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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一品”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龙山街道：“四抓四强”深化党建工作区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通讯员 徐明宝

抓党建 强基础
基层战斗堡垒更加牢固

队伍建设全面加强。街道党
工委把党建工作区的队伍建设
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开展“双周
课堂”活动，邀请工作区工作人
员精心讲解各项业务办理流程、
村党组织书记介绍经验做法，为
提高履职能力充电赋能。多层次
选人、高精度派人，规定新入职
人员必须先到工作区进行锻炼，
为每个村配备1名业务能力强的
党建指导员，明确10项职责任
务，常态化开展驻村工作，切实
把精干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

体制机制健全完善。街道党
工委出台《关于实施新时代组织
力提升工程 以高质量党建引
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全
面深化党建工作区建设十条具
体措施》，纵深推进工作区发展。
定期召开党建工作区推进会，逐
个为党建工作区开“方子”、理

“路子”，为一线历练挂职干部出
“题目”、搭“台子”。明确4名挂职
干部“补短板”项目，邀请其参加
每周一党工委(扩大)会议、乡村
振兴领域座谈会。

工作质效稳步提升。聚焦党
建工作，出台《关于制定“双十
条”正负面清单加强基层党员管
理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加
强流动党员管理的若干措施》，
推出“平陵红韵”党员教育精品
路线，分类型、分批次开展党员
教育，实现全员、全链闭环管
理。截至目前，围绕政策理论、
业务知识等开展培训30余次，
开展党员补学6次，建立流动党
员驿站2个，上门辅导老弱病残
党员500余次，实现党员教育培训
全覆盖。

抓管理 强效能
社会治理水平更加优化

“四百”行动“走”出效力。按
照“五必问五必访”原则，工作区
发动48名党建指导员、83名包村
干部力量下沉至村级一线，实现
辖区内48个行政村、8400余户群
众走访全覆盖。目前，解答群众
咨询506个、解决问题128件、化解
重点矛盾纠纷35件、挖掘在外优
秀人才164名，真正把关怀带下
去、把问题带上来。

资源整合“凝”出合力。完善
“党建+网格”管理体系，形成“工
作区—行政村—网格(自然村、村
民小组)—党员中心户”组织架
构，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各
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
与”的基层治理体系。

机制创新“探”出活力。按照
“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

形式，打造出一批办事有精度、
服务有温度的治理品牌，推动实
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工作
区”的服务格局。党家党建工作
区以平北新村为试点，在辖区内
12个村全面推广乡村治理积分
制，把事关群众的基层治理事务
量化为具体的“五色”积分;龙山
党建工作区构建村级协调机制，
依托“老展热线”民生热线、“轮
值调解室”，接听解决各类群众
诉求矛盾220余件。

抓需求 强服务
为民办事举措更加聚焦

以便民服务促民生福祉。将
涉及群众“5大类、60小项”的服务
事项下沉到党建工作区，为群众提
供“一窗受理、全程办理”式集成服
务。今年以来，累计办理业务650余
次，推动完善“有话您请说有事请
找我”等线上服务热线，公开工作
区电话、办事二维码，安排专人对

线上问题进行登记、办理、回复，
解决办理各类事项160余件。

以项目服务促村庄发展。围
绕“项目深化年”部署要求，发挥
党组织和党员在服务项目过程
中的“红色引擎”作用，成立工作
区项目攻坚临时党支部，逐家逐户
做好方案沟通，落实服务保障工
作。今年以来，有序推进东平陵故
城东城墙抢救性保护工程建设项
目、2024年电厂三期出线项目、济
南四建绿色建筑产业建设技改项
目等8个项目快速落地，协调处理
矛盾纠纷问题30余起。

以志愿服务促文明和谐。广
泛联系山东大学、山东建筑大学
等多方资源组成志愿服务队伍，
通过“便民服务赶大集”“志愿服
务进村居”等活动，“上门”为辖
区群众送温暖、送服务，为特殊
群体送关爱、送慰问，为企业商
户送政策、送指导。今年以来，累
计开展各类服务活动150余次，参
与人数达1200余人次。

抓项目 强建设
产业发展动能更加强劲

盘活闲置资源。工作区与各村
一同梳理存量资源，形成“发展空间
台账”，按图索骥寻找盘活办法。魏
李村冷库项目与王金村达成合作
共识，理顺山东龙山国际农业园建
设项目资产移交，盘活甄家村闲置
厂房，推动龙一村土地流转600余
亩、大城后村实现整村土地流转。

