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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段乡

构建“1托N”

帮办代办服务机制

孔镇镇美丽庭院“三步走”

乐陵丁坞镇社会救助团队围绕

精准救助，结合丁坞本地实际情况，

了解到家住丁坞镇张矬村的田运成

老人，无儿无女，因小脑萎缩丧失劳

动能力。在村级救助协理员通过德

救助平台发出申请后，田运成老人

很快被安置进丁坞镇中心敬老院。

在丁坞镇，像田运成老人这样

的人还有很多。该镇依托线上大数

据平台及线下网格化社区治理网

络，积极探索建立“乡镇受理审核+
社区传达帮扶+村级主动发现”的

“三级联动”体系，推动社会救助

体系向精准化、高效化发展。目

前，全镇对640多名残障人士主动

救助，为丁坞镇100位孤寡老人、
3 3 1家低保户提供了精准、及时、

完备的社会救助服务。 （高彤）

“各户注意啦，注意啦，镇上现

在开展美丽庭院、洁净庭院评选活

动，咱村定在后天，大伙儿都把家

里收拾干净了，谁家干净咱选谁，

选上谁咱就给谁发奖品，下面，我

把标准跟大家说一下……”近期，

孔镇镇各村的大喇叭此起彼伏地

响了起来，有宣传动员的，有广播

标准的，有公开名单的，还有通报

整改的。在大喇叭的推动呼吁下，

群众们纷纷行动起来，“比、学、赶、

超”地扮靓自己的家园。目前，孔镇

共创建美丽庭院示范户1432户、洁

净庭院示范户224户，并发放奖品
2000余份，真正起到了扮靓家园助

力振兴的效果。 （刘哲）

“虽然知道现在国家政策越来

越好了，但对我们百姓来说，申请

有时候还是挺困难。自从有了‘德

救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申请办

理，太方便了。”近日，孔镇镇街南

宋村低保户笑呵呵地说。

孔镇镇依托于全市统筹搭建

的“德救助”平台，通过大数据、云

计算以及CA电子签章等技术，实

现了申请人身份信息实时验证，申

请信息在线填写，证明材料即时上

传，核对授权当场填报等功能，从

以往办理救助需要“面对面”，实现

了救助申请只需“件对件”，变“群

众跑腿”为“数据跑路”，真正实现

了申请救助“触手可及”，网上办理

轻松快捷。

（刘哲）

“在农家书屋看书，不仅可以学

到书本上的知识，还可以在交流中

学习到实用技术、经验，让我们少走

‘弯路’。”近日，孔镇镇大宋村贫困

户宋学真感慨地说。

为了最大化发挥各村图书室

的资源优势，打通服务贫困户“最

后一公里”，孔镇镇创新思维模式，

利用村图书室打造“农家书屋”，根

据本地种养殖习惯以及不同群众

的文化水平，配备一些实用性强且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书籍，并送

达有相应需求的贫困户家中，培育

贫困户自身“造血”能力，巩固“输

血”成果，做到“志”“智”双扶，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 （贾金燕）

近期，孔镇采取“三步走”逐村

开展美丽庭院、洁净庭院创建评比

活动，助力生态振兴。

该镇精心筹备，成立了“两院”

创评工作组和89个村级创评小组。

采取“村村到”模式，进村入户评选。

同时，以评促比。坚持“以点带面”，

为选出的1432户美丽庭院、224户洁

净庭院悬挂标识牌、发放奖励物品，

鼓励引导群众争当美丽庭院的建设

者；并通过日常巡视、上门指导帮助

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保持干净整

洁好习惯，使“美丽庭院”理念深入

人心、落地生根。 (张立梅)

