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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兴讯（通讯员 曹梦琦 报
道）近年来，博兴县因地制宜，通过

“以渔改碱”治理盐碱地，大力发展特
色优质高效渔业。博兴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推出水产
养殖产业融合服务，闯出一条以无公
害对虾为水产养殖优势主导品种的
乡村振兴特色渔业发展之路。

服务部门协同。该局下放审批
权限，县、镇两级设水产养殖“一站
式”融合服务专窗，市场主体登记、水
域滩涂养殖证、水产苗种生产经营许
可证等实现集成化办理。

产业政策升级。博兴县通过产
业政策正向引导，连续举办“中国博
兴对虾节”，实施渔业绿色循环发展
项目工程，打造黄家万亩南美白对虾
高效养殖示范区，形成以南美白对虾
为主，美国加州鲈鱼、澳洲龙虾等特
色品种共同发展的养殖格局，进一步
规范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品质。

技术指导到位。该局联合县农
业农村局，及时为合规养殖户和企业

精准提供水产养殖技术指导，举办现
代渔业高效健康养殖技术培训班，开
展水产养殖规范用药科普宣传下乡
活动；聘请山东省淡水渔业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专家到乔庄镇渔业
养殖一线与养殖户直接对接，现场调
研解决疫病防控、水质监测、科学养
殖等实际问题。

金融保险联动。该局联合银行
等相关金融机构，以水产养殖政务数
据为基础，及时为产业提供保险保障，
合理开展惠农贷款金融服务。人寿财
险博兴支公司全省首创并独家承保的
南美白对虾养殖综合气象指数保险，
被省财政厅作为财政金融融合支持乡
村振兴典型案例在全省推广，截至5月
份，共为1847个养殖户提供风险保障 
1.15亿元，实现了连片3.3万平方米以
上虾池应保尽保。博兴农商银行联合
鲁农担保公司、县委组织部、县农业农
村局、县财政局，推出“鲁担惠农兴博
共富贷”，破解特色产业融资难融资慢
的难题。

博兴落实四项举措
护航优质高效渔业发展

本报惠民讯（通讯员 桑蒙 报道）
连日来，在惠民县皂户李镇王家联村
火把李自然村里，一处现代化婚宴大
厅正在加紧施工建设中。“传统婚礼既
操心又费时费力，费用还高，现在我们
村自己建设婚宴大厅，以后年轻人的
婚礼就在村里办，不仅能为村民节省
开支、减轻压力，还有利于遏制大操大
办、攀比浪费的不良风气。”王家联村
火把李自然村党支部书记刘华说。

今年以来，皂户李镇以节俭办事
为抓手，深化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
风，通过加快建设村级婚宴大厅，为

当地群众提供一个举办婚礼及各类
庆典活动的场所，减轻村民心理和经
济负担，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咱
婚宴大厅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最
多可同时容纳 200 余人。在大厅建
成投用后，我们将充分发挥村红白理
事会的作用，组建村民志愿服务队，
免费向村民提供迎接宾客、布置场
地、宴会帮厨等服务，在满足群众办
事需求的同时，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移
风易俗。”王家联村党群服务中心党
支部书记刘军说。

该镇将持续做好移风易俗宣传
工作，通过村规民约、积分制、道德评
议会、红白理事会等多种举措，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让文明新风吹遍千家
万户。

火把李村建设婚宴大厅，倡树婚礼新风尚

推动移风易俗走深走实

本报惠民讯（通讯员 报道）今年
以来，惠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聚焦企
业和群众所需所盼，围绕“高效办成
一件事”合力攻坚，不断擦亮“滨周
到·惠办事”服务品牌，努力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

“并联办”保障项目“盘牢根基”。
广泛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十证联发”，
审批时间减少 20 个工作日，审批效
率提升 60%。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多
公告（公示）合一，涉及的公告由 7 个
变为 3 个，公告时间由 55 天压缩至

24 天。设立高端铝产业园区审批服
务站，靠前服务项目。开展联合评
审，帮助亨旺特导高端铝合金电线电
缆项目，通过多审合一方式获取项目
环评和能评等批复手续，助力项目快
落地、早投产。

