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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实现从连片贫困到整体脱贫，再到全面小康“三级跳”——

产业兴旺聚成发展优势产业兴旺聚成发展优势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五金业迈向“四化”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最近到一些地方联系采访，不

时 会 听 到 这 样 一 句 话 ：先 等 等 再

说。为啥要等？新领导刚上任，未

必愿意走过去的老路，等等看有啥

新思路。

原 来 如 此 ！ 今 年 是 基 层 换 届

年，各地村、乡、县、市四级陆续迎来

新领导班子。新官上任三把火，新

人 要 有 新 气 象 ，自 古 有 之 ，本 属 正

常。但是，也有个别地方出现了“新

官不理旧账”，甚至连“收账”都不理

的情况，令人关注。

实事求是地讲，新官不想走老

路，并非简单地不担当、不作为，个

中 原 因 十 分 复 杂 。 有 的 是 与 时 俱

进、因时因势而为，提出自己的新想

法 、新 思 路 ，或 许 能 比 前 任 做 得 更

好；有的是因为前任的做法不尽完

善 ，需 要 补 充 调 整 再 提 升 ，只 不 过

“修补”之心操之过急；有的是前任

留下烂摊子，剪不断理还乱，不是短

期就能解决，索性高高挂起；也有的

是想标新立异，不愿按部就班、萧规

曹 随 ，为 凸 显 自 己 的 政 绩 ，盲 目 地

“猛打方向盘”。

对一个地方的群众福祉和长远

发展来说，最怕的就是换届之后“急

转弯”。不可否认，以前出现过不少

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有的地方领

导干部在谋划工作时拍脑袋决策，推进工作时拍胸脯保

证，后又拍屁股走人。

近年来，随着地方科学决策机制和权力约束机制的不

断完善，拍脑袋、一言堂等现象已经大为减少，地方的总体

规划、目标任务、发展路径、产业布局、推进措施等出台过

程的制度化、科学化、合理化水平大幅提升，需要一张蓝图

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必须以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的态

度来实现落地见效。倘若前任定下的好路子、引来的好项

目，搁置一边，不闻不问，偏要自己另起炉灶重开张，岂不

可惜？

不管是重打锣鼓另开张，还是急转方向探新路，对错

之分无非两字：公与私。如果是一片公心，为事业、为人

民、为大局、为长远，对前人之路进行改进完善，不仅无可

厚非，还会令人拍手称赞；如果是一己私心，为政绩、为提

拔、为变而变、为新而新，盲目地好高骛远、脱离实际，不仅

受人非议，还会贻害无穷。

老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倘若后人接手另栽新苗

甚至还拔苗毁苗，小小树苗何时成荫？后人之后人又何时

才能乘凉？因此，既必须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必

须有“功成必定有我”的奋斗精神。

本版编辑 张 虎 徐 达 祝 伟

杭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大数据赋能全面小康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富岑滢