为更好的开展对弱势群体的

救济和扶持工作，解决群众办事不

方便、程序多、时间长等问题，按照

“全域申办、居家办理”的原则，乐

陵市云红街道依托德州社会大救

助平台，创新培训模式，采用“1+1”
创新培训模式对社会大救助村级

协理员培训 ,即在街道脱产干部中

挑选年轻、对智能手机操作熟练的

干部，与村级协理员共同培训，由

街道干部对村级协理员进行现场

一对一指导，让每位村级协理员都

能熟练掌握操作“德救助”和“德救

助管理”程序，帮助各村级社会大

救助协理员更好的运用德州市社

会大救助体系服务平台，及时了解

社会大救助相关政策，让平台建设

真正下沉基层、落到实处，让村级

协理员熟练掌握平台操作，让群众

足 不 出 户 便 可 通 过“指尖 ”、“ 电

话”，申请低保、五保、临时救助等

各类救助，全面提高街道救助工作

整体水平，真正打通了服务群众的

“最初一公里”，又铺平了群众办事

的“最后一公里”。

（岳超香）

近日，乐陵市西城社会事务协

调服务中心组织包村干部开展“预

防一氧化碳中毒”宣传活动。此次活

动采取发放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知识

宣传单及入户的的形式，重点走访

贫困户、低保、特困人员等，广泛宣

传一氧化碳中毒的危害、常见原因、

中毒表现、急救常识等多方面、全方

位的知识，并提高居民的安全防范

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截至目前，共

走访群众1100户，发放宣传页2500
余份。 （褚冬 耿淑芹）

近日，西段乡40余名在北京、天

津等城市创业或工作乡贤捐助资金
3万余元，购买300余件御寒棉衣、食

用油20桶，40袋面粉，走访慰问贫困

群众。此次“暖冬行动”的开展，为困

难群体温暖过冬提供了有力的物资

保障。同时也把党的温暖送进了老

百姓心坎上，让群众感受到了党的

关怀和温暖，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幸

福感。 （汪晨晨）

“谢谢你们帮忙盖章，还把这

个表给送到家里来，这全程服务

真是太好咧。”近日，西段乡张店

村村民张书林激动地说。

今年来，西段乡创新建立“1
托N”帮办代办服务机制，解决了

群众找人难、办事难的问题。“1托
N”帮办代办服务，即一名帮办代

办员带领包村干部、村干部等人

员组成帮办队伍，结合妇联、扶

贫、民政、人社等密切联系群众的

工作，包办办理事项一包到底，实

现了群众办事“零跑腿”，让群众

享受到贴心的服务。目前，全乡成

立5个便民服务站，帮助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100余项，让群众切实感

受到党的关怀。 (李川)

近日，乐陵市妇联“情暖365”面
点培训班在西段乡东赵村365暖留

服务中心幸福驿站举办，来自周边

村留守妇女30余人参加，西段乡致

行志愿服务者12人全程参与服务、

引领、指导工作。?通过本次面点班

培训，使广大留守妇女学员们积累

了面点制作经验，提高了技能，增长

了本领。

（汪晨晨）

近日，西段乡开展扶贫专岗

人员技能培训活动，聘请专业家

政服务公司人员为34名扶贫专岗

人员开展家庭保洁、按摩、烹饪、

照顾老人等技能培训。通过为期

两天的培训，大大提高了扶贫专

岗人员的技能，同时提高了他们

的服务能力，为更好帮助深度贫

困群众奠定了基础。

（汪晨晨）

近日，西段乡安监中队联合

西段乡环保中队，组织人员在辖

区集中开展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宣

传。

该乡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将

人员进行分组，采取进村、社区以

及在人流量大的集贸市场等地

方，通过张贴宣传公告及发送宣

传卡片及悬挂条幅、现场讲解的

方式，向群众宣传烟花爆竹燃放

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全市

对于烟花爆竹燃放管理的措施和

禁止燃放的区域，以达到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的宣传效果。

（汪晨晨）

“现在真方便，我想开家超市，

通过扫描柜台上的二维码在社区填

表、拍照、上传资料，，不到15分钟就

拿到了营业执照了！”日前，家住寨

头堡乡幸福社区坡赵村的韩云霞兴

奋地说。

今年以来，寨头堡乡建成并投

入使用了7处党群服务中心，将民

政、残联、工商、经管、计生、党建

等多个部门服务事项一并纳入其

工作事项，并依托党群服务中心

开展为民服务事项“一码当先”，

将办理事项罗列在一张二维码展

示图上，全力推进服务事项“码”

