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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从全国妇联传来喜讯,枣庄
市公安局山亭分局综合服务大厅获评“全
国巾帼文明岗”,成为全省公安系统唯
一。该服务大厅主要负责全区户籍管理和
出入境管理工作,现有民辅警9人,其中女
民辅警7人,占部门人数77%。她们扎根山
区、忠诚敬业,大力弘扬“巾帼不让须
眉”的精气神,深入推进公安“放管服”
改革提质增效。先后被山东省总工会评为

“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被山东省妇女
联合会评为“巾帼文明岗”，被共青团山
东省委评为“青年文明号”，被枣庄市公
安局记集体三等功,被山亭区委、区政府
评为“平安山亭建设先进集体”。

以“队伍建设”为中心
“内外兼修”强素质

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综合服务大厅
坚持强化党建引领,深入开展“红旗窗
口”创建活动,在服务窗口设置“党员先
锋模范岗”,公开党员身份、职责和服务
承诺,将“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
一座堡垒”理念融入窗口服务,充分发挥
和彰显党员带头示范作用。注重强化能力
提升,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提
升民辅警专业技能和优质高效服务水平。
2024年,先后开展政策解读6场次,专题研
讨会商11次,窗口业务、服务礼仪、心理

健康培训6次,“红旗窗口”争夺赛3次。
建立“户政练兵微课堂”制度,举办“优
流程、提效能、强服务”户政岗位技能比武
竞赛,得到上级业务主管部门高度认可,更
为全市户政窗口深化全警实战大练兵提供
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山亭户政练兵”新模
式。强化典型引领,开展流动“红旗窗口”

“红旗标兵”和“亲情户政、服务有我”服务
标兵评选活动。2023 年以来,2 名民警被
记个人三等功、3 名民警被记个人嘉奖、2
名辅警被记“一星辅警”奖励。

以“便捷服务”为支撑
“服务至上”创满意

“原打算买票回家去给孩子落户,现在
你们直接给办好了,太感谢你们了!”2024
年10月16日,山亭分局综合服务大厅户籍
民警为在外省居住的张先生远程办理户籍
业务,获得群众点赞。原来,张先生一家人
居住在河南省许昌市,因诸多原因无法回
家为孩子办理入户手续。接到电话求助
后,户籍民警告知其可以通过高频户籍业
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无需到场即可
办理,并将相关流程告知了张先生。随后,
张先生通过“爱山东”APP平台提交了相
关材料,民警联系派出所第一时间进行了
初审,待张先生将入户材料邮寄到户籍窗
口后,民警第一时间为其办理了新生儿入

户业务,并将相关户口材料邮寄给张先
生。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综合服务大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从关乎
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入手、从亲民爱民的
暖心细节出发,优化亮化窗口服务软硬件
建设,认真兑现“一次办好”“午间不断
档、全年不打烊”等服务承诺。整合交
管、治安、禁毒、网安等简易高频业务延
伸至户籍窗口,丰富公安户籍窗口“一窗
通办”内容。组织跨业务全科警长培训,
确保“户籍+”服务窗口各项通办业务“能
办、会办、好办、快办”。依托“爱山东APP”

“山东微警务”等小程序和智慧无人警局,
在“一网通办”事项基础上,实现多项高频
户籍业务“零跑腿”“不见面”办理,让“窗口
办+网上办+自助办”全覆盖业务办理模式
普惠民生。年内,通过“延时办、网上办、自
助办”,办理各类户籍业务3000余件次、出
入境业务1400余件次,服务群众满意度位
居全市前列。

以“主动警务”为抓手
“亲民高效”暖民心

2024年国庆假日期间,山亭分局综合
服务大厅民辅警放弃休息时间,联合冯卯
派出所户籍民辅警进村入户开展“背包窗
口”下村送温暖活动,遇到了冯卯村一位
神情焦虑的老大娘。经询问得知,老大娘