“标准办”促进主体“活力迸发”。
持续推进“一窗受理·独任审批”“县
镇一体·全域通办”经营主体登记模
式，配套开设网上办事区，12 名“红
马甲”工作人员轮岗为企业和群众提
供“一对一”全流程经营主体登记注
册帮办代办服务。在全市率先编制

《惠民县经营主体登记注册审查通
则》，统一规范全县各类经营主体的
审查标准，实现一套标准贯穿全域。
今 年 以 来 ，全 县 新 登 记 经 营 主 体
5505 户，上半年经营主体总量首次
突破6万大关。

“集成办”畅通服务“串珠成链”。
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全县1554件事
项已进厅办理，进驻率达99.74%，4项
事项纳入负面清单动态管理，网上可
办率达100%，全程网办率达93.81%。
梳理“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清单，编
制“高效办成一件事”标准化服务手

册，成立100余人的“一件事”工作团
队，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活动，线上
线下稳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成”。

“就近办”激活政务“末梢神经”。
设置李庄、皂户李、姜楼 3 处审批分
中心，辐射周边 6 个镇街，方便 24 万
余名群众就近办事，打造“就近可办、
多点能办、少跑快办”的县镇两级政
务服务新模式。皂户李审批分中心
植物检疫实现“全链条”服务，独立发
放植物检疫证62份，7月份代表全市
成功迎接省政府办公厅现场调研活
动，审批分中心模式获得肯定。

“四办”模式助力建设项目快落地早投产

本报沾化讯（通讯员 贾海宁 林源 
报道）近日，在沾化区大高镇玉华果
蔬进出口有限公司院内，工人们紧张
有序地整理包装好的冬枣。颗粒饱
满、色泽明亮的沾化冬枣即将运往加
拿大，预计50天后抵达。

“这一批冬枣整理好后，马上让
工人们装到集装箱里，接着就要发
出去。”玉华果蔬进出口有限公司总
经理牟新安对工作人员说。据介
绍，满载新鲜冬枣的货车从该公司
院内开出前往山东港口青岛港，2 万
公斤沾化冬枣即将登上驶向国外的
货轮。

目前，玉华果蔬进出口有限公
司已经获得 2000 吨的海外冬枣订
单，可实现出口 6000 万元。“今年的
冬枣质量非常好，国外客户需求量不
断增加，这两天还有很多客户在追加

订单。截至目前，我们的冬枣已经累
计出口至 17 个国家，‘沾化冬枣’的
国际品牌知名度越来越高。”说起沾
化冬枣出口国际市场，牟新安信心满
满。

作为沾化冬枣的主产区之一，大
高镇以抓好冬枣种植、冬枣销售 2 条
主线为目标，平均年产量约 3 万吨，
销售额达 2 亿元。虽然数字可观，但
多年来销路单一，销售瓶颈无法突
破，群众收入渐渐满足不了日益增长
的物质需求。镇党委、政府多次组织
外出考察后研究决定，将玉华果蔬进
出口有限公司作为大高镇冬枣出口
试点企业，开展对点对、一对一的扶
持建设，并积极寻求滨州海关等有关
部门单位的帮助，蹚出一条冬枣出口
的新路径。

为保证沾化冬枣顺利出口海外，

滨州海关对玉华果蔬冬枣种植园及
其包装厂建设进行大力帮扶，组织专
门工作人员向企业逐条解读出口各
个国家所要求的鲜枣出口植物检疫
要求和注意事项，对国外关注的检疫
性有害生物监测、农用化学品投入情
况等 200 余项指标进行重点监控，指
导枣园完善全链条溯源体系和包装
厂改造升级，督促企业从源头规范生
产经营，并为企业颁发植物检疫合格
证书，从而拿到冬枣出口的“门票”。
正是得益于滨州海关等部门的精准
指导，大高镇的海外冬枣出口生意越
来越红火。

“我们积极帮助企业扩大冬枣出
口业务，建立起了枣园全链条溯源体
系，协助玉华果蔬进出口公司升级改
造包装车间，全部达到检疫要求，‘沾
化冬枣’这块金字招牌在国外有了越