最近，杭州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党总

支书记姜丽娟，常去镇里的“大下姜”乡村大

脑运营指挥中心“打卡”。“如今，下姜村36家

民宿的用电数据已接入‘大脑’，乡村旅游淡

旺季一目了然。”姜丽娟说，平台还接入了人

员车辆识别、治安监控、智慧消防、智慧城管

等，数字乡村大有可为。在下姜村，大数据

赋能全面小康的新篇章正悄然翻开。

下姜妙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大棚内，卷

帘、排风、采暖、浇灌等电气自动化设备，都

实时接入乡村智慧能源平台开展用电监测

和分析。“智慧化改造后，大棚用水节约近

40%，肥料利用率也提高 30%，每亩收入多了

万把块。”公司技术主管姜承堂说。

在“栖舍”民宿，游客扫码入住后，就能

获得一张“电子碳单”，显示住店期间的能耗

和 排 名 。 能 耗 少 的 还 可 赢 积 分 抵 房 费 。

2019 年，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启动“低碳入住

计划”，这一通过电力大数据计算出的“碳

单”，为浙江500多家酒店降低能耗近10%。

近年来，在“跳出下姜发展下姜”的辐射

带动下，下姜村还和周边24个行政村抱团成

立了“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推进“平台

共建、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塑”。

“一年产值100万元，这在以前想都不敢

想。”杭州白马群聚家庭农场位于淳安枫树

岭镇白马村，农场主廖农建介绍，农场的“白

马地瓜干”如今印上了“大下姜”的招牌，销

量不断提升，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急需添

置电加工生产设备。

村口的“红船·光明驿站”了解情况后，

两名国网杭州电力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员

主动上门，测算新设备用电容量。没过多

久，村里新增了一台容量 200 千伏安的变压

器，解决了家庭农场的用电问题。

2 月 19 日，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到下

姜村调研，在“红船·光明驿站”，袁家军

实地了解了供电服务“一次都不跑”、党员

责任区网格化、乡村智慧能源服务平台、

“惠农帮”扶贫等工作，为驿站智慧办电、

惠农助农点赞。

近年来，国网杭州供电公司依托共产党

员服务队，以“‘红船·光明驿站’一次都不

跑”为主阵地，推出打造“坚强农网”、电气化

赋能产业升级、畅通光伏接网绿色通道等服

务举措，形成“网上国网 APP线上办、‘红船·

光明驿站’就近办、客户微信群上门办、独居

老人等特殊群体由红船青年志愿者帮您办”

电力“便民服务四个办”举措，推动乡村从

“用上电”到“用好电”。如今，22家“红船·光

明驿站”遍布杭州乡村。据统计，2003 年到

2020 年，下姜村户均容量上涨 9 倍，供电可

靠率达到99.9946%，服务满意率100%。

2020 年，下姜村实现旅游收入 4626 万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2433 元，较 2003

年增长了 11.6 倍，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先富带后富，“大下姜”联合体实

现跨越发展。与抱团前的 2017年相比，2020

年大下姜区域行政村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经

营性收入分别增长 121.5%、156.2%，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6.0%。

一个窗口受理，“一枚印

章”办结。在河南省商丘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办理行政审批

手续，申请者在审批服务局服

务窗口提交申请后，无论涉及

多少个部门，都是在后台内部

流转，材料合格当天出证，免费

刻章。

近年来，商丘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积极探索政府职能转

变，精准发力，将各部门所有行

政审批职能划转至审批服务

局，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

改革服务模式，构建更具活力、

更加简便的审批服务机制，为

群众和企业提供高标准、高品

质、高效能的政务服务平台，推

进营商环境优化。

该局首先对划转的 140 项

审批事项全面梳理，列出办事

清单 191 项，其中要求即办件

73项，承诺件 100项，减少办事

材料 76 项，提高办事效率 80%

以上。其中 66 项政务服务实

现“最多跑一次”，10 项高频办

理事项实现“零跑腿”，为企业

和群众提供“网上申请、线上办

理、实名认证、在线咨询、免费

邮递”的全方位服务。

该局还设立 24 小时自助

服务区，社保自助一体服务机、征信查询系统、发票自助申领

机、发票代开自助服务机等多台终端机器为群众办理事务。

审批服务局三个审批科室实行首受全程负责制。

同时，该局还全面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如工程建设项

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制改为由设计单位承诺制。“一枚印

章”囊括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确保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减至50个工作日以内。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审批服务局负责人邓先进说，

简便程序是为了方便群众与企业。同时，所有审批在许可

后，及时向相关部门推送信息，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利用信息

双向推送共享机制，做到往来有痕迹、责任可追溯。2020年 7

月 1日运营以来，受理审批事项办结率达 100%。今后将立足

职能职责，进一步精简事项、优化流程，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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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高，沂水长。革命战争年代，山

东临沂革命老区“村村有烈士，家家有红

嫂”，他们用热血把忠诚和担当写在了八百

里沂蒙大地上。如今，沂蒙儿女继续传承

着沂蒙精神，从当年“跟着党闹革命”，到

如今“跟着党振兴老区”，奋力谱写着振兴

革命老区经济的新篇章。

小蓝莓成就大产业

农学专业毕业的陈玲是一名“80 后”，

也是临沂市临沭县一名经营着160亩蓝莓种

植园的新型职业农民。她所在的大兴镇是

享誉鲁南苏北的蓝莓生产基地，全镇蓝莓

种植面积 1.6 万亩，年产量 24000 吨，销售

收入6亿元。

大兴镇是临沭县三个重点贫困镇之

一，2013 年底，该县有省定贫困村 10 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 4254户 8852人。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让大兴镇的蓝莓种植产业迎

