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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讯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强磁场”。鲍沟镇以“企业需
求在哪里,服务就延伸到哪里”为宗旨,通
过创新机制、精准施策、高效服务,全力
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为镇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鲍沟镇组建工作专班，全流程代办企
业注册、政策申报等事项,实现“零跑
腿”。建立每周政企恳谈会、每月“企业
服务日”机制,聚焦用工、融资、物流等
痛点,累计解决企业难题120余项。针对

重点项目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一清单”模
式,从土地平整、管网铺设到 5G 网络覆
盖,提前完成基础设施配套,确保“拿地即
开工”。金晶玻璃集团TCO导电膜玻璃项
目建设初期遭遇资金短缺和弱电下地难
题,镇工作专班一周内协调解决,并争取到
银行 8000 万元金融授信,保障项目顺利
投产。

以“企呼鲍办・百企培育”活动为抓
手,各工作专班深入企业开展“一对一”
走访,建立问题台账动态销号。针对企业

用工难,联合人社部门举办线下招聘会,促
成就业300余人;针对融资需求,搭建银企
对接平台,推动12家企业获得信贷支持。
同时,强化政策精准滴灌,安排专人“点对
点”解读惠企政策,协助两家企业申请工
业转型奖补资金,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末梢神经”。
该镇持续优化营商生态,激活发展

“新引擎”。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平
台,实现企业开办、审批“一网通办”。聚
焦玻璃主导产业,打造“产学研用”一体

化产业链,推动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升,培
育出润禾食用菌、卧龙滩葡萄等特色农业
品牌。如今的鲍沟镇,已形成玻璃智造与
现代农业新跃升的喜人态势。

鲍沟镇始终把企业的“表情包”作
为 工 作 的 “ 风 向 标 ”, 将 加 快 推 进 中
皇、西皇村拆迁安置,为玻璃园区拓展
发展空间,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健康
驿站,吸引更多“凤凰”栖息,努力把鲍
沟建设成为投资兴业、创新创业、安居
乐业的沃土。 （徐艳）

鲍沟镇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推动玻璃智造与现代农业新跃升

缝缝补补，曾是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
场景，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传统裁缝
店的逐渐减少，居民们常常为了一件破损
衣物的缝补而发愁——找不到地方修、修
补价格偏高成了大家共同的困扰。不过，
在市中区龙山路街道的辛庄社区和道南社
区，这一难题正被悄然化解，党群服务中
心里开设的便民裁缝铺，正在用一针一线

“缝”出居民生活的小幸福。

小小裁缝铺，解决大难题

走进辛庄社区和道南社区的党群服务
中心，便民裁缝铺的标志格外醒目。屋
内，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欢快地响
着，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温馨的故事。裁
缝师傅专注地忙碌着，手中的针线在布料
间穿梭，不一会儿，一件件原本有瑕疵的

衣物就焕然一新。
“以前衣服破了，扔了觉得可惜，找

地方修又特别麻烦，现在社区有了裁缝
铺，真是太方便了！”家住辛庄社区的张
阿姨拿着刚修补好的外套，脸上洋溢着满
意的笑容。

和张阿姨一样，道南社区的李女士
也对便民裁缝铺赞不绝口。“我工作
忙，平时根本没时间去外面找裁缝店，
社区的这个裁缝铺就在家门口，利用下
班时间就能把衣服修好，真的是太贴心
了。”李女士说，便民裁缝铺不仅解决
了她的实际困难，更让她感受到了社区
的关怀和温暖。

专业又贴心，服务暖人心

为了给居民提供优质的缝补服务，辛

庄社区和道南社区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社
区精心挑选了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裁缝
师傅，邀请她们在周二来到便民裁缝铺免
费为居民提供裁缝服务，这些师傅大多有
着多年的从业经历，无论是简单的缝补、
改衣，还是复杂的裁剪、制作，都不在话
下。

除了技术过硬，裁缝师傅们的服务
态度也十分热情周到。她们总是耐心地
倾听居民的需求，根据衣物的材质、款
式和破损情况，给出专业的修补建议；
在修补过程中，她们精益求精，力求让
每一件衣物都能恢复如初。“我们参加
社区的便民裁缝服务，就是想为邻居们
做点实事，让大家的生活更方便、更舒
心。”道南社区的便民裁缝吴大姐说
道。

微服务大能量，激活治理新动能

便民裁缝铺的开设，不仅解决了居民
的缝补难题，更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它就像一根无形的纽带，将社区与
居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强了居民对社
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这里，居民们不仅可以修补衣物，
还能在这里交流互动，增进邻里之间的感
情。大家围在一起，一边看着裁缝师傅忙
碌的身影，一边聊着家长里短，原本陌生
的邻居渐渐熟悉起来，社区的氛围也变得
更加和谐融洽。