来越高的知名度。”大高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张学谦说。

唯有冬枣的品质有了保证，出口
订单才会源源不断。近年来，沾化区
注重抓好冬枣品质的提升，积极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以党建为引领，大力
实施“双增双提”工程。大高镇紧跟
全区高质量发展步伐，建设灰堆刘村
等 3 处冬枣出口基地，按照“支部领
办合作社+农户+企业”的模式实行
统一管理，有力地提升了冬枣品质和
国际市场竞争力。

“出口，让沾化冬枣在国际市场
占有一席之地，也进一步提高了沾化
冬枣的知名度，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壮大冬枣出口规
模，让沾化冬枣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
越来越高。”大高镇党委书记崔金岭
说。

大高镇沾化冬枣累计出口17个国家

近日，在无棣古城，非遗传承人
指导游客们制作漆扇，让大家“沉浸

式”感受非遗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通讯员 摄影）

巧制漆扇 感受非遗魅力

本报邹平讯（通讯员 霍广 报道）
为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
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连日来，
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市歌舞演艺
有限公司承办的 2024 年度滨州市

“一村一年一场戏”送戏活动走进邹
平市韩店镇多个村庄，为广大群众奉
献了精彩的文化盛宴。

演出活动在开场舞《在阳光下》
拉开帷幕，女生独唱《绒花》《山水之
间是我家》《小美满》、魔术《千变万
化》、舞蹈《上春山》《白马》、小品《彩
礼风波》、歌舞《阔步新时代》等节目
轮番上演、精彩纷呈。演员们全情投

入，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现场掌声、
叫好声不断。“足不出村就能在家门
口看到精彩的文化演出，太过瘾了。”

“党的文化惠民政策越来越好，我们
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
富，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孙家
村村民在看完演出后激动地说。

韩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办公室
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是为保障农
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而举办的公益
惠民活动，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群众文
化生活。该镇将继续围绕文化为
民、文化靠民、文化惠民、文化乐民的
工作理念，提升基层文化服务水平，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创新文
化活动内容，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乐
享文化盛宴，真正把文化惠民、服务
群众落到实处。

文艺演出进乡村
文化惠民暖人心

滨州市“一村一年一场戏”送戏活动
走进韩店镇

10 月 11 日，无棣县文化和旅游局等
多部门单位联合开展“缤纷花香扮银龄 
重阳共叙岁月情”艺术插花活动，花艺师
现场指导老人们制作插花作品，让老人
们享受美的熏陶，感受生活的雅致与乐
趣。（通讯员 蒋惠庆 王玉琛 摄影）

10 月 11 日，沾化区多部
门联合举办喜乐游园会、老
人集体过生日、义诊进乡村
等丰富多彩活动。志愿者与
老人们一起欢度重阳佳节，
以实际行动传承弘扬中华民
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通讯员 李秀玲 摄影）

 10 月 11 日，滨城区彭李街道学苑社
区联合中海豪庭业委会、金鼎物业，开展
了“敬老爱老 情暖重阳”主题实践活动。
工作人员为老人们发放了节日精美礼品，
文艺爱好者现场表演了歌曲、戏曲、诗朗
诵、武术等精彩节目，进一步丰富社区老
人文化生活。  （通讯员 孙祥敏 摄影）  

  近日，高新区青田街道组
织开展重阳敬老活动。志愿者
们为孝善食堂送去了米、面、油
等生活物资，并为老人们包饺
子、送祝福，与他们共度重阳佳
节。图为老人们吃着刚出锅香
喷喷的饺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通讯员 赵薇 摄影） 

10 月 11 日，邹平市明
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
合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组织开展重阳节送关
爱活动。志愿者们为各村
老人送去了米、面、油等生
活物资，并与他们亲切交
流，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
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需
求，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幸
福指数。
（通讯员 刘莹莹 摄影）

10 月 11 日，沾化区军休所联
合医疗单位，开展了“情暖军休 
爱在重阳”主题实践活动，为军
休老干部们提供健康义诊服务，
让他们全面掌握自身健康状况，
进一步提升日常保健意识，切实
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

（通讯员 尹志伟 摄影）

敬老爱老 传承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