来了重要发展机遇期。在各级政策的扶持

下，大兴蓝莓逐渐完备了从良种培育推

广、产业技术服务、品牌建设、销售网络

建设到冷链物流、鲜果存储以及果脯、饮

品深加工等完善的产业体系建设，大兴蓝

莓种植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经历了创业期的艰辛，陈玲的蓝莓种

植园也在 2018 年进入丰产期，当年销售收

入150万元。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下，大

兴镇蓝莓种植面积从最初的 1000 余亩发展

到了 16000 余亩，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200余

名，蓝莓种植户达到 2000余户，1.5万人因

蓝莓产业实现了就业。大兴镇也因蓝莓产

业的发展壮大成为远近闻名的蓝莓深加工

基地、蓝莓旅游文化中心、独具鲁南苏北

民俗风情的特色“蓝莓小镇”。从种植到深

加工再到文化旅游发展，大兴镇以蓝莓为

核心的“新六产”产业结构初步成形，蓝

莓产业的集聚效应不断扩大。

穷山沟吃上旅游饭

远山如屏，沟谷深邃。兰陵县压油沟

村生态环境优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山清水秀，民居多为传统石板房，依山而

建，临水而居，错落有致，乡土气息浓

郁，是典型的北方古村落代表。然而，就

是这样一处好山好水，因为交通闭塞，曾

是省定扶贫重点村。近年来，兰陵县实施

乡村旅游扶贫，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变为经

济发展优势。

曾长年在外打工的压油沟村村民夏永

春，2017 年，在景区开办了“老咸菜坊”，

用传统工艺晒大酱、做咸菜，没想到一下

就火了。他用石碾加工韭菜花酱菜时，引

来游客排队抢购，一天能卖出 800 斤左右。

他仅靠现场售卖辣椒酱，一年就收入七八

万元，还帮助另外几名村民在家门口脱

贫，日子越过越红火。自打端上了旅游饭

碗，压油沟村已顺利摘掉了贫困村“帽

子”。“五一”假期，压油沟村共计接待各

地游客10万余人。

兰陵县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成功创建

了“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中

国最美文化休闲旅游名县”。压油沟村、代

村先后被文旅部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苍山街道小东山村、鲁城镇庄岭等9个

村庄被山东省文旅厅列入全省村庄景区化

名单。压油沟旅游扶贫实践相继入选 《山

东省文化旅游扶贫典型案例汇编》《2020世

界旅游联盟减贫案例》。

物流业助力“三级跳”