一针一线总关情，便民服务无止境。
社区里的便民裁缝铺，用小小的缝纫

“微”服务，满足了居民的“硬”需求，
织就了社区的“大幸福”。

便民裁缝铺 温暖社区情
刘守君

眼下，我市多地小麦陆续进入收获
期，农民抢抓农时，开镰收割，田间地头
到处是金色的丰收场景。图为5月22日，
农机手驾驶联合收割机在山亭区西集镇东
集村北山地里收割旱地小麦。

（记者 刘明 摄）

夏收好风景

小麦收割忙

本报滕州讯 初夏时节,漫步张汪镇
村落,宽敞洁净的乡村道路四通八达,清新
雅致的农家庭院错落有致,设施齐全的文
化 广 场 欢 声 笑 语, 栩 栩 如 生 的 文 化 墙

“绘”出文明新风尚。尤其是精心雕琢的
“口袋”小游园,与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
“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宜居宜业的乡村
“图景”。

“处处皆美景,村村绽新颜”。为打造
整洁有序、生态文明的镇村环境,厚植乡村
振兴发展“根基”,张汪镇向农村“脏乱差”
亮剑,采取全域排查、彻底整治、长效管护

的“硬核”举措,全面掀起环境卫生整治热
潮,让和美乡村焕发崭新“魅力”。

背街小巷“精细化”治理促提升。该镇
锚定乡村“净起来、亮起来、美起来”的目
标,聚焦沟渠、院落等重点区域,组织党员
干部、群众、志愿者、环卫工人等多方力量,
清理镇村节点、道路周边、河沟两岸的生活
垃圾,深入绿化带死角捡拾烟头、果皮纸屑
等杂物，铲除沿街墙面、电线杆上的乱贴广
告,规范树木悬挂物,以“绣花功夫”攻克农
村环境治理难题。同时,通过“边整治、边
宣传”的方式,号召村民化身环境整治“主

人翁”,将环境维护当作“家务事”,共建共
享洁净家园。入春以来,全镇累计投入
2000余人次,出动机械60余台,清理清运
各类垃圾顽疾300余吨。

拆违拆临“破顽疾”让家园更美丽。
该镇践行“一线工作法”,通过前期检
查、进店宣传、通知整改等举措,整合全
镇资源,组建攻坚队伍,精准锚定难点,靶
向发力。针对辖区104国道、322省道两
侧占道经营、乱搭乱建、违规摆摊、杂物
堆积等问题,以及违规设置的广告牌、标
识牌等障碍物开展专项整治。同时,执法

人员采取“重点时段盯守、重点路段巡
查、不定时突击”的方式,增加巡查频次,
开展流动式、全覆盖监管。今年以来,共
清理占道经营行为200余起,拆除各类障
碍物80余个。

精雕细琢“挑刺”找出颜值新高度。为
防止环境卫生问题“反弹”,该镇持续查缺
补漏,坚持对整治区域开展日常巡查、调
度,做好自查自纠,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
账、坚决整改、销号管理,防止边整治边反
弹,切实促进镇域环境在细节处再提升。

（记者 孙守生 通讯员 刘崇元）

张汪镇:

深耕环境整治勾勒乡村振兴“斑斓画卷”

本报薛城讯 5 月 20 日，薛城区政协举办“有事枣商量
‘心’事咱有约·聚力玫瑰文化产业 做大做强美丽经济”协商活
动，深入探讨玫瑰文化产业发展路径，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言献策。

活动期间，政协委员们实地走访了位于新城街道大吕巷村的玫
瑰种植园。该种植园作为枣庄首家专业种植玫瑰鲜切花的采摘园，
占地面积 20 余亩，以玫瑰种植、销售为核心业务。委员们与花
农、村集体组织相关人员和农业专家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玫瑰花的
生长、种植、销售情况。

在协商活动现场，薛城区农业农村局、新城街道、大吕巷村分
管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们围绕玫瑰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面临问题及
未来规划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玫瑰文化产业不仅是“美
丽经济”，更是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要持续
关注玫瑰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协商成果转化，助力区域“美丽经
济”做大做强，为薛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此次协商
活动是薛城区政协深入践行“重点工作集中攻坚年”活动的生动实
践，通过三次实地调研和协商议政，政协委员们为玫瑰文化产业发
展提供了有见地、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潘乐书 徐子棋 鲁新喜）

聚力玫瑰文化产业
做大做强美丽经济

5月21日，市中区税郭镇鲁王桥村农民在田间为花生苗喷洒农
药。小满时节，我市种植的25万余亩春花生进入苗期管护的关键
时期，农民精心管护，以确保苗壮根粗、分枝多，为丰产丰收打下
基础。 （吉喆 马辉 摄）

