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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实现创业大学分校全覆盖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创业大学建设工作，在完善市级

创业大学总部的基础上，推动创业大学在各县区设立分校，

目前已实现全市创业大学分校全覆盖。

（一）探索政府主导、专业机构运营的管理模式。探索

实践政府主导、专业机构运营的三方共建模式，由市人社局、

北京华普亿方集团和临沂大学合作共建了临沂创业大学。这

种共建模式既调动了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

快了资源整合共享，又发挥了专业机构的资源优势，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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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培训实训内容和形式，为创业者和企业发展搭建了事业

平台和资本平台。

（二）探索“一点多校，覆盖全市”的运行模式。借鉴

“PPP”模式，构建“一总部、多分校”的格局。在临沂大学建设

总建筑面积 6000 多平方米的市级创业大学总部，在各区县、

各大中专院校建立分校，在全市范围内建成 36 个教学培训网

点，统一制作了创业大学分校牌匾并授牌，使培训课堂走进

高等学府、孵化基地和街道社区，把实训课程送到了城乡创

业者身边。

（三）探索创业“实训+服务+孵化”于一体的功能模式。

硬件方面，配备面积 6000 平米的培训、实训场地，设有沙盘

实训室、项目路演室，满足多种培训需求；师资方面，配备

专职管理人员、专兼职培训师和创业导师，采用“项目贯穿＋

导师指导＋技能培养＋实训实践”的立体化培养方案，为不同

群体、不同阶段和不同特点的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实训。

截至 11 月底，创业大学总部共举办 13 期学员班、培训 646

人，创业大学分校共举办 42 期学员班、受训人数达 2926 人；

资源支持方面，扶持果优农业等 5 个优秀学员创业项目，组

织 3 场学员户外活动，建立并服务 17 个校友群及班级群，为

学员搭建长期学习交流平台；创业活动方面，组织了 24 场次

创业沙龙活动，服务人数达 1 万人次以上，参与承办“中国创

翼”文创大赛、临沂市第三届创业大赛 2 场创业大赛。(市人

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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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局四项举措推进绿色交通发展

今年以来，我市通过强化政策引导、健全基础设施、加

强宣传教育等措施，提升全社会绿色循环低碳的交通运输发

展意识，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建设。

一是加强绿色交通规划引领。制定出台《关于加快推进

绿色交通运输发展的实施意见》和《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十三

五”规划》，明确重点实施“绿色基础设施、运输枢纽、节能

推广、运输组织、公共出行、驾驶维修”六大工程，计划到

2018 年全面建立绿色交通发展体系，实现绿色交通项目节约

标煤 42.4 万吨，减少 CO₂排放 131.3 万吨，绿色交通理念有

效融入行业发展。

二是加紧绿色交通的配套建设。积极建立和完善绿色交

通基础设施体系，加紧实施绿色场站、绿色公路和新能源配

套设施建设。目前全市累计打造绿色走廊路段 1860 公里；建

设 LED、太阳能照明路段 460 公里，节能技术网化示范路 100

公里；建设充电站 78 座，充电桩 1342 个，城区“五公里”

充电圈初步建成。

三是加快绿色交通的装备应用。借助国家、省市大力发

展新能源车辆的双重机遇，加大老旧车辆淘汰力度，推动新

能源车辆在交通运输行业的推广应用。目前，全市新能源车

辆保有量已达 9546 台，其中公交车 3426 台、出租车 4050

台、长途客运车 413 台、货车 1657 台，车辆总数位列全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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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

四是加大绿色交通的宣传引导。先后组织开展“节能宣

传周”、“公共出行周”、“无车日”、“绿色出行进校园”