上办，办事群众可迅速了解办理

事项所需全部手续及相关工作流

程，并实现工作事项线上办理、服

务水平线上评价。截至目前，该乡

已实现124项服务事项社区办，其

中46项可“码”上办理。 （韩丽）

“今天一大早，我从坊子村来到

西段乡便民服务中心办理业务，5
分钟左右就把流程走完了，办事

效率高，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我

很满意。”近日，坊子村张柳和感

触地说。

西段乡便民服务中心认真落实

承诺服务、线上服务、帮办代办服

务。按照群众办事“只进一门、只上

网、只跑一次”的改革目标，40多
项进驻事项全部实现“最多跑一

次”，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李川)

日前，西段乡积极探索、先行先

试，全力推进社会大救助体系建设

工作。

该乡率先将乡镇、42个村及相

关职能部门的电子印章上传到社会

大救助体系服务平台，率先使用“德

救助”微信小程序。同时，将原系统

所有救助事项、救助对象、救助金额

与大救助体系服务平台实现统一，

共计996项。搭建了横向贯通18个
救助职能部门41项救助事项，纵向

贯通乡村两级的智慧救助网络。截

至目前，应用大救助平台办理救助

事项94项。并对42个村包村干部和

协理员进行培训，发放宣传材料
1000余份。 (许梅梅)

蔡家村贫困户蔡振云今年63
岁，身患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妻

子二级精神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孩

子5岁上幼儿园。一家三口靠低保金

和项目分红生活，符合办理特困供

养条件，近日，西段乡民政工作人员

通过“德救助”帮其进行了申请。

蔡振云只是西段乡社会大救

助工作站为困难群众提供救助的

一个缩影。西段乡成立覆盖乡、村

两级的“莲藕式”社会大救助服务

体系，织密大救助保障网，实现困

难群众申请救助“一门受理”，救助

过程“一网通办”，救助事项“一次

办好”。今年来，全乡新增城乡低保

保障对象102人，特困供养46人，临

时救助 1 9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2人。 (许梅梅)

近日，在位于寨头堡乡的乐陵

市轻纺产业园内，工人正紧张施工，

项目年底便可竣工投用，届时可容

纳50余家中小企业入园。

作为“帆布之乡”，为重振帆

布经济、促进传统产业二次腾飞，

寨头堡乡积极探索校地产学研合

作，与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研

究院达成全面合作，共建乡村振

兴调研基地、乐陵轻纺产业高质

量发展研究站等平台，引进专家

人才6人。提出企业进园区发展思

路，统一建设配套设施，进园企业

可实现资源共享、集约生产。投入

运营后预计年产值可达到5亿元、

利税1500万元。 (王明月)

“一周前在网上提交的办理申

请，当时就审核通过了，回了家直

接领证，不耽误做生意，实在是太

方便了。”近日，丁坞镇南小宋村村

民宋长健手持办下来的营业执照

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对丁坞镇便民

大厅的“一键办理”连连点赞。

自8月份“一键办理”服务进驻

丁坞镇便民服务大厅以来，商事登

记窗口为群众共办理营业执照43

份。目前，该中心深入开展“一键

办理”改革，实行23类行政权力事

项全流程下线办理。依托政务服

务系统，畅通平台服务网络，配备

社区、村两级帮办代办队伍，实现

办事权限、工作人员、服务事项“三

下沉”，列清“能办事项”、“代办事

项”清单，实行能办即办、帮办代

办，让基层群众“就近跑一次”、“一

次就办好”。 （高彤）

丁坞镇工商执照“一键办理”

