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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我市“建设与应用并重”推进教育工作信息化

市民政局五个统筹织密编牢民生“保障网”

莒南县书柜进农家 文化泽农人

蒙阴县加强帮促全力提升残疾人服务水平

罗庄区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确保社会治安稳定

临港经济开发区以项目建设促进民生改善

我市“建设与应用并重”推进教育工作信息化

我市以促进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开展“三通两平台”

建设为契机，牢牢把握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

理念，大力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

一是全面加强“三通两平台”建设。根据年度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教育信息化建设目标计划，落实月实施目标任务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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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进行跟踪式指导与督查，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三通两

平台”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宽带网络“校校通”学校建设

781 所，多媒体“班班通”3978 个，计算机 27244 台（其中

教师机 8464 台、学生机 18780 台），建设“人人通”空间

17969 个。各县区教育优质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均已建成，并

与国家、省、市实现了对接。

二是积极构建城乡学校发展共同体。推动网络互动教室

和“专递课堂”建设，新建录播室 53 个，“专递课堂”互动

录播室 12 个，利用网络同步的优势，实现城乡学校一对一远

程网络互动教学和教学研讨，真正实现了优质资源共享的均

衡发展。

三是巩固“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成果。目

前，57 个农村教学点均能在中央电教馆资源中心、教学点数

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等网站下载各科资源，并组织课堂教

学。部分项目学校还利用摄像头等网络设备，与在外打工的

父母视频交流，打造亲子课堂。

四是不断提高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先后开展全

市教育信息化应用工作推进现场会、微课制作专题培训、电

脑机器人教师培训、“课堂教学、微课程录制技术”培训、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等活动，培训全市教师 1350 余名。先

后组织参加了全国教育信息化应用展演、全国教育信息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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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与应用典型案例征集、中小学电脑作品评选和机器人竞赛、

全市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软件技能大赛等活动，提高

应用水平。（市教育局）

市民政局五个统筹织密编牢民生“保障网”

市民政局以困难群众需求为导向，在五项具体工作上下

足统筹功夫，逐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消除救助“盲区”、

兜住保障“底线”，织牢民生“保障网”。

一是制度统筹。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出台《临沂市社会

救助办法》，对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

教育、住房、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等 8 项救助制度的救助对

象、标准、程序等进行调整规范，形成了各有侧重、相互补

充的救助制度体系，破解了社会救助制度“碎片化”问题。

二是机制统筹。市、县两级均建立了社会救助联席会议

制度，分别由市、县（区）政府副市、县（区）长任总召集

人，各救助管理部门负责同志任成员，加强沟通交流，密切

协作配合，形成了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

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加快推进社会救助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建设，统一受理、联合办理群

众诉求，全市 156 个乡镇（街道）已有 146 个完成建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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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群众诉求 2.5 万个，发放救助资金 3425.8 万元。

三是信息统筹。成立市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指导中

心，整合公安、人社、工商、税务、农机等部门信息资源，

对低保申请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财产等进行核对，全面掌握

申请人家庭的经济状况，准确、高效、公正地认定救助对象，

避免漏助或重复救助。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核对约 57.7 万人

次，核对处理疑点数据 3117 条。

四是资源统筹。积极动员社会力量特别是慈善组织参与

社会救助，充分发挥其方式灵活、一案一策的特点，搭建起

政府救助资源与民间慈善救助资源衔接平台。今年联合中国

宋庆龄基金会、北京志远功臣关爱基金会等社会力量，为 196

名先心病儿童进行免费手术，为 590 名抗战老兵发放慰问金

178 万元；全市各级慈善组织共募集资金 4307.2 万元，接收

物资 2300 万元，救助困难群众 3.3 万人次。

五是城乡统筹。贯彻落实国家、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

有关要求，整合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统筹城乡低保制度，不

断加强社会救助制度的公平性。适应新农合与居民医保合并

的新要求，建立了市级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平台，

并于 11 月底前完成各县级平台建设。稳步缩小城乡低保差

距，将城乡低保保障标准之比缩小到 1.65：1，到 2019 年控

制在 1.5：1 以内，并逐步实现“一体化”。（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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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县书柜进农家 文化泽农人

莒南县对中央推行的“农家书屋”工程进行突破、拓展

和延伸，创新开展“农家书柜”工程，通过“你点书、我送

书”的模式，盘活农家书屋“家当”，把农家书屋的藏书化

整为零，分放到各家各户，让农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丰盛的

“文化大餐”。

一是政府重视，全力引导“农家书柜”工程。县委县政

府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加快农家书柜建设的实施意见》，成

立了由县委副书记任组长，分管文化工作的县领导任副组长，

县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任成员的县农家书柜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整个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推进，并将“农家书柜”工作

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同时，统一设计“农家书柜”

式样，小巧实用，可以放在茶几上，也可以放在床头上或挂

在墙上，每个书柜都可以摆放 10-20 本图书。

二是以点带面，分步实施“农家书柜”工程。将“农家

书柜”工程与“第一书记”任职村、乡村文明示范村有机结合，

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选择农家书屋建设较好、农民读书意

愿较强的村庄为试点村庄，以点带面，逐步推开。目前，全

县有 152 个行政村推行“农家书柜”建设工程，5.6 万家农

户拥有了小书柜，受惠群众 21 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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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健全机制，充分保障“农家书柜”工程。制定了《农