等主题活动，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营造关注绿色交通、

支持绿色交通、践行绿色出行的良好氛围。（市交通运输局）

临港区实施立体防控保群众平安

临港经济开发区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立体

化社会防控体系，提高平安建设水平，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

度不断攀升。

（一）实施合成化巡防，护航群众安全。针对街面“两抢

一盗”案件，采取了“合成化巡防 ”举措，即“民警+专职巡防

员”的巡查模式，提高街面见警率。区治安巡防大队下设 6

个巡防中队，按照比例配备专职治安巡防队员 1227 人，投入

200 余万元购置警车 12 辆，并配备单警装备、训练器材等设

施。各级巡防队伍由区公安分局牵头，统一管理，负责预防、

控制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构建起常态化巡防体系。

（二）推进群防群治，激发社会活力。充分发挥群众力

量，各社区实行白天村干部带班巡逻、夜间民兵站岗执勤制

度，配备扩音器，打造“一分钟反应圈”，切实把安全隐患遏

制在萌芽状态。目前，全区已招募“红袖标”、“夕阳红”、“护

村队”等志愿者近 2000 人，选聘治安信息员 150 名，累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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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治安隐患 537 条，全区可防性案件同比下降 17%。此外，

区内各派出所民警轮流到各社区值班室值班，定期召开社区

平安例会，群众及时提报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实现了社区

零发案。

（三）坚持科技引领，提高防控水平。在“天网工程”的

基础上，临港区全力打造“雪亮”工程，将监控触角逐步延伸

至城乡接合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全区今年投入 2600 万元，建

成区、镇综合信息平台 5 处、监控点位 25 处，安装监控探

头 2733 个，实现重点部位区域视频监控全覆盖，建立了“空

中有监控、地面有巡逻、社区(村)有联防”的立体防控网，初

步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全民防范工作格局，切实为

全区百姓安居乐业保驾护航。（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郯城县努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近年来，郯城县采取多种措施，不断提升文化服务水平，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先后获得“全国文化

先进县”、“山东省民间艺术之乡”、“山东省首批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一是加强载体建设，增加休闲娱乐场所设备。大力推行

文化广场建设，全县 805 个自然村全部建有文化广场，每个

文化广场内搭一处百姓大舞台，配一套体育健身器材、一套

移动音响设备，每个村建一支广场舞队伍，选一名文化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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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投资 200 万元，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县级支中心，各乡镇、社区分别建有基层服务站点；

投资 500 万元，在各乡镇、社区文化中心建成公共电子阅览

室 100 多处；投资 5000 万元，建设了郯马民俗文化馆，再现

郯马地区的特色文化和民俗风情。各乡镇根据地方特色分别

建有不同类型的主题展馆，如，“民族乐器之乡”庙山镇创办

了民族乐器展览馆，“中国结之乡”红花镇创办了中国结博物

馆，“中国银杏之乡”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创办了银杏博物馆，

“杞柳之乡”李庄镇创办了杞柳工艺品展览馆。

二是优化文化服务途径，推广多种休闲娱乐方式。郯城

县文化部门联合社会艺术培训机构，先后免费开设二胡、吉

他、舞蹈、广场舞和太极拳等多种艺术培训班，聘请专业教

师，义务培训 1600 余人次。全县 12 家优秀庄户剧团组织下

乡演出 500 多场次，16 支电影放映队放映农村科教电影 4000

多场次，由 10 多名文化志愿者组成的快闪队，深入到田间地

头义务演出 24 次，全县 128 个社区的居民可以不出家门共享

文化发展成果。

三是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丰富休闲娱乐内容。邀请郯城

琴书、大鼓书艺人，每周六、周日在郯子公园、人民广场等

处进行说书表演，消失多年的传统曲艺表演再现街头巷尾。

定期组织举办二胡制作技艺大赛、中国结技艺大赛等竞赛，

宣传展示项目，挖掘了人才。春节期间，新增了民俗大拜年、

锣鼓大赛、舞龙舞狮大赛等活动。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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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少、队伍单一的情况，县文化部门多次举办非遗展演、

培训活动，发掘、培养社会人才，提供学习进修机会，引导

其参与到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中来。（郯城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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