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郜玉华
王付明) 在牡丹区北城街

道办事处，总投资50亿元建设
的奥莱国际公园项目已开工建
设，建成后将入住奥特莱斯、喜
来登五星级酒店等品牌商家
1000余家，入住人口近2万人，
崛起为城市新地标。

牡丹区紧抓“突破菏泽、鲁
西崛起”等新政策、新机遇，围
绕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创新发
展，强化举措，形成了本地特色
产业体系和竞争优势，促进牡
丹区经济再创新特色，再造新
优势。

“牡丹区充分发挥主城区
的区位、交通、资源和人流、
物流相对集中的优势，因地制
宜，突出特色，大力实施‘退
二进三’转型发展。”据牡丹
区区委书记张福龙介绍，该区
重点发展商贸物流、文化旅
游、电子商务、医养健康等现
代服务业；规划建设了济铁物
流园、天华电商产业园等四大
商贸物流园区，落地了亿联世
贸中心、佳和广场等十大商贸
综合体，建设了毅德商贸城、
银田农贸城、义乌小商品城等
八大市场，现代服务业已成为

拉动牡丹区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

 天华电商物流产业园作为
山东首批获得认证的5A级园
区，整合电商运营、创业孵化、
新媒体推广、线下体验、物流快
递等要素资源，改变原来小、
散、乱、弱的状况，创造了中国
电商“天华速度”。目前，牡丹区
已培育天华、银田、龙田等6个
大型特色电商产业园，发展电
商企业3600多家，活跃网店
3 . 6万个，实现电商交易额490
亿元。

产城互促，产城共荣。牡丹

区大力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
正演绎着一首产业因城而强、
城市以产而兴的协奏曲。“我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大力实施棚户区改造，大力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打通了一批断头路，
提升改造了一批城市主干道，
建成了一批公园、学校、医院和
养老机构，城市承载力进一步
增强。”张福龙说：“同时，坚持
以绣花的功夫加强城市管理，
全面推进双城同创工作，着力
打造‘本地人留恋、外地人向
往’的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

目前，牡丹区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到53%，城市绿化覆盖率、
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分别达到49 . 7%、98%
和100%。

张福龙表示，在工业发展
方面，全区认真落实张新文书
记提出的“六个关系”，切实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不耻落后、弱
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
神”，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推进工业发展二次创业，在中
心城区周边镇街规划建设六大
特色产业园，实现项目园区化，
产业集群化发展。

牡牡丹丹区区奋奋力力书书写写““后后来来居居上上””新新答答卷卷

本报讯 (通讯员 贾成
良 商敬刚) 近日，牡丹区
南城街道中山社区网格员王
阔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一个
施工项目缺少工人和口罩，
全面复工存在一些困难，他
立即打开智慧南城APP，将
具体情况上报。

中山社区党委书记何茂
坤看到王阔上报的事件后，
立即联系相关部门和口罩经
营商，很快就帮助企业找到
了工人，购买了口罩，帮助企
业解决开工难的问题。

近年来，南城街道借助
“互联网+”机遇，以智慧党
建为引领，全面加强社会治
理的工作思路，将大数据、云
计算、光传输等现代信息网
络技术引入到基层党建工作
中，建立了一套以党建引领

的智慧南城综合服务管理平
台，平台包括智慧党建、纪律
监督、综合治理、安全生产、
政务通知、卫生计生、城市管
理、社会事务、经济贸易、财
政管理10个模块。

“智慧南城”平台把所辖
区域划分为14个大网格、40
个小网格，辖区居民打开微
信，在便民服务里写上哪里
需要帮忙，社区干部或网格
员就会及时联系主动服务。

在疫情阻击防控中，“智
慧南城”更是发挥了重要作
用。“南城街道依托‘智慧南
城’，实行‘一线网格’工作
法，通过人口信息查询居民
基本信息，利用‘三维地图’
定位居民所在的小区和楼
栋，缩短摸排时间。”南城街
道党工委书记李景雷介绍。

““智智慧慧南南城城””服服务务居居民民更更给给力力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婷
刘青) 连日来，在牡丹区

沙土镇“户户通”道路硬化施
工现场，车辆穿梭，机器轰
鸣，村民们用铁锹等摊铺水
泥、整平路面，一派热火朝天
的繁忙场景。

“为改善村民出行环境，
加大农村道路建设力度，我
们将农村道路建设作为重点
民生工程。”沙土镇党委书记
田坤阳表示，该镇将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与美丽乡村建设
相融合，以“户户通”道化工
程为契机，因村施策，助力美

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
“村两委成员前期召开

会议，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
积极宣传发动，在充分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开展户户通工
作，得到村民们的大力支
持。”南宋庄行政村党支部书
记李凡忠说，过去一些背街
小巷坑坑洼洼，道路修好后
群众出行将会更加方便。

