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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川
以营商环境的大优化
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淄川区委书记 李新胜

对标深圳等先进地区，深刻
感受到淄川的差距不足，一是干
部思想解放程度不深、境界标准
不高、改革创新魄力不足、主动
担当作为不够。二是政务服务
的碎片服务、被动服务较多，主
动服务、系统服务欠缺，堵点断
点盲点仍有存在，部门掣肘问题
需要重视。三是“双招双引”比
较粗放，在聚合资源、完善配套、
打造生态上还需努力。下一步，
淄川将以此次大讨论大反思大
提升为契机，坚持高位驾驭、精
心组织、全力推进，借势借力推
动思想解放、改革攻坚、营商环
境优化等全方位走在前列。

一是坚持对标先进、更新观
念，加速思想破冰突围。通过集
中学习讨论、专家辅导讲座、干
部进名校、组织赴深圳学习考
察、干部交流挂职等方式，推动
各级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转变思维。进一步强化宗旨观
念、服务意识，提升素质能力和
业务水平，强化“三化理念三种
思维”，真正把群众和企业当家
人，把群众和企业的事当家事，
加速“政府思维”向“企业视角”、

“干部姿态”向“群众位置”、“被
动服务”向“主动作为”转变，切
实以躬身入局的自觉，在优化营
商环境中担当关键变量。

二是坚持系统思维、流程再
造，创响淄川服务品牌。以“一

号改革工程”为抓手，对210项任
务清单实行ABCD分类管理，以
流程再造加快程序革命和效率
革命。推行全生命周期服务改
革，在自然人层面，逐步实现出
生、入学、就业、婚育、退休、去世
等各个生命阶段办理事项的集
成服务、联合办理；在企业层面，
推进“一链办理”集成式服务、行
业综合许可“一证化”改革，完善

“一站式”办理工作流程。强化
信息化支撑，加速信息共享，更
多实现“网办”“秒办”“全时办”

“随处办”。提升完善政策兑现
平台和企业“110”平台，回应企
业需求“痛点”，提供更多“走心”
服务。

三是坚持平台思维、生态思

维，打造良好发展生态。在平台
载体上，推进众创空间、孵化中
心、高创中心、产业城、专业园区
等平台建设，完善园区生活生产
配套，让投资者可以“拎包入
住”。在“双招双引”上，健全“六
个一”平台招引新机制，完善“三
百三行”产学研机制，推行招商
专员制度，为投资者提供“私人
定制”服务。在金融信贷上，办
好政银企合作促进会，支持企业
资本运作，用好产业发展基金和
创投基金的“催化作用”，切实为
投资者赋能助力。在政策支持
上，全面兑现中央和省、市政策
要求，落实好“厚植本土六条”

“抗疫援企六条”“支持企业上市
六条”“农业产业发展十条”等奖

励政策，以政府诚信坚定投资者
的信心决心。

四是坚持创新制度、完善机
制，树立实干担当导向。坚持市
场化思维，探索“花钱买服务”的
方式，将更多政府事务和服务通
过社会机构专业高效运作。建
立“干部实名推荐”“负面清单管
理”规程，健全正向激励、履职容
错机制，强化“上级为下级、组织
为干部、干部为事业”的担当导
向。突出作风监督检查，严肃查
处破坏营商环境行为。驰而不
息纠治“四风”，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努力为基层干部减负解
压、松绑助力，以正气充盈的政
治生态，推动营商环境的持续
优化。

文/图 记者 张亚军
通讯员 闫盛霆 唐琼

“去年9月份，我参加镇上举
办的猕猴桃种植技术培训班，学
习种植技术后，种了半亩地猕猴
桃，今年靠猕猴桃家里可增收
2000元以上，2年后进入盛果期，
预计能够带动增收5000元以
上。”7月21日，淄川区太河镇城子
村贫困户燕希伦干劲十足地清理
着猕猴桃树下新长出的杂草。

太河镇是市级扶贫工作重
点镇，目前有脱贫享受政策的贫
困户5952户、10278人。为巩固
脱贫成效，提高对“老弱病残”特
殊贫困群体帮扶力度，根据全镇
贫困户劳动能力和自身脱贫动
力，进一步细化贫困户类别，分
类实施“引扶帮包”，因户因人制
定具体可行、清晰管用的作战
图，确保扶贫措施靶向落实
到位。