打造特色项目。结合“一村
一策”制定村集体经济增收方
案，放大龙山小米、龙山草莓、龙
山树莓、龙山水豆腐、食用菌等特
色农产品优势效应，拓宽集体增
收、群众致富路径。李官党建工作
区以“莓香龙山”项目建设为纽带，
通过村企联营、村村联动、村民合
作等方式，推动11个联建村互惠互
利;党家党建工作区积极争取上级
资金300万元、自筹资金61万元建
设苇陀村食用菌大棚项目，促进
集体增收10万元。

引进人才技术。凝聚人才力
量，建立在外“人才库”，吸引22
名在外能人回乡创业。深入推进

“科技+农业”深度融合，探索研
发一系列新品种、新技术、新装
备。魏李四季大葱通过探索“种
植+收购再加工”模式，形成“育
苗+种植+加工+冷藏+销售”全产
业链；李官草莓与省农科院、林
科院深度合作，开发“冷冻草莓
苗培育”“四季草莓种植技术”，
培育高标准有机草莓新品种。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下一
步，龙山街道各党建工作区将按照
街道“1368”工作思路，紧紧围绕自
身工作定位，坚持重心下移、力量
下沉，着力解决民生实事、化解矛
盾纠纷，做强特色产业、做优品牌
项目，切实发挥乡村振兴“党建工
作区”主体功能，推动街道高质量
发展再上新台阶。

支倩倩 报道

“现在我们的每一口锅，包装
上都张贴着追溯码，真正实现‘一
锅一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这
口锅的生产等信息一目了然。这
不仅是一口锅的‘身份证’，更是
生产经营主体的安全承诺书。”普
集街道“乡逢普集”品牌运营负责
人黄秀玲谈起“章丘铁锅普集
造”，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金秋时节，行走在章丘区普
集街道广袤的大地上，不论身处
哪个行业，也不论企业规模大小，
所有企业都在锚定创新驱动战
略，加大研发投入。“章丘铁锅普
集造”也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升级，
正式进入“码时代”。

走进位于普集街道侯家村的
济南至臻厨具有限公司厂房内，
在板材和切割机奏出的“交响乐”
中，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从选材
到锻打再到打包，一切井然有序。
而一旁熊熊燃烧的炉火，吸引大家

纷纷驻足，只见两位老手艺人默契
配合，不断捶打经过高温煅烧的铁
锅，之后再次回炉加热、继续捶打，
如此循环往复，只为一口好锅。

章丘是历史上有名的“铁匠
之乡”，章丘铁锅制造需要经十二
道工序，十八遍火候，在一千度左
右的高温锤炼，经受三万六千次

锻打，直到锅如明镜，具有不粘、
火候易掌控、省油耐用等特点，深
受消费者的青睐。

“为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在传承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
上，在颜色、外形、深度等方面进行
了创新改革，使章丘铁锅更加适合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济南至臻厨
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宇钊告诉记
者，除了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手打
铁锅，如今锻打铁锅也迎来了大批
量订单，并且都实现“一锅一码”。

说起“一锅一码”的初衷，普
集街道“乡逢普集”品牌运营负责
人黄秀玲打开了话匣子。她说，普
集街道作为章丘最大的手工铁锅
生产基地之一，生产厂家规模大
小不一，质量参差不齐，生产标准
不规范，为统一规范生产标准，整
合杂乱无序的铁锅行业，今年5
月，普集街道经济联合总社与山
东顺百吉供应链有限公司合作，
形成铁锅生产与销售产业链，通
过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等方式，上

下游协同发展，制作铁锅标识追
溯码，打造“章丘铁锅普集造”的

“乡逢普集”铁锅，传承传统手工
艺品，进一步保护及规范“章丘铁
锅”这一百年不遇的地标产物，促
进章丘铁锅行业的健康发展。目
前，山东顺百吉供应链有限公司
已购买普集街道经济联合总社的

“乡逢普集”铁锅追溯码84140枚，
创收42070元，实现统购统销，预
计本年度销售任务不低于40万口
锅，助农增收1000余万元。

“章丘铁锅普集造”，是普集
街道在发展新质生产力道路上奋
力前行的缩影。从生产能力达40
万吨，柱状生物能复合底年售10
万吨以上的山东土秀才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到与山东大学成立磁悬
浮研究中心的山东明天机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再到年产4万吨风
电轴承、实施增速箱关键零部件技
术改造项目的章丘重型锻造有限
公司，章丘区普集街道正在追“新”
逐“质”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章丘铁锅普集造”进入“码时代”
每一口锅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扫一扫生产信息一目了然

工作人员正在对铁锅进行封口、贴码。

今年以来，龙山街道按照区委组织部《关于深化“党建工作区”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意
见》，围绕“一区一品”工作思路，明确、细化四个党建工作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创新开展“四抓四强”工
作举措，放大党建工作区牵头抓总的辐射效应，为街道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赋能增效。

工业园党建工作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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