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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庄区积极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促农民增收

我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大力规范食品药品市场秩序

今年以来，我市全面推进食品药品安全战略，开展系列

整治活动，共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1184 起，捣毁制假、售假窝

点 9 个，移送司法机关 26 起，保卫群众用餐、用药安全。

一是开展“清源”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持续一个

多月的打击食品违法犯罪“清源”行动。行动以肉制品、水

产品、蔬菜瓜果、豆制品、调味品、酒类、蜂产品、保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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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八大类食品为重点品种，以食品安全风险多发的重点养

殖种植企业(合作社)、屠宰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商品

集散地、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冷冻食品仓库以及城乡接合

部、农村地区等为重点部位和区域，以畜禽养殖、屠宰、销

售，水产品养殖、运输、贮存，蔬菜瓜果种植、运输、贮存，

食品小作坊生产、销售等为重点环节予以监督检查。共立案

查处 161 件、侦破案件 24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9 人，捣毁

黑窝点 8 个，切实保障了居民“舌尖上的安全”。

二是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大检查。根据节日期间

餐饮消费特点，针对集中承办年团圆饭、年夜饭等群体性聚

餐和其他节日期间正常营业的餐饮服务单位，尤其是大型餐

饮单位和群众习惯性聚餐的中心城区大酒店等，开展专项监

督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2348 人次，检查餐饮单位 1173 家，

责令整改 67 家，节日期间，全市没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件。

三是开展“守护舌尖安全”整治。治理整顿食用植物油、

肉制品、桶装饮用水、生产加工小作坊、“两超一非”（超

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食品中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

等带有普遍性问题的产品。截至 6 月份，全市共查办各类违

法案件 841 件，取缔无证生产经营 13 家，移送司法机关 32

起，协助公安机关食品安全刑事立案 76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48 人，刑拘 92 人，逮捕 10 人，办理食品治安案件 13 起，

治安拘留 13 人。

四是开展学校食品安全整治。共检查各类学校食堂 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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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742 份，《当场行政处罚决定

书》10 份，立案 22 家。加大对学校周边小饭桌检查力度，

将小饭桌持证情况、小饭桌登记备案情况和相关信息在当地

县区局网站和学校门口醒目位置予以公示。全市共有 490 家

学生小饭桌相关信息通过市局网站向社会进行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

五是开展药品质量提升行动。针对高风险药品、中药、

特殊药品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等六类产品开展质

量提升行动。共受理初审《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药品 GMP

认证等资料 54 份；接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托，开展药

品注册现场核查、药包材注册现场检查 8 次；指导落实 7 家

药品生产企业问题整改，消除了安全隐患。（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市民政局三项措施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市民政局以公益化为导向，通过搭建培育载体、简化审

批手续、发展公益小项目的措施，实现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建

设和创新化管理，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组织在服务群众方面的

重大作用。

一是建好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大平台”。积极培育社会

组织孵化平台，按照“政府主导、专业运作、社会参与”的

原则，高标准建设了 4500 平方米的市社会组织创新孵化园，

为社会组织免费提供培育孵化、场地支持、政策咨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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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党建指导、公益实践等专业服务。今年 6 月，举行了

市社会组织创新孵化园揭牌仪式暨全市社会组织公益服务行

活动启动仪式，面向全市社会组织征集公益服务项目 40 余

个，目前市社会组织创新孵化园入驻组织 28 家。

二是增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原动力”。放宽社会组织

登记门槛，实行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

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截至目前，我市共直接登

记社会组织 184 家。借助互联网平台，开设社会组织网上培

训班，抓好从业人员业务和政策法规培训。建立临沂社会组

织网，搭建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继续推进社会组织网上

审批、年检，并在市管社会组织中建立社会组织法人信息库，

实现社会组织相关数据的灵活查询和动态分析，全面掌握社

会组织发展动态。

三是推行社会组织接地发展“小项目”。围绕加强创新

社会治理和服务人民群众，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推动，积极组

织社会组织开展公益项目。目前，市大爱养老服务中心的“临

沂市公务员社区居家养老示范项目”，市公益小书房“公益

图书馆”，兰陵慈善义工联盟“‘小白兔’卫生包”等 40

多个为民服务项目已经成形，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市民政

局）

落实民生优先战略 打造民生共享高地

今年以来，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认真贯彻共享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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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上半年，民生支出达到 10.6