姓韩,70多岁了,子女均在外地务工,她和
老伴在家照看孙子,老伴因病行动不便,她
急需用身份证就医,才发现自己的户口簿
和身份证都不见了。民辅警们一边安抚
她,一边拿出照相设备现场为她采集了人
像信息。2024 年 10 月 15 日,“背包小分
队”又来到韩大娘家中,将崭新的户口簿
和身份证交到她手中。“谢谢民警同志,太
辛苦你们了!”年迈老人对民警的真情告
白,更是对山亭户政的信任。

山亭区是纯山区,全区大小山头5000
多座,辖区的留守、孤寡老人多分散居住
在山上,对户籍政策和网络知识知之甚少,
平时出门办事极为不便。服务大厅因情施
策,创新推出“背包窗口”+“村级帮代
办”服务机制,以“村级帮代办”为前沿,
在全区 278 个行政村(居)设立村级帮代办
点,群众可直接到代办点咨询、登记、代
办相关业务。对群众有需求却不能帮办代
办又不方便到派出所办理的业务,再由窗
口民辅警组成的“背包小分队”上门为群
众办理。该机制推行以来,女民辅警倾情
为民解忧纾困,上门服务7900余人次。同
时,向群众宣传户籍政策,讲解防火防盗、
禁毒拒赌、防范电信诈骗等常识,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56000 余份。“背包窗口”警
务围着民意“转”，成为了山区一道流动
的靓丽文明风景线。

“巾帼”担当展风采
——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综合服务大厅创建“全国巾帼文明岗”侧记

张雷

本报滕州讯 开局就要开跑,起步就
要起势。新春伊始,在木石镇投资 125 亿
元的联泓格润新能源材料和生物可降解材
料一体化项目现场,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大
型机械轰鸣运转,3000 余名工人紧张施
工,一派火热建设景象。

今年以来,木石镇围绕“重点工作集中
攻坚年”的部署要求,聚力“强工兴产、项目
突破”和工业倍增任务目标,坚持把重点项
目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引擎”,推动项

目建设提速增效,全力冲刺首季“开门红”。
梳理汇总、归口分类,确保抓有方向。

年初,该镇主要领导召集相关分管领导、部
门,对重点项目进行全面摸排汇总,按照续
建类、谋划类等类别精准分类,逐一建立帮
扶台账,明确帮包领导、责任人,实行专班
推进、专人负责;每周召开重点项目建设专
题会议,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了解存在问
题,研究解决措施,全力优化项目建设环
境,为项目建设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加强对接、跟踪落实,确保干有目标。
该镇围绕产业发展定位,聚焦招商线索,强
化跟踪服务,盯紧靠上洽谈,精准开展链式
招商、以商招商,确保线索项目尽快签约落
地。以“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好招商引
资”的理念,支持鲁南化工、联泓新科、聚合
顺、杭氧等重点企业扩规提质,促进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紧盯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方向,用足用好链式招商,推
动高盐水处置回用等5个总投资116亿元的
在谈项目尽快签约落地。深耕行业细分领
域延链补链,全力突破以聚酰胺6为源头的
锦纶拉丝项目,为真正实现从“一块煤”到

“一匹布”的产业能级跃升奠定坚实基础。
靠前服务、明确时限,确保建有保

障。该镇制定项目推进工作方案,按照立
项申请、规划审批、开工建设、投产达效

等 12 个关键节点,逐一绘制“进度图”,
进一步量化目标、细化任务、压实责任,
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针对 7 个
续建项目、25个谋划项目,帮包领导及责
任人下沉一线,加强与项目方、施工方的
对接沟通,现场了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
难问题,及时为项目纾困解难,提供全方
位、多层次的支持。全力解决好项目环
评、土地征收等要素制约,确保新能源材
料一体化项目 2 月份开工建设,百万吨甲
醇技改项目3月开工建设。积极推动天然
气直供、110KV高压线建设等保障工作,
确保联泓格润新能源材料和生物可降解材
料一体化项目MTO、EVA、PO等装置及
配套工程 8 月底陆续建成中交,真正实现

“再造一个新联泓”的倍增目标。
(记者 孙守生 通讯员 杨军 刘昊)

