网格94个，专属网格6个，搭建
起“1+10”党员联系户机制，全面
构建“村党组织-网格（村民小
组）党支部-党员联系户”组织架
构，将林田路井、河流沟壑等纳
入网格管理范畴，夯实网格基础
治理单元村级组织体系。

优配人员队伍力量
夯实基层服务根基

内外结合优储备。对内选优
配强村党组织书记及“两委”班
子，严格落实村党组织书记县级
备案和星级化管理制度，选配
100名网格员，健全网格员成长
激励机制，明晰网格员发挥宣传
员、信息员、协管员、矛调员、服
务员职责。对外加大退役军人、

外出务工经商人员、高校毕业生
等人才回引力度，用好第一书记
包联力量，提升村级管理水平。

干训结合提能力。组织开展
村党组织书记履职评估、乡村振
兴大比武、第一书记观摩等活
动。组织实施“头雁领航工程”，
依托镇党校、“头雁论坛”“书记
夜校”等平台，鼓励镇村干部、村
党组织书记、第一书记比学赶
超，提升综合素养。

奖惩结合鼓干劲。修订完善
村级干部绩效考核办法，严格落
实村干部请销假、坐班值班等基
本制度，加强村干部队伍管理，
严格落实“双星双评三挂钩”机
制，将村党组织星级评定、村党
组织书记履职评估结果与村党
组织书记待遇相挂钩，着力破解

“干多干少一个样”难题。

优置基层办理事项
夯实社会治理成效

责任清单化，规范基层权力运
行。按照权力清单化、流程图表化、
监督闭环化要求，构建村级小微权
力清单、权力运行流程图、权力运
行监督闭环，镇级统筹制定村级小
微权力共性清单及流程图，帮助村
级厘清权力边界，实现“小微权力
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

议事机制化，确保基层权益
保障。全面强化“有事好商量”协
商议事机制，健全完善镇村协商
议事目录，依托党代表工作室、
公共法律服务室、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等议事平台，上半年扎实开
展协商议事活动23次，让村民从
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和受益者。

服务网格化，提升基层管理
质效。“线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网格服务站，上半年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343次，志愿者累
计参与时长2673小时；“线上”依
托网格管理工作平台办理各类
民生实事3000余件，上半年平安
E通、泉城办、爱山东网格考评工
作每周通报均列各街镇第一名。

通讯员 张鸣

近日，济南市安委会印发《济
南市2023年第二季度安全生产考
评报告》，商河县在全市15个区县

（功能区）中获得第一名。
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安

全生产责任体系。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安全

生产工作，多次召开县委常委会
议、县政府常务会议和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安全生产工
作，明确全县各级党委、政府以及
有关部门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职
责，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强化工作举措，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专项治理。

一是安全生产“审计式”监督
检查服务工作成效明显。以“扩
面、提质、增效”为着力点，以责任
制落实为抓手，以风险点辨识、控
制为核心，以隐患排查、动态治理
和持续提升为常态化手段，推动
安全生产“审计式”监督检查服务
工作取得实效。

二是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

整治2023行动走深走实。突出重
点行业领域，兼顾新业态新领域，
聚焦可能导致群死群伤的设施设
备故障、非法违规行为、安全管理
缺陷等重大事故隐患，督促生产
经营单位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
展起底式隐患排查，摸清重大事
故隐患底数，建立隐患台账，切实
抓好整改。

三是融合推动安全生产隐患
大排查大整改、安全生产专项检
查、有限空间摸底排查行动等重
点工作，深入查找风险隐患、严格
落实防控措施，推动企业本质安
全水平有效提升。

丰富形式内容，全面开展安
全生产宣传教育。

结合“安全生产月”、安全生
产宣传教育“五进”、“5·12”全国防
灾减灾日、“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
应急”宣讲比赛、防溺水专题教
育、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多渠道
传播、多形态宣传安全生产工作，
让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安全生产
工作中来，推动形成“学安全、懂
安全、讲安全”的良好氛围。

完善体制机制，应急管理工
作水平全面跃升。

一是明确高质量标准，积极
推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截至目
前，12个镇（街道）已完成综合预
案编制工作。