亿元，占公共财政支出的 86%。

（一）完善基础配套“利民”。全面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年”活动，与中城建集团合作开展融建一体化项目，启动实施

了杭州路北拓、临工路东拓、长安路东拓、澳门路、中山路

等道路建设，全面推进沃尔沃路北拓和沂河路两侧改造提升，

打造“十纵十二横”350 公里路网框架。新敷设各类市政管网

80 公里，实现月亮湾、皇山、李公河等社区供热全覆盖。全

面开工建设皇山、联邦、李公河三个变电站，新架、改造 10

条电网线路，共 120 公里。

（二）优化公共服务“惠民”。加快月亮湾东城、西城

和朝阳社区等建设，新建楼房 130 栋、争取保障性住房 1300

套，新增 5000 名群众回迁入住。大力推广“民生云平台”和

“12349”居家养老信息平台，打造“智慧民生”示范区。实施“银

龄安康工程”，政府出资为全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

害保险。启动康宁颐养院建设，打造国家级老年颐养示范项

目。加快开发区人民医院新综合病房楼建设，与华医心诚医

生集团合作，引进世界级心血管领域专家霍勇院士、方唯一

教授等，建设国内顶级的心血管康复中心和养老工程，加快

创建三级综合医院。新建开发区外国语学校、沂河湾小学等

7 所学校，续建开发区三小、沭河学校，完成开发区一小、

皇山小学、长安路小学大班额建设，加强教学管理，在全市

教育综合督导检查中以满分的成绩名列全市第一。提升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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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践基地运营水平，成功举办“全省第 31 届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实施“公交村村通”工程，新增 4 条公交线路、30

辆公交车，实现村居公交全覆盖。

（三）开展精准扶贫“富民”。将打赢脱贫攻坚硬仗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按照“示范引领、以点带面、平衡发展”的

思路，从产业、就业、教育、健康、金融、住房、社保、社

会等各个方面做好扶贫工作。社保扩面新增 1300 人；为 60

周岁以上群众发放基础养老金 1700 万元，标准全市最高；发

放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5000 万元；新增就业 2000 余人，转移

农村劳动力 1500 余人；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200 万元；对丧失

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做好兜底性政策保障，确保今年年底前

全面完成脱贫目标，争取在全市提前一年率先完成任务。（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沂南县旅游业开拓三条增收渠道带动群众脱贫

沂南县依托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广泛吸纳景区周边贫困

户就近就业，帮助其实现就业增收，从而带动整村脱贫。

（一）旅游景区直接带动就业脱贫。竹泉村景区与 125

户贫困户签订了帮扶协议，有劳动能力符合景区岗位需要的

贫困户优先安置景区就业，已达成用工意向 22 户。组织举办

了两期农业技术培训，指导贫困户种植土特产品，并以高于

市场价 20%的价格包销，确保两年内实现全村脱贫。马泉休

闲园长期雇用贫困户 56 人，与马泉村、辉泉村等村居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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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两年内实现脱贫。张庄镇下峪村布

拉格香草园首批吸纳本村 17 名贫困人口就业，沂蒙红色影视

基地直接安置当地农民就业 210 人，300 多名村民常年从事

群众演员、剧组用工、景区建设等工作，已直接带动常山庄

村 242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二）旅游服务业间接带动增收脱贫。目前，竹泉村景