目前，在开展道路建设
的同时，群众主动参与环境
卫生治理，对到户道路两旁
的杂草、垃圾进行清理，村容
村貌越来越美。

““户户户户通通””提提升升群群众众获获得得感感

本报讯(通讯员 赵琛琛
刘金凤) “政府不光想方

设法帮我们脱贫，这一招还
让儿女们更孝顺了。”日前，
牡丹区何楼街道办事处沙土
集社区的老人王兴存高兴地
说。“这一招”是何楼街道正
在实施的孝善养老扶贫。

王兴存没有儿子，三个
女儿也都已外嫁。虽然家庭
条件不算很好，但听说村里
开展孝善养老扶贫后，很快
就将1000元的孝心赡养金打
到了父亲的账户上，加上何
楼街道奖补的100元钱，王兴
存又有了1100的“养老金”。

何楼街道党工委书记李
鹏程表示，为大力弘扬孝善
养老传统美德，让子女及时
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破
解贫困老人的养老难题，何

楼街道着力实施了孝善养老
扶贫模式，通过办事处设立
的“孝善养老基金”对主动缴
纳老人“赡养费”者给予以奖
代补，助推精准脱贫。

“我们通过财政投入、扶
贫项目收益、党员干部捐款、
社会慈善捐赠等多渠道募集
资金，设立了总金额10万元的
孝善养老基金。”李鹏程说。

据了解，对于建档立卡
的贫困老年人，有子女且单
独分户居住的，凡是其子女
和老人签订了《孝善养老协
议书》并向老人的银行账户
一次性缴纳一年赡养费1000
元及以上的，何楼街道将从

“孝善养老基金”中按贫困户
每户10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
据悉，孝善养老基金补助将
惠及辖区900余名贫困老人。

““孝孝善善养养老老””创创新新扶扶贫贫模模式式

本报讯 (通讯员 郜玉华
张广警 邵朋朋) 日前，在

牡丹区小留镇耿庄村贫困户耿
文胜家的院子里，摆满了加工
马扎的木材，地上满是锯末。棚
子里，瘦小的耿文胜在加工马
扎，本村的两位老人在给他打
下手。

如何让耿文胜尽快摆脱贫
困，镇村干部经过再三商量，帮
助耿文胜学会了马扎制作技术，
在自己家里进行加工。“媳妇和

两个孩子都有残疾，我没法出去
打工，就学了这个手艺。”耿文胜
说，“一天加工二三百个马扎，一
个月能挣二三千元。活忙时，还
得雇两个乡亲干活，他们一个人
一天能挣四五十元。”

近年来，小留镇依托马扎
加工传统优势产业，积极引导
各村党组织整合人力、市场、技
术等资源，让村民抱团闯市场,
扩大小留马扎的市场影响力。
同时，该镇积极鼓励一大批贫

困户加入到马扎制作中来，有
了稳定收入。目前全镇现有马
扎加工点112家，年产高中低档
马扎2000万个，从业人员1500
人，产值2亿元。

“贫困户是扶贫产业的参
与主体，我们在工作中注重提
升贫困群众的自主发展意愿，
确保贫困户能挣钱、有奔头，又
促进产业发展，形成良性循
环。”牡丹区扶贫办主任张合生
说，“产业扶贫输血更造血。”

产产业业扶扶贫贫““输输血血””更更““造造血血””

本报讯 (通讯员 侯艳伟
张静冬) 牡丹区大黄集镇

徐庄村的朱建芳、朱建祥两兄
弟从借钱开淘宝店起步,目前
已发展到拥有10余个店铺,并
建造了自己的生产加工基地,
带动村里三分之二的家庭从事
和板材有关的行业。

“朱建祥自2012年从事
农村电商以来，已经在当地

建设多处木制品加工厂和发
货部，成功带动当地100余名
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创业和就
业。”大黄集镇党委书记张洪
领说。

同时，大黄集镇周集村的
刷把、杨湖村的家具等产品,依
托电商销售网络渠道,不但畅
销全国各地,还出口欧美、日本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全镇

培育形成了10个市级淘宝村和
电子商务村,去年电商交易额
近9000万元。

近年来，牡丹区加快农村
三产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农业

“新六产”，推动农产品上行。该
区去年新增淘宝镇3个、淘宝村
9个，累计淘宝镇、村达到37个；
电商交易额达到508亿元，同比
增长31%。

大大黄黄集集镇镇电电商商产产业业澎澎湃湃新新动动能能

扶扶扶扶贫贫贫贫大大大大棚棚棚棚花花花花正正正正艳艳艳艳扶贫大棚花正艳
4月22日，在牡丹区吴店镇扶贫大棚基地，种植户吴壮壮在修建玫瑰。日前，大棚玫瑰鲜切花含苞

待放，群众置身花海，忙着管理和采收玫瑰花。吴店镇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以玫瑰花种植及
深加工为特色的生态休闲农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通讯员 郜玉华 刘婷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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