分级管理为主 扶贫针对性更强

像燕希伦这样的属于B类贫
困户，太河镇有2312户，重点以

“扶”为主，通过帮助就业、安排
公益岗、落实帮扶政策等措施，

提高自主发展增收能力，增强自
主脱贫本领。

为建立形成脱贫长效机制，
对全镇脱贫享受政策的贫困户
实行贫困户分级管理。镇党委
政府制定统一评分标准，严格按
照“两评一审一公示”程序进行
分类分级。村“两委”在充分考
虑贫困户家庭生活状况、务工情
况和收入水平等情况，通过定性
分析、定量打分综合评定贫困户
脱贫质量等级，确定“发展能力
较强、发展能力一般、发展能力
较弱、无发展能力”四个类别，分
别对应“A、B、C、D”四类，评定结

果经镇扶贫办审核通过后，再由
村民代表会进行评议，评议结果
进行公示无异议后，方可确定贫
困户分类，有效实现了分级评定
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对3112户A类贫困户，以
“引”为主，通过扶智扶才，帮助
学技术、上项目、搞经营等，引导
自主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太河镇纱帽村贫困户李玉忠家
被选定为A类户后，积极响应村
里的引导，扩大黄烟种植面积，
由原来的平均2-3亩，发展到现
在的6亩以上，其家庭2019年仅
黄烟种植收入就增加了5000元

以上。
对474户C类贫困户，以“帮”

为主，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性帮
扶，对其落实产业项目差异化分
红、困难救助等政策、提供各类
援助。扶贫项目差异化分红重
点倾斜发展能力较弱的C类贫困
户，2020年8月底，C类贫困户可
拿到比B类贫困户高1.5-3倍的
项目差异化分红。此外，太河镇
募集30万元成立扶贫救助基金，
对92户因病因灾导致医疗支出
大的贫困户落实了困难救助19.1
万元，对16户因病因灾存在致贫
风险的一般户落实即时救助
政策。

对54户D类贫困户，以“包”
为主，强化兜底保障，通过政府
集中供养、购买社会供养服务、
发放生活补贴、邻里互助、镇村
重点挂包等方式，多举措解决因
老、因病、因残造成的突出问题。
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纳入低
保范畴，符合低保转五保条件的
及时转为特困供养户，去年以
来，太河镇新纳入低保120户190
人，为157人办理残疾证。目前，
全镇36名D类贫困户已安置到敬
老院实施政府托管供养。

动态管理为辅 分级设防

“太河镇现有脱贫享受政策
的贫困户5952户、10278人。随
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贫困户家
庭条件和家庭人口不断发生变化，
生产生活也相应发生新的改变，需
要及时因户施策，积极应对，确
保扶贫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
上。”太河镇党委书记张行海说。

在贫困户精准识贫分类的
基础上，太河镇对贫困户ABCD
四类人群实施动态管理，原则上
全镇范围内每半年调整一次，具
体情况由各村根据各类脱贫户
的变化情况及时掌握。

对于家庭因突发事件发生
重大变故的，由各村严格按照分
类程序进行评定，确定新类别；
对出现反向等级变化的贫困户，
及时启动即时帮扶、临时救助等
保障措施，努力提高贫困户脱贫
的稳定性、可持续性。

此外，镇党委政府积极协调
挂包部门和帮扶责任人，开展定
期上门走访，了解帮扶对象家庭
情况，及时掌握动态变化，落实
帮扶措施，进一步提高扶贫帮扶
的针对性。

淄川区太河镇

因户施策 构建“引扶帮包”扶贫新机制

文/图 记者 张亚军
通讯员 高荣长 张进

晨报讯 7月21日，两座崭新
的公交站亭样板在淄川鲁泰文化
路体育场站亮相，引来市民围观。

“太漂亮了，而且特别干净，配上
新修的马路，感觉很高大上！”“设
计美观大方，既环保又舒适，站旁
就是新建的城市书屋，等车的时
候还可以顺便看看书。”路过的市
民对新站亭赞不绝口。

今年，淄川区松岭路和鲁泰
文化路的升级改造工作有序开
展，作为道路两侧非常重要的、
处于直观显要位置的配套附属
设施——— 公交站亭的改造工作
被提上日程。为此，淄川区交通
运输局对松岭路和鲁泰文化路
上30处公交站亭进行了重新设
计，设计方案已取得区政府的审
议通过，公交站亭的安装工程正
在有序进行中。此次新公交站

亭的亮相，能够有效提升淄川城
市形象，有利于淄川开展争创文
明城市工作，同时还能够优化淄
川的营商环境、改善群众的乘车
条件。

“认真做好松岭东路和鲁泰
文化路公交站亭升级设计工作
是我们的职责，而人民群众对于
新公交站亭的肯定，更是我们开
展工作的强力支持。”淄川交通
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说。

新公交站亭样板亮相淄川街头

农户正在果园内打理果树。

全新的公交站亭在淄川城区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