区带动周边发展农家乐 158家，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1000余人。

竹泉村所在的铜井镇开发了阳都竹泉饮用水、品哈哈饮用水、

杜山名谷等系列旅游商品，依托竹泉旅游品牌发展了蝶恋宝

旅游电商平台、帅克电商平台，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

和农副产品销售平台。马泉休闲园马泉果业公司项目带动景

区周边更多贫困户通过发展林果业，走上致富道路。沂蒙红

色影视基地景区内及景区周边发展“农家乐”宾馆饭店、手

工艺品制作、土特产销售等 30 多家，景区内商铺 114 户，流

动摊位 200 余个，已直接带动 298 户贫困户脱贫。基地所在

的常山庄村成立了乡村旅游和农副产品购销合作社 5 家，为

农户开展餐饮住宿和农产品销售提供服务。

（三）旅游资源流转带动财产收益脱贫。乡村旅游发展，

带动了土地增值和保值。竹泉村旅游开发以来，土地流转价

格由每亩 200 元增加到每亩 1000-1200 元，村民每年人均土

地收益 800 元，村集体增收 25 余万元，带动全村 26 户贫困

人口脱贫。红石寨景区流转范家庄土地一次性支付 216 万元，

并且每年支付 13 万元土地补偿金，村民年增收 816 元，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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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年增收 60 万元，实现了全村整体脱贫。马泉景区流转周边

村荒岭山地 8000 余亩，价格为每亩 1000 多元，450 多户村

民获得稳定收入，230 户贫困户脱贫。常山庄、张庄镇下峪

村以每年每亩 1000 元的价格流转土地给周边景区，农户获得

稳定收益。（沂南县政府）

兰山区加快优质文化资源流向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兰山区强化文化载体建设、提升服务能力、组

织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快推进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到镇村社区，

惠及广大基层群众。

一是推动区级公共文化服务下移。推动区级优质文化资

源向镇街延伸，协调筹备在各镇街道设立区文化馆分馆和区

图书馆分馆，整合区、镇、村三级文艺骨干、藏书等资源，

探索上下联动的文化工作机制，方便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目

前，区文化馆成功通过第四次全国文化馆一级馆评估，区图

书馆达到了国家二级馆标准，力争 2020 年达到一级馆水平。

二是提升基层自身的文化服务能力。加紧建设镇街综合

文化站和村居社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积极打造群众家门口

的综合性文化活动场所。在镇街，高标准改造提升镇街综合

文化站工作已完成目标责任书签订。今年年底前，全区所有

镇街文化站将达到国家三级以上标准，其中 70%以上的文化

站达到二级以上标准。在村居社区，按照“五个一”标准新

建、改造、提升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31 处，确保年内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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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行政村社区建有“五个一”标准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

三是提高文化惠民设施使用率。今年上半年，全区文化

惠民设施统计使用已超过 82 万人次，预计文化惠民设施全年

使用不低于 160 万人次。面向基层组织了全民阅读、文艺创

作、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送戏下乡、文化志愿服务等群体性

文化活动。近期举行的兰山区首届农民歌会先后在半程、方

城等多镇拉开序幕，将基层文化活动活跃度推向高潮。（兰

山区政府）

罗庄区积极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促农民增收

罗庄区抓住产业转型升级机遇，大力扶持农产品搭乘互

联网便车，鼓励本地农产品企业开拓全国市场，带动农民增

收，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一是加大招引力度，推动农产品企业“触网”。重点开

展电商平台、电商运营、电商服务等专题招商会，着力引进

一批带动力强的知名电子商务企业。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请

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组织本土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

参加国内外知名展会，邀请国内知名电子商务专家、企业来

我区交流，拓宽视野，创新思路。强化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

服务，组织召开网络和人才对接会，更大力度推动实体经济

和网络经济相融合，鼓励更多企业嫁接“电商”，推进传统

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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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进一步拓展应用领域，推进农产品电子商务进程。

培育认定农村电子商务示范镇（乡），以镇（乡）为单位建

设镇级电子商务服务站，实现工业品、消费品下乡和农产品

进城。在淘宝网、一号店、京东商城、苏宁易购等平台开设

罗庄特色馆，宣传和动员组织特色产业、农产品生产企业、

农产品经济合作社等经济实体入驻，借助平台将具有罗庄地

理标志和特色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三是注重电商人才的培养，打造区域性人才培训基地。

以构建农产品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培训体系为重点，大力营造

电子商务孵化、创业环境。（罗庄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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