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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办事体验，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潍坊政务服务大厅不打烊，公休日也可“预约办”
本报潍坊2月16日讯(记者

王琳) 2月19日起，潍坊市政
务服务大厅将推行双休日节假日

“不打烊”服务，进一步提升政务
服务效能，最大程度满足企业和
群众在双休日、节假日办理政务
服务需求。

“不打烊”服务的内容包括预
约服务和延时服务，纳入市政务
服务大厅办理的全部政务服务事
项均实行预约、延时服务，企业和
群众可登录“潍坊市政务服务网”
查阅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事项的
办事指南，根据查阅情况进行网
上咨询、申报、办理。

预约服务是企业、群众因特
殊、紧急需要，与窗口单位事先约
定在双休日、法定节假日(以下简
称公休日)内办理所需的服务；延
时服务是窗口工作人员，在为服
务对象办理有关事项时已到下班
时间，能够当即办结的应继续办
理完毕的服务。

双休日节假日“不打烊”服务
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公休日
预约服务：本着精准高效的原则
开展预约服务，在双休日的周六
上午9:00-12:00，国家法定节假
日首日上午9:00-12:00和下午1:
00-5:00，为已预约的企业和群众

提供预约服务；其二是工作日延
时服务：对已到下班时间但尚未
办完的事项，提供自然延时服务，
直至事项办理完毕。

预约方式分为现场预约、电
话预约和微信公众号预约三种。
需要注意的是，申请人需实名预
约，并留下手机号，应至少提前一
日预约，经工作人员确认适合提
供预约服务的，通知申请人预约
成功。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潍坊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在山东省内率先
研发上线了“潍坊市工程建设项
目掌上办事大厅”，实现了数据资

源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深度融
合。

原先“网上办事大厅”的功能
全部移植到“掌上办事大厅”。企
业在“拿地即开工”模块答题并符
合“拿地即开工”条件后，可采用

“拿地即开工”模式申报业务，减
免相关办事材料，实现“当天拿
地，当天开工”的办事体验；在“报
建清单”模块答题后，办事企业可
享受定制版集成服务，实现“千人
千面，个性定制”的办事体验。

“掌上办事大厅”增设了“地
图导航”和“视频会商”两项新功
能。工作人员介绍，“依托视频会

商功能，需要联合验收的情况下，
办事企业就可以通过视频会商
功能进行多方连线。另外，企业
也可以通过会商模式跟工作人
员连线咨询问题。”工作人员
说，不管是“预约办”“网上办”
还是“掌上办”，宗旨都是让办事
企业和群众少跑腿，让他们办事
体验更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诗玥 于悦

玫瑰是假的
但浪漫是真的

2月14日，在济南经三路张
采丞故居的四面外墙，沿着花
藤的枝条装点了上万朵玫瑰绢
花，这座百年老宅的西侧门外，
一大片玫瑰花瀑倾泻而下，将
整座老建筑置身于红色花海
中。花海之下，人们自发排起长
队，一个接一个打卡拍照。

如果是一年前，这样火爆
的场景让人难以想象。“那时的
经三路可没这么热闹，来往的
大多是附近上学的孩子和一些
职工。不像现在，路边拍个照都
要排起长队，我们这些商铺也
跟着沾了光。”经三路旁一家蛋
糕店的店主高兴地说。

“随着城市偏移和东部崛
起，经三路这片区域逐渐落寞
了。”回忆起老商埠之前的样
子，山东融汇老商埠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鲍科佳感
叹，尽管处在济南城区的核心
地段，但经三路周边居住人群
趋于老龄化，整条街上难以感
受到年轻的活力。这也导致街
区内难以集聚大量人气。

然而，从去年七夕开始，经
三路慢慢开始蜕变，十字路口
绘制了爱心斑马线，红绿灯变
成心形，胡同中间夹着心形气
球，临街的咖啡馆、酒吧、古董
店开了一家又一家，以浪漫为
主题的装饰层出不穷，一眼望
过去，整个经三路美丽与热闹
并存，已然成为济南的一个地
标。

在社交平台的济南本地频
道，经三路的身影永远不会缺
席，“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来这里
打卡，拍的照片都挺好看，也想
来看看。”前来经三路拍照的李
女士表示，来到现场后，褪去滤
镜后的经三路仍让她觉得不虚
此行。“说不定在这里拍了好看
的照片，今年就能找到对象一
起过节了呢。”