本报讯 5月23日,鲁南传媒产业研究院2025年工作推进会在
枣庄学院新城校区召开。

为推动枣庄地区新闻传媒研究创新发展,枣庄学院和枣庄市新
闻传媒中心、枣庄传媒集团决定在双方合作框架基础上,合作共建
鲁南传媒产业研究院。研究院在枣庄学院党委和枣庄市新闻传媒中
心共同领导下开展工作,由枣庄传媒集团、各区市融媒体中心等有
关机构和枣庄学院党委宣传部、社科处、传媒学院、音乐与舞蹈学
院、文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初等教育学院等组成。下设办
公室和枣庄市新媒体创新研究中心、枣庄市影视制作中心等五个中
心,分别负责开展影视理论与创作研究,搭建合作平台、制作优秀影
视作品等工作。

下一步,研究院将强化思想认识、组织领导、协作配合与责任
落实,打造校地校企合作新模式,建设适应全媒体时代的文化创意平
台,不断推出富含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 （记者 杨晓斐）

鲁南传媒产业研究院
2025年工作推进会召开

“今天的活动太热闹了!穿着汉服,跟大家一起包粽子、缝香囊,
特别有意思。这些传统习俗不能丢,要一代一代传下去。”5月22
日,在峄城区阴平镇西白山西村爱心食堂的包粽子现场,村民孙丽高
兴地说道。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阴平镇组织开展了“粽叶飘香迎佳
节 浓情端午共安康”端午节主题系列活动,通过包粽子、缝香
囊、踩艾草、点朱砂、端午分享等环节,增进邻里感情,推进民族团
结。

浓浓粽香飘,团结情谊长。大家身着汉服,自愿组团、分工配
合,整理好粽叶、绳子、糯米和蜜枣等原材料,为包粽子进行了充足
的准备。志愿者耐心地指导孩子们折粽叶、放糯米、填蜜枣、包粽
子、缠扎线……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不一会
儿,胖乎乎、圆滚滚的粽子填满了筐子。

现场还开展了缝香囊活动。五彩的丝线,精致的布料,在大家的
精心制作下,变成了一个个寓意吉祥的香囊。老人们为孩子们点朱
砂、挂彩绳、系福袋,寄托着对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

活动结束后,志愿者把包好的粽子进行了蒸煮加工,让爱心食堂
的老人品尝,打包送给村内的独居老人,向老人送去节日的祝福。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就是想让
村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
信,增进邻里之间的感情,共同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西白西村党支
部书记吴明介绍说。

粽叶飘香迎佳节
浓情端午共安康

本报记者 孔令合 通讯员 苏娜

劳动能力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有时限吗？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工伤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

重要依据。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需符合什么条件？
1.工伤职工经过治疗后，伤情处于相对稳定后存在

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确认是因工伤原因造成职工身
体上的残疾；

2.工伤职工的残疾将对以后的工作、生活产生直接
影响，并且伤残程度已经影响职工本人的劳动能力。

因此，如果职工只是受到轻微伤害并不影响劳动能
力则无须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需要什么材料？由用人单位、工
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申请劳动能力初次鉴定，填写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并
提交下列材料：有效的诊断证明、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
理有关规定复印或者复制的检查、检验报告等完整病历

材料；工伤职工的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
效身份证明原件。

什么情况可以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1年后，工伤职工

或者其近亲属、所在单位或者经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
生变化的，可以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
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对复查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向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
定。

劳动能力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的时限明确规定，按
照初次鉴定的时限执行。

一般情况下，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在收到劳动能
力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

如果工伤职工伤情复杂，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
期限可以延长30日。

中暑算工伤吗？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患职

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也明确规定：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
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据此，如果工作中暑是由于工作环境中存在的高温
因素直接导致的，并且经过诊断为职业性中暑，那么这
种情况可以被认定为工伤。

工伤知识快问快答

本报讯 5月23日，山东省妇联家书家信传家风主题活动在我
市举行。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岳利娟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陈永生出席并致辞，枣庄学院党委书记高峰，李存杰、
徐玲参加。

与会人员参观“传承好家风 共筑家国梦”家书家信传家风主
题展。活动现场，对枣庄市家庭教育工作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进
行了表扬。

岳利娟指出，全省各级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要求，以“家家幸福安康工程”为总抓手，持续深化家庭文明建
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家庭服务巾帼行动，推动家庭工
作不断走深走实。希望各级妇联在家庭文明建设、家庭教育指导和
家庭关爱服务上持续发力，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上取得新成效。

陈永生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枣庄市将以本
次活动为契机，聚焦全面参与、广泛传播、教育实践，让优良家风

“活起来”“传下去”，为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贡献更多枣庄力
量。 （记者 李帅）

山东省妇联家书家信传家风
主题活动在我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