家书柜管理办法》、《农家书柜图书免费借阅使用协议》、

《农家书柜图书管理员职责》等制度。书柜图书实行动态管

理，每半月一次更换，每季度一次轮换，村民根据自己的需

求自由选择喜爱的图书。为保证图书及时更新，还建立起了

县图书馆、村农家书屋、农户农家书柜资源共享、上下联动

的“三位一体”长效机制。

四是社会认可，充分肯定“农家书柜”工程。“农家书

柜”工程的推广实施，让文化惠泽农村、书香浸润农家，切

实解决了农民看书难的问题，成为农民津津乐道的一桩文化

乐事。《农民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大众日报》、

《图书馆报》、新华网、人民网、大众网等新闻媒体分别予

以报道。2015 年，莒南县图书馆以农家书柜为主题提交的服

务案例参加全国第五届百县馆长论坛，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评

为一等奖，并在大会作经验介绍。（莒南县政府）

蒙阴县加强帮促全力提升残疾人服务水平

蒙阴县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把残疾人服务作

为一项重点民生工程来抓，以“筹资、办证、帮扶”为工作

重点，采取三项有力措施，持续推进全县残疾人事业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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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一是借助社会力量，构筑爱心屏障。为进一步提升残疾

人群体服务水平，拓宽服务领域，积极寻求社会爱心力量注

入，将“助残扶残”纳入社会合力救助的“大盘子”，协调

爱心企业、团队和个人共同为残疾人群众解决迫切需求，送

去社会温暖。今年以来，累计筹集社会助残资金 15 万元，为

贫困残疾人发放棉被 1600 余件，轮椅 350 辆。

二是依托“办证”平台，做好服务文章。为扎实开展好

残疾人证件办理工作，在全市率先实行残疾人证“一站式”

办结服务。同时，组织县卫生部门、专家、医生在每月集中

办证期间到服务大厅“坐诊”，现场为残疾人鉴定伤残级别，

对常年卧床不起的重度残疾人，组织人员开展“上门办证”

服务，切实简化程序，提高效率。今年以来，共为 999 名残

疾人办理了残疾证。

三是突出重点扶持，注重整体推进。将 90 岁以上老年残

疾人、一户多残残疾人家庭和 0-6 岁残疾儿童家庭作为三类

特殊群体重点帮扶，每年投入 48 万余元，采取多次临时救助、

提高补贴标准、免费进行康复训练等措施进行帮扶。同时，

以残疾人生活水平“整体赶平均”工程为抓手，大力开展普

惠帮扶，每年选定 10 个以上的村，对有养殖愿望的残疾人免

费发放獭兔、长毛兔种兔及饲料，并组织技能培训，帮助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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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家庭提高收入水平。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长毛兔 4800

余只，帮扶残疾人 1500 余人。（蒙阴县政府）

罗庄区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确保社会治安稳定

罗庄区在充分运用现有资源和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新的社会管理理念、技术和方法，逐步建构起三项社会管理

的新模式，确保全区社会治安稳定和谐。

一是“视频巡逻＋实警防控”模式。继续推进视频监控

全覆盖，利用“宽视界”对全区 1000 多家监控点实施联网，

开通“网上巡逻”系统，由 12 名值守员负责辖区 24 小时“视

频巡逻”，发现突发案件和交通事故，及时与地面“实警巡

逻”人员联动，提高办案效率。

二是“治安保险＋社区警务”模式。深入推进治安保险

“罗庄模式”，规范整合社区警务室治安力量，确保村居“白

天见红袖章，夜晚见红警灯”。目前，全区治安保险覆盖率

97%以上，全部社区（村居）都建有标准化警务室，每个警务

室配备 4-6 名联防队员。

三是“公安管理＋计生服务”模式。成立以区综治、公

安、计生、劳动、宣传等部门为成员的流动人口管理领导小

组，组建公安、计生部门流动人口联合管理办公室，实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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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口情况定期通报制度，做到信息统一采集、证件统一查

验、数据统一应用、绩效统一考核。今年以来，全区共破获

刑事案件 570 多起，同比增长 5.9%。(罗庄区政府)

临港经济开发区以项目建设促进民生改善

今年以来，临港经济开发区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改善民

生的重要抓手，不断加大民生项目建设投入力度，群众居住

环境和生活质量逐步改善。

一是建社区，促进就地城镇化。稳步快速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建成社区住宅楼 232 栋，可满足 6000 余户居民搬迁

上楼。大力实施棚改工程，开工建设壮岗、团林新城社区，

总建筑面积达到 32.72 万平方米，可安置居民 10200 人。高

标准推进社区服务配套，投资 1.5 亿元建设文龙河社区创业

就业中心，建成后可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 3000 余个。

二是建学校，打造一流教育环境。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工作，完成校舍标准化建设项目 29 个。投资 1.98 亿

元开工建设临港区新城实验学校，规划建设教学楼、公寓楼、

行政综合楼、科技楼、实验楼等 23 个单体建筑，可容纳 120

个教学班，满足 6000 名学生就读。

三是建医院，改善居民医疗条件。按照二级综合医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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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投资 3 亿元开工建设集临床各专科于一体的临港区人民

医院，配置门急诊、住院、医师培训等功能用房，可提供日

门急诊 1000 人次、日住院 500 人次、日手术 30 台的医疗保

障服务。（临港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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