“玫瑰花是假的，但浪漫是真
的。”2月14日是马先生和女朋友
在一起一周年的纪念日。两人选
择在这一天来到经三路，在张采
丞故居门口新上的玫瑰花海中，
马先生举起相机，定格下女友在
花丛中最美的样子。

场景布置下功夫
吸引95后年轻人

从爱心红绿灯到如今的玫
瑰花瀑，一路走来的经三路似
乎掌握了“流量担当”的密码。

“老商埠本身具有非常鲜
明的建筑特色，它打造了一个
独一无二的IP。”鲍科佳介绍，济
南商埠区的历史建筑资源丰富，
沿着经三路从东向西，小广寒电
影院、张采丞故居、皇宫照相
馆……十余座文物和历史建筑坐
落于此，给这条老街增添了无限
的历史文化魅力。

这也给了这条老街蜕变的底
气。鲍科佳说，他们根据客群的不
断演变，还有自身需求，不断调整
定位，提出了“吸引两公里以外年
轻人”的策略。

“我每天都花费大量时间
在各大App浏览，想看看如今的
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鲍科佳
说，最后他发现，95后人群在网
络平台有很好的表现力，倾向
于通过场景获得炫耀感，于是
他们决定在场景布置上下功
夫。

效果是明显的，提起去年爱
心斑马线在全网获得的流量，鲍
科佳很是欣慰。他认为这一举动
不止装点了老商埠的美丽，更
提升了济南的城市知名度。

“我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好
的效果，还没来得及宣传，就已
经在网上爆了。”鲍科佳兴奋地
说，随着国潮的兴起，95后也对
民族文化越来越自信。这种在
布景上“做文章”的行为，能够
让老宅子焕发新的活力，还能
激发年轻人对古建筑的兴趣，
推广故居知名度，宣扬传统文
化。

“现在来逛经三路的年轻
人明显变多了，甚至有很多外地
人也想来济南，因为在他们眼中，
济南是一座非常浪漫又非常温情
的城市。经三路本来只是一条默
默无闻的小街道，现在这条街的
老建筑里有了咖啡厅，再加上场
景不断推陈出新，越来越多投资
者开始关注老商埠周边，吸引
更多网红店入驻经三路。”鲍科
佳说，在对老街区进行策划后，
人流量和进店率都有了很大提
升。未来想把这种场景塑造的
逻辑一直延续下来，希望能把
老商埠打造成一个浪漫约会的
胜地。

一年前，济南经三路还只是一条稍显“落寞”的老街；一年后，这里
汇聚了爱心红绿灯、玫瑰花瀑等众多网红打卡地，成为年轻人流连忘返
之地。从传统历史街区到时尚潮流地标，这条百年老街似乎已掌握了流
量密码。

对于经三路的走红，山东大学文
化和旅游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光认为，
商埠区文化是济南历史文化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但很多情况下，人们对
老建筑和老街道习以为常，没有那种
情感共鸣的东西。现在介入一些年轻
化的文化符号，将其文化价值发掘出
来，就能引发市民热爱，这样一来，经
三路就不仅仅是一条简单的街道，而
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了。”

“这些历史和现代元素的有机结
合，就是济南的独特性所在。”王晨光
认为，20世纪初的济南，有了胶济、津
浦铁路的交汇，有了商埠的开发，变成
了近代工业的一颗明珠。“而济南这些
年一直在挖掘商埠区的资源，但没找
到共鸣点，所以经三路这一系列策划，
就是要打造济南旅游的一个新地标，
肯定能吸引更多游客。”

在打造网红老街上，除了政府积
极推动外，市场本身也能发挥很大作
用，王晨光说：“有影响力的企业应发
挥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把市场的聚合
力有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王晨光认为，济南像经三路这样
可以利用的资源还有很多，把企业需
求、社会需要和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
来，对其他街区的推广也会有借鉴价
值。“经三路是一个社区化的开放空
间，如果能做好，政府部门包括社会都
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经验，一些值得推
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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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济南老商埠的张采丞故居换上新颜，“玫瑰花瀑”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打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程凌润 摄

“爱心红绿灯”吸引年轻人打卡拍照。

在济南经三路，随处可见一些浪漫的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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