寨头堡乡46项服务事项“码”上办

丁坞镇三级联动救助困难群众

孔镇镇：大喇叭响起来卫生搞起来

孔镇镇实现大救助“零次跑”

孔镇镇“农家书屋”助力文化扶贫

西段乡让“一次办好”成为常态

寨头堡乡打造轻纺产业园

西段乡“四个率先”构建大救助体系

西段乡织密社会大救助保障网

云红街道探索大救助“1+1”创新培训模式

西城服务中心开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宣传活动

西段乡保障贫困户过暖冬

西段乡举办“情暖365”面点培训班西段乡开展扶贫专岗技能培训 提高实际服务能力

西段乡

开展烟花爆竹

燃放管理宣传

“自从陈吉禄帮扶俺，俺的生

活可发生了大变化，他帮俺去卫

生院拿药，带俺去赶集，帮俺打扫

卫生，还陪俺说话，对俺可好了！”

近日，孔镇镇西朱寨村贫困户马

治亮如是说。

近年来，孔镇镇积极开发村

级扶贫专岗岗位，让有劳动力的

贫困户能够在家门口就业，既增

加了自己的收入光荣的脱贫也帮

扶了其他贫困户，孔镇镇现有村

级扶贫专岗33人，帮扶贫困户103
户，在历次的扶贫专岗满意度调

查中，各扶贫专岗得到被帮扶贫

困户的一致好评。 （贾金燕）

孔镇镇

扶贫专岗

“以贫服贫”得民心

“孩子放学回来就能去四点

半学校写作业了，还有老师辅导，

社区暖留中心真暖心。”近日，孔

镇孔府社区居民张燕说。

孔镇镇在“365暖留工程”推

进过程中，紧紧围绕“各级组织关

心、留守人员安心、务工人员放心”

的目标，按照“有人管、有人帮、有

人爱、有场所、有增收、有安全保

障”的工作标准，建立领导保障、多

元投入、源头预防、舆论引导、奖惩

考核“五项”保障机制，高标准打造

了五星级暖留中心3处，四星级10
处，四点半学校68处，各社区实现

了儿童活动室、妇女活动室、老人

活动室“三室”齐全和经费、场所、

人员“三到位”。同时，积极打通部

门联动实现全面帮扶，为300余名

留守老人进行了免费健康查体，

开展育婴师、面点师等技能培训，

帮助600多名留守妇女提高了就

业技能，并打造留守妇女创业点
23处，为1500名留守妇女提供了

就业机会。 （刘哲）

孔镇镇365暖留工程情暖心更暖 杨安镇社会大救助

兜牢困难群众幸福底线

今年33岁的路卫，妻子是二

级精神残疾，上有两位七旬老人，

下了三个幼小孩子，一家人的生

活仅靠他一人养活，家庭异常困

难。

近日，杨安镇的社会大救助

体系给路卫一家带来了转机。前

不久，村级民生民政协理员冯延

军了解到路卫的情况后，立即向

杨安镇民政办公室报告。镇民政

助理马燕带着工作人员来到路卫

家中,详细了解情况,为其落实救

助政策。听着一项项政策，路卫感

激地无以言表。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社会大

救助体系是民生工作的重要一

环。”杨安镇党委书记蔡文峰说。

今年以来，杨安镇成立镇社会大

救助工作站，设立救助服务窗口，

组建起社区(村)社会大救助服务

站和村级社会大救助协理员队

伍，持续融入全市社会大救助体

系。新增残疾人128人，落实79人
残疾护理补贴、56人残疾生活补

贴,新增低保207人,特困103人，

临时救助47户，低保家庭本科新

生入学救助2人，困难退役军人2
人,新增事实无人抚养儿童2人，

充分发挥了社会大救助在基本民

生保障中的兜底作用。（彭潇）

葛 县域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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