木石镇:

抓项目 强突破 奋力冲刺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 3月14日,“党建联学联建业务交流融合暨3·23
世界气象日科普宣传座谈交流会”在枣庄市气象局举行。枣庄市
新闻传媒中心与枣庄市气象局部分党员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党建
与业务融合,共谋气象科普宣传新篇章。

会前,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5楼相关气象功能区,讲解了天气
预报的制作流程、常见气象灾害的防御措施等知识,并现场解答
了大家的提问。

座谈会上,工作人员回顾了枣庄气象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
绩,并带来了一场生动形象的气象知识科普讲座。活动中,双方围
绕“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市新闻传媒中心
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市新闻传媒中心要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积极宣传气象工作,普及气象知识,提升公众防灾减
灾意识。气象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加强与
新闻媒体的沟通合作,创新科普宣传形式,让气象知识走进千家万
户。

此次座谈交流会是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与枣庄市气象局深化
党建联学联建、推动业务交流融合的一次有益尝试。双方表示,
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探索党建与业务深度
融合的新路径,为提升公众气象科学素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力量。 (记者 王正)

加强党建合作 共话气象科普

本报市中讯 近日,市中区举行2025年春风行动暨“榴枣归
乡·枣庄学院高校直通车”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以促进退役军
人就业为切入点,助力退役军人开启就业创业新征程,引领退役军
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此次活动共有67家辖区优质企业
参加,提供就业岗位500余个,主要涵盖制造业、服务业、新兴产
业等多个领域。

招聘会上,用人单位提供了涉及人工智能、跨境电商运营、
文化创意设计等多种岗位,求职人员现场与用人单位进行洽谈交
流。现场还设置了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专区,面对面开展政策咨
询、就业指导等服务,为退役军人提供一对一的精准就业指导和
答疑解惑,并发放创业贷款、教育培训、创业带动就业奖励等宣
传资料,为退役军人送上暖心就业服务。

(记者 任翔 通讯员 单莹)

市中举办“榴枣归乡·高校直
通车”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 立春以来,市城市管理局提前谋划,积极抢抓春季苗
木旺长先机,针对不同品种、不同类型、不同生态特性的植被,有
序开展浇灌施肥、修剪苗木、防控病虫害等春季绿化养护工作,
以精细化管理为城市增绿添彩,努力打造绿意盎然、清新舒适的
城市环境。

根据乔、灌、绿篱等不同园林植物的需水特点,市城市管理
局加强水肥管理,科学制定水肥实施方案,明确浇灌方式和浇灌频
次,累计浇灌绿地 7350 余公顷、行道树 6.8 万株,施用肥料约
800吨。科学修剪苗木,加强环境整治力度,保持绿地整洁,及时
清理落叶、垃圾与杂草,对城区行道树、乔灌木等进行修剪,改善
树冠通风透光条件,促进新枝萌发,提升景观美感,共修剪行道
树2.54万株,清理枯枝落叶约300吨,涉及道路11.07万米。

同时,针对春季常见病虫害及钻蛀害虫,该局坚持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原则,加强病虫害监测,采用“物理+化学”等方法精准
施治,有效控制虫情蔓延。截至目前,共消杀完成行道树 6.8 万
株、公园绿地(含灌木)645万平方米。 (记者 李鲁)

市城管部门扎实做好
城市绿化苗木春季养护

本报市中讯 3 月 13 日,枣庄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公安、
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市中区举行“3·15”消防产品主题宣
传活动启动仪式。

在消防科普知识宣传环节,宣传人员通过图文展板、宣传手册
和案例视频,向群众讲解家庭火灾预防、初期火灾扑救及逃生自救
常识,通过"一问一答"形式科普电器火灾防范要点,并演示灭火
毯、防烟面罩等家用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在消防产品展示环
节,宣传人员利用实物讲解了常见消防产品辨别真伪方法;在游戏
互动环节,设置火眼金睛辨真伪、隐患大找茬、“消”险圈圈乐等趣
味活动,让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到消防知识;在集中销毁
环节,消防救援人员对收缴的灭火器、消防水带、过滤式自救呼吸
器、应急照明灯、防火涂料等300余件消防产品进行销毁。