二是整合各方力量，打造“1+
13+N”应急救援体系。截至目前，
全县共组建覆盖交通运输、油气
管道、供电等重点行业专业应急
救援队伍14支、镇街应急救援队
伍12支、部门应急救援队伍11支、
社会应急救援队伍3支、重点企业
应急救援队伍92支及应急救援抢
险队伍35支，建成许商街道、玉皇
庙镇、郑路镇等9处应急联防站。

三是立足实战导向，组织开
展各类应急演练活动。今年以来，
商河县已完成防汛会商决策、地
下车库应急防汛、地下超市应急
防汛等8项防汛演练科目；按计划
开展县级应急演练8次，演练人员
及观摩人员共计1080余人；开展
其他各类演练657次，演练及观摩
人员共计27310余人，群众应急防
范意识和处置能力显著增强。

商河打造省内最大最优
印刷包装产业基地

创新“三优三实”工作机制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成效
龙桑寺镇：用“小网格”撬动基层治理“大跃升”

通讯员 张婧

今年以来，郑路镇紧紧围绕
县委“1346”发展思路，紧密结合
全镇“2335”工作思路，以打造

“乡村振兴示范镇”为目标，实施
“1+1+4”全域乡村振兴行动，做
实“绳网加工、珍珠红西瓜、大棚
蔬菜、非遗笤帚”四个产业，探索
村企合作、产城融合、支部矩阵
路径，增加村集体收入，助力乡
村振兴。

坚持“1”个党委掌舵。坚持
镇党委在抓乡村振兴工作中的
主导作用，围绕绳网、西瓜、蔬
菜、笤帚等产业基础持续发力，
结合土地、厂房、项目等资源提
升载体，招引经营主体与村集体
有效衔接，实现乡村振兴和村集
体增收互融互促。

突出“1”张规划领航。在县
委、县政府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
下，聘请山东建勘设计院编制

《商河县郑路镇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规划》，明确“四大产业”发展
架构，即：北部规划建设济南新
材料智造产业园，打造20亿绳网
加工产业集群；南部整合笤帚加
工，建设过亿元非遗产业基地；
西部推进珍珠红西瓜产业增容
扩效，增强文旅休闲品牌效应；
东部以黄岭村丰盛现代农业产
业园为支点，引领展家大棚蔬菜
形成集“仓储物流+深加工+电
商”高效发展模式。

明晰“4”个发展路径。北部
发展绳网加工产业。全镇现有
绳网企业30家，其中规上企业2
家，年产量4万吨，年产值4 . 1亿
元。在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

下，郑路镇高起点布局总面积
600亩、一期占地313亩的济南
新材料智造产业园，目前已完
成园区审批、规划编制和项目
实施，已与6家绳网加工企业达
成入园意向。

南部发展非遗笤帚产业。全
镇现有笤帚加工作坊160家，从
业人员1200余人，年产量2100万
件，年产值1 . 2亿元。计划由村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把分散的加工
户组织起来，统一采购原料、统
一组织生产、统一品牌销售，面
向精品化、大众化两类市场研发
产品，增强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
力。

西部发展珍珠红西瓜产业。
全镇现有珍珠红西瓜种植大棚
910个，年产西瓜900多万斤，销
售收入1 . 4亿元。郑路镇以路家
村为中心打造2000亩珍珠红西
瓜核心种植区，鼓励周边村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到路家村承包大
棚发展“飞地经济”；计划整合15
家村级党组织、1家行业协会、6
家合作社、89家农户，统一购苗、
种植、管理、销售。

东部发展大棚蔬菜产业。全
镇现有蔬菜大棚1 . 2万余个，年
产蔬菜30万吨，覆盖23个行政
村，拥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
志产品53个，正在建设总投资
800万元、占地120亩的2个财政
资金扶持项目。郑路镇以黄岭村
为中心巩固提升大棚蔬菜产业；
通过平台融资、项目运作，打造
蔬菜产销、仓储物流、电子商务、
精品民宿、农事体验为一体的产
城融合示范片区。

郑路镇实施“1+1+4”
加快推进全域乡村振兴

7月14日，龙桑寺镇组织开展“第一书记”交流观摩活动。

通讯员 陈兆晖

今年以来，龙桑寺镇以全
县“改革创新年”活动为契机，
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三优三实”网格化管理工
作机制，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
理成效，用“小网格”撬动基层
治理“大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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