从村集体负债高达 1450 多万元到成为

全国物流行业标杆和江北最大的网红基

地，临沂市兰山区李庄社区通过发展物流

产业实现了凤凰涅槃。“国家物流枢纽顺和

国际智慧物流园项目 2020 年 5 月动工，今

年年底前将投入运营。”顺和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赵玉玺说。

上世纪 80年代，临沂是全国 18个连片

贫困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临沂人敢

闯敢拼，艰苦创业，从当年舟车不通的四

塞之崮，到如今发展成为万商云集的全国

规模最大专业批发市场集群和江北物流之

都，实现了从连片贫困到整体脱贫，再到

全面小康的“三级跳”。目前，兰山区拥有

87 处专业批发市场、6 万多种商品、2000

多条物流线路遍及全国。

在物流支撑下，兰山直播经济崛起，

日快递发单量达150万件。一季度，临沂快

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2.76 亿件，居山东省第

一。目前，兰山区拥有 87 处专业批发市

场、市场商户 10.2 万余户，拥有物流园区

23 处，2000 余条物流线路辐射全国所有县

级以上城市。2020 年，实现市场交易额

2439 亿元、物流总额 5380 亿元、网络零售

额195亿元。

凭借着生产运输成本比全国平均低 1/3

的优势，兰山周边还诞生了“服装专业

村”“陶瓷专业村”等近2000个专业村。仅

兰山木业，就带动了30万人就业。“我们村

三成是小老板，七成在板厂打工。”代庄村

党支部副书记凌在开说。

商城发展反哺着社会。兰山区精选了

118 家 商 城 企 业 加 入 “ 百 企 精 准 扶 贫 联

盟”，与包括省定贫困村在内的 118 个经济

薄弱村结成帮扶对子，捐助资金达 1500 万

元。商城企业君发礼品负责人徐军推出接

地气、可复制的“扶贫、扶心、扶志、扶

智”孤贫儿童帮扶模式，发起的孤贫儿童

心理辅导志愿者服务团有 8000 多名志愿

者，对接帮扶 4000 多名孩子，成为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

2020 年，临沂革命老区生产总值超过

6500 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8000

元。“十四五”时期，山东优先支持将革命老区

县列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让沂蒙革

命老区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

前段时间，山东临沂市河东区现

大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诸葛

瑞强十分焦急，“眼瞅着大批大型工

程机械引导轮订单，可就是不敢接。

因为我们的加工设备不够精密，造成

产品稳定性和一致性不是很好，这样

的产品肯定得砸自己的牌子”。

诸葛瑞强说，引导轮生产最关键

的工序是中频淬火，好的固态中频淬

火成套设备可以准确对参数进行设

定，提高产品的精密度。可是，市面

上一套好的固态中频淬火成套设备

要 200 万元左右，这对于这家小本经

营的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五金产业是河东区的传统产业，

“家家叮当响，户户冒青烟”的小五金

作坊曾在这里“铺天盖地”，锤、凿、

剪、锯、锉等小五金一度叫响全国，但

科技含量低、低质化和同质化等问题

严重的传统生产方式已走到尽头。

像现大公司这样亟待转型升级的小

五金企业，河东区有650多家。

为推动五金产业向集约化、智能

化、高端化、绿色化方向发展，自 2019

年开始，河东区推出《技术改造差异

化奖补政策（试行）》，设立了上不封

顶的技改奖补资金池，对企业购置的

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单台套 50 万

元以上的设备、机器人和智能化制造

系统等进行补贴。前不久，“五金专

班”在调研中发现现大公司智能化改

造速度较慢，立即帮助企业申请了项

目投入12%的技改补贴。

“这个政策真是及时雨，我们用

政府给的 37 万元的补贴作为首付

款，新设备很快采购到位。现如今，

不仅产品加工精度得到保证，而且生

产效率翻番，每个零件成本还节省了

30%多。”诸葛瑞强说。

据了解，眼下，河东区已累计兑

现技改奖补 3433.3万元，解决了一批

五金企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其中，

永安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天元建设机

械有限公司、临沂华龙铸业有限公司

等多家企业实现了智能化生产设备

的升级改造。

“我们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三年集

中攻坚行动，按照平台思维、全产业

链视角、集约化发展的思路，坚决改

造提升传统动能，让‘小五金’长大。”

河东区委书记隽新阳说。

近年来近年来，，沂蒙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沂蒙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临沂以涑河为轴临沂以涑河为轴，，两侧兴起江北最大的商贸集群和物流园区两侧兴起江北最大的商贸集群和物流园区，，图为临沂涑河沿岸新景图为临沂涑河沿岸新景。。

张正直张正直摄摄

（上接第一版）

农行寿光支行上口分理处主任牟欣楠说：“作为基层

网点负责人，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菜农，看到寿光蔬菜

与‘寿光模式’的腾飞，更加坚定了服务‘三农’的信心和决

心，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子会越走越宽阔。”

《齐鲁不凡》系列报道还反映了昌邑市探索农业规模

经营发展让农民得实惠的做法。昌邑市委书记吕珊珊说：

“作为‘三个模式’的参与者、实践者，我们对农业充满了感

情，也有许多期待。我们将积极创新、大胆探索，为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贡献力量。”

“《齐鲁不凡》系列报道对我们摸索出的‘潍坊模式的

昌乐路径’给予充分肯定。”昌乐县委书记刘裕斌说，“下

一步，我 们 将 全 面 推 广‘ 党 支 部 + 合 作 社 ’模 式 ，努 力 形

成 党 建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同 频 共 振 的 格 局 ，走 好 乡 村 振

兴的每一步。”

标准制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齐鲁不凡》数次提及全

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党组书记、

主任付乐启说：“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立足潍坊，抓好设施蔬

菜全产业链标准研制和推广这个关键，为在全国推广应用

标准提供潍坊示范和样板。”

山东省委农办主任、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希信

说：“《齐鲁不凡》系列报道围绕‘三个模式’深入调研、全方

位报道，为山东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

持，这必将进一步激发山东‘三农’干部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的工作热情和激情。”李希信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三个

模式”的肯定，是对山东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不断探索新

路径的鼓励和鞭策。今后，山东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认识、提高站位，大胆探索、继

承创新，让“三个模式”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新征程

中，展现出卓尔不凡的生命力。

在乡村振兴中交出不凡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