此次“3·15”消防产品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部门协作、
多形式宣传,提高了公众对消防产品真伪的辨别能力,增强了全民
消防安全意识,为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 李鲁)

我市举行“3·15”消防产品
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3月12日，薛城区龙潭公园内，绿萼梅悄然绽放，点点莹白的花朵随风轻轻晃动，散发着淡淡的香味。游客纷纷放慢脚步沉
醉于美景中，并拿出手机拍照，试图留住这转瞬即逝的美景。 （记者 单成镇 通讯员 王一涵 摄）

▲连日来，随着气温的回升，山亭区
凫城镇东滴水村南山上的野桃花竞相绽
放，远远看去漫山遍野的桃花把整个小山
变成了粉红色的世界，吸引众多游人前来
观光游览。 （记者 刘明 摄）

3月6日，薛城区供销社精心组织助力乡村振兴采风活动，
旨在通过摄影记录和文化交流，广泛传播乡村的独特魅力与发展
成果，吸引更多人关注乡村、投身乡村建设。

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三名留学生也满怀兴致地加入到
活动当中，近距离感受中国乡村发展的澎湃活力，感受供销社在
助力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优势。

（记者 刘一单 通讯员 孔令磊 张琦 摄）

留学生感受乡村魅力

在山亭区桑村镇艾湖村,袁初法正用
刻刀改写木头的命运。他以刻刀为笔,以
木为纸,把普通木材变成“会说话”的艺
术品,让传统木雕手艺焕发新生。

从小泡在木屑堆里的袁初法,7岁就跟
着父亲学刨木头。2002年,16岁的他带着
两把刻刀闯威海,在木雕厂当起“零工
资”学徒。手指被刻刀划破是家常便饭,
但打磨出第一件完整作品时的激动,让他
咬牙坚持下来。十年间，他辗转无锡、昆
山拜师学艺,2012年带着满身技艺回乡创
业。

“每块木头都有脾气。”袁初法的工作
室里堆满黄杨木、紫檀等原料,他像中医

“把脉”般挑选木材。创作时常常一天只
吃两顿饭,最长连续雕刻18小时。为还原

“二十四孝”故事,他翻遍图书找资料;雕
刻山亭“翼云阁”地标时,他先后去现场
三次观察建筑的细节。这个较真的手艺人
有一套“木头哲学”：用废木料练基本功,
好料子留给精品;宁可不接单也不用次
料。曾有深圳老板开三倍工资请他“以次
充好”，他当天就买票回家。“木头不会骗
人,手艺更不能掺假。”

二十年来,上千把刻刀在他手中磨损
报废,换来了百余件获奖作品。他雕的

“多子多福”石榴摆件获省级银奖,“马
到成功”被博物馆收藏,最得意的“二十
四节气”系列把农事场景刻进木纹,“袁
氏木雕工作室”被评为“第四批市级工
坊”。如今,他成立了枣庄榴恋工艺品有
限公司,带出了徒弟,还在山亭区传统村
落开了工作室。“机器一分钟能刻百刀,
但刻不出木头的心跳。”面对机械化冲
击,袁初法坚持手作温度。眼下,他正计
划和学校合作开设木雕课程,要让年轻人

知道：“老祖宗的手艺,比手机游戏有意
思得多。”

袁初法表示,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他
的首要使命就是将祖辈的技艺原原本本地
传承下去。他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加入木
雕行业,共同守护这份文化遗产。在这个
快节奏时代,袁初法依然每天雷打不动工
作 10 小时。他的最新计划是雕一套“乡
村振兴”主题作品,把手机直播、电商快
递这些新时代元素刻进木纹里。“木头记
得住时光,我要把当下的故事留给后人
看。”

袁初法:让传统木雕焕发非遗新生
本报记者 任翔 通讯员 焦兴攀 陈永

春拂花影醉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