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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11月7日讯 为理顺县
乡职责关系，激发镇街高质量发
展活力，今年以来，滨州市委编办
锚定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这一目标，持续深化镇
街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县乡治理
体系重塑、权责重构、资源重配。

优化机构设置，重塑机构职
能体系。转变镇街工作重心，强
化基层党建、公共管理、公共服务
等职责，整合镇街审批、服务、执

法等方面力量，统筹兼顾全市镇
街相对统一性与差异性，明确“一
类事务由一个机构负责”，打破镇
街原有“七办五中心”框架设置，
在12个机构限额内，推行“必设+
选设”模式，明确必设党政办公
室、党建工作办公室、应急管理办
公室等机构，其他机构由镇街按
地域差异和产业特色自主设置。
博兴县吕艺镇发挥吕剧之乡与高
家渡革命历史纪念馆驻地的文化

旅游优势，设置教体文旅综合服
务中心，打造集特色文化、农业体
验、田园风光于一体的全域旅游
镇，唱响“戏曲圣地、红色吕艺”
品牌。

理顺权责关系，构建协同共
治机制。将构建权责统一的基层
治理机制作为切入点，编制公布
178项需镇街和县直部门协同落
实的职责任务清单，明晰县乡职
责对应关系，逐项编制实用手册

和细化手册，对职责事项颗粒化
分解，确保县直部门工作在乡镇
（街道）有岗位承接，乡镇（街道）
工作能准确找到业务指导部门。
健全完善镇街职责任务清单交办
准入和动态调整机制，构建起“照
单履职、依单办事”的县乡履职
体系。

统筹人员编制，提高使用效
益。在全省率先建立跨县域统筹
配置镇街编制资源统筹制度，推

动机构编制更好服务乡村振兴和
基层治理。实行编制分类管理、
人员统筹使用，打破行政、事业身
份界限，工作机构负责人不再与
身份挂钩，实行竞争上岗，12个
机构负责人可由公务员或事业人
员担任，可由副科级干部担任，也
可由一般干部担任，有效激发了
干部干事创业活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齐国利 通讯员 张锋

滨州创新镇街管理体制赋能基层高质量发展

镇街机构设置推行“必设+选设”模式

战火中的《渤海日报》

《渤海日报》是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时期渤海区出版物中影响
力最大的一家党委机关报，前身
是《群众报》。1943年底，冀鲁边
区、清河区捷报频传，根据地日益
扩大，八路军进一步壮大。为加
强领导，更好地适应新的对敌斗
争形势，1944年1月，清河区与冀
鲁边区合并，建立中共渤海区党
委、八路军渤海军区。原清河区
群众报社与冀鲁日报社合并，确
定《群众报》为渤海区党委机关
报，区党委宣传部长陈放兼社长，
《冀鲁日报》停刊。同年6月，渤海
区党委党报委员会又作出了关于
将《群众报》改名为《渤海日报》和
建立渤海日报社的决定。《渤海日

报》于7月1日正式创刊，张永逊
兼社长。创刊初期为3日刊，4开
4版，后改为对开四版。起初印
量2500份左右，到1945年8月增
至12000份。当时，由于国民党
统治区把纸张同药品、弹药、枪支
一样列入战备物资，严加封锁，印
行《渤海日报》的纸张，大多用手
工制造的土纸。1948年下半年，
区党委组织纸业合作社，试制成
功了土报纸，从而满足了《渤海日
报》的用纸需求。

战火中，《渤海日报》的采编
人员既是记者，又是战士，出生入
死，冒着生命的危险亲临火线，在
战斗中采写稿件，在采写稿件中
坚持战斗。1944年7、8月间，渤
海军区主力部队主动出击，发起
了以解放利津县城为中心的夏季
攻势第二阶段战役，渤海日报社
一直派记者跟部队一起行动，及
时捕捉来自战斗最前沿的“活

鱼”。在攻克利津县城外围据点
张许的战斗中，记者高光不顾个
人安危，英勇善战，冲在前头，强
攻日军营地大院时，不幸被敌手
榴弹炸成重伤。后来，他用耳闻
目睹的事实写成专稿，为报纸提
供了生动感人的报道。

每当中共中央和解放区党
委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和发出新
的重要指示，每当革命战争进入
到一个新的转折期、关键点，每
当人民的解放事业即将迎来一
个新的高潮的重要时刻，《渤海
日报》总是舆论先行，通过新闻
宣传的力量，动员群众沿着党所
指引的方向大步前行。1945年
初，《渤海日报》根据渤海区党
委、渤海军区提出的“扩军、练
兵、准备大反攻”的任务，大张旗
鼓地宣传了全区广大群众参军
的热潮，推动了大参军运动的蓬
勃发展。1946年，全面内战爆

发。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
攻，《渤海日报》于7月11日发表
了社论，号召全区党政军民“紧
急动员起来，全力制止内战，保
卫解放区”。为了粉碎国民党对
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实施的重点
进攻，《渤海日报》又于1947年发
表了元旦社论，及时传达了渤海
军区结合本区实际提出的作战
方针，号召全区军民紧急动员，
团结一致，分南北两线作战，积
极开展对国民党军的反击，保卫
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这一系
列宣传报道，对动员群众，歼灭
进犯之敌，把渤海区建成华东战
场的可靠大后方，营造了良好的
舆论氛围。

服务于抗战，服务于生产，服
务于百姓生活，成为渤海日报社
及其全体员工的一项神圣而光荣
的义务，并化作自觉行动。抗战
时期，武器枪械、弹药的补给、供

应和修理任务极其艰巨。鉴于
此，渤海日报社建立了铁木合作
社，内设翻砂车间，除修理印刷机
械外，主要任务是制造手榴弹和
维修枪械。

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争摧残
的解放区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
发展生产。1946年，渤海日报社
负责人杜振东牵头，率工商局、
银行和军区供给部的干部，携带
土布、粮食、食油、棉花等土特产
品，横渡渤海湾，赴大连开展兑
换贸易，不仅换回了一大宗解放
区所需的物资，而且还开辟和巩
固了渤海区与大连之间的海上
通道，为开展以大连为基地的敌
占城市的经济斗争探索出了一
条路子。

1950年，渤海区奉命撤销，
《渤海日报》也完成了光荣的历史
使命。

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