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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旅游区积极推进旅游扶贫

我市大力发展电动公交 助推绿色交通建设

近年来，我市抓住国家、省支持发展新能源产业的良好

机遇,大力发展电动公交，助推绿色交通建设，各项工作走到

了全省、全国前列。

一是加大车辆投放力度。在完成公交国有化改革的基础

上,2015 年一次性购置了 600 台纯电动公交车和 70 台插电式

混合动力公交车，2016 年新增加 500 台电动公交车，全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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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投入运营。截至目前,临沂公交集团拥有公交车 2315 台,

电动新能源和天然气清洁能源公交车占到 96%，处于全国领

先位置。

二是持续优化服务措施。延伸服务范围，以城市为节点,

把电动公交向农村延伸,在 6 个县区试点开通 19 条镇村公交

线路、109 台公交车,全部为节能环保的纯电动公交车,惠及

120 余万农村群众。推进智能建设，按照“互联网+节能减排”

的思路,打造了省级交通节能减排示范项目——智能公交调

度系统,推出“掌上公交”等系列服务软件,市民出门前通过

查看手机就能知道公交车位置,出行更加方便。

三是加强配套设施建设。着力构建放射状充电站网，促

进电动公交跨越式发展。国家电网建有 5 处充电站,市公交集

团与青岛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临沂公交特来电新

能源有限公司,在市区建设了 23 处充电站,目前全市共有 28

处充电站 585 个充电终端。今后，还将在市区建成依托公交

场站等重要公共场所的充电站群,以满足电动公交车的充电

需要和社会车辆充电的需求。（市交通运输局）

市文广新局关注重点群体 推进文化精准扶贫

近年来，市文广新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结合自身工作职能，积极开展多项文化活动，不断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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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一是开展文化扶贫优秀作品创作活动。实施艺术创作激

励“双三”工程。在创作内容上，突出对党的农村政策和扶

贫政策、贫困村的新发展和新变化的宣传；突出对扶贫工作

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突出对贫困村、户“宁愿苦干、

不愿苦熬”自强不息精神的宣传。在创作形式上，结合区域

文化特色，每年创作一台以上大型柳琴戏、二十台小戏和曲

艺；创作一批寓教于乐的优秀美术作品，组织开展到贫困村

“送书画进万家”等活动；组织动员社会创作力量，参与到

文化扶贫工作中，创作推出“短、平、快”适合新媒体传播

的艺术作品。今年以来，创作了大型跨界融合剧目《沂蒙组

歌》，部分原创歌曲在送戏下乡中演唱；《紧抓住老区人民

的手》在各级扶贫工作临沂现场会上播放，受到与会领导和

群众的广泛好评。

二是延伸“一村一年一场戏”、“一村一月一场电影”

服务。将过去在普通行政村实施的“一村一年一场戏”、“一

村一月一场电影”延伸到贫困村，由政府购买公益服务的送

戏下乡，60%以上到贫困村演出。截至目前，全市 568 个贫困

村全部看上一场以上的公益演出、3 场以上的公益电影。同

时，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将过去文化惠民活动“我送什么

你看什么”，变成了“你要看什么我给你演什么”，“我演

你也演”等菜单式服务、互动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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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大力弘扬“孝文化”传统美德。实施“孝文化进万

家”活动。复排新编历史题材柳琴戏《王祥卧鱼》等剧目，

纳入“一村一年一场戏”演出范围；优选 36 部孝文化电影，

纳入“一村一月一场电影”放映范围；组织开展“孝文化”

全国漫画大赛，将优秀作品印制成 1 万册作品集发放到各贫

困村；组织孝文化题材微电影大赛,评选优秀作品 20 余部；

配合沂南县开展“设立家庭养老孝心基金”活动，为部分设

立基金的村安排演出一部孝文化题材大戏，收到良好效果。

四是不断培育阅读新风尚。开设临沂“网络文化超市”，

启动“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临沂”阅读推广活动；探索

推广“农家书柜”、“农家书屋在农家”等有效形式，把书

屋搬进贫困村，搬到贫困群众身边；举办“沂蒙农家沁书香”

阅读征文系列活动，在全市农村形成了“多读书、读好书”

的阅读新风尚；将支持贫困村设立书架、进行图书更新等工

作，列入年度重点文化扶贫工作计划，为 100 个贫困村配送

了 200 组书架和部分图书。(市文广新局)

市农业局积极推进“三品一标”认证取得突出成效

今年以来，市农业局加大“三品一标”认证力度的同时，

严把认证产品质量关，在省农业厅组织开展的“质量月”活

动中，我市被抽检的 80 个“三品一标”产品全部检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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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化认证审核和监管。以“严进宽出”作为“三品

一标”认证程序管理准则，通过产地环境监测、评估和产品

认证检测，严把获证审查准入关；严格落实绿色食品年检和

续展、无公害农产品复查换证、有机食品再认证等制度，从

各个层面加强对认证主体的监督和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

年度 80 个产品的“三品一标”认证工作，其中包括地理产品

认证 1 个、无公害及绿色产品认证 79 个。

二是注重品牌培育和宣传。将“三品一标”作为农业品

牌建设的重中之重，督导获证产品正确和规范使用标识，不

断提升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积极组织认证企业参加绿博会、

农交会等推介活动，提高“三品一标”优质农产品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近期，组织苍山大蒜、长城辣椒参加第十四届农

交会地标展，苍山大蒜获得金奖，成为山东省唯一一个获奖

的地标产品。

三是加快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制度，建成监管信息查询系统，对认证产品实行“一品一号”

管理，通过对号查询，实现了产品质量的可追溯。(市农业局)

平邑县多措并举 统筹推进移民村建设

近年来，平邑县以夯实移民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移民

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全力组织实施饮水安全、道路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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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整洁、乡村文明、管理民主的“美丽库区村”建设工程。

到今年 11 月底，全县已有 156 个移民村通过调整产业结构，

实现致富增收，人均年增收 850 余元。

一是妥善解决资金难题。整合有效资金，把一批村内基

础条件和村容村貌比较好的村列入“美丽库区村”建设规划，

通过争取上级移民后期扶持结余资金，整合县级工程结余资

金和人口自然变化结余资金，助力工程开展，特别是移民后

期扶持政策实施以来，全县累计投入各类移民后期扶持结余

资金达到 8967.25 万元；积极协调有关镇政府，将“美丽库

区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实现资金集中使

用，切实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严格资金管理，把有限

资金用在刀刃上，实行县财政报账提款、单位财务建立台账

制度，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严格工程计量、工程造价评审，

确保资金规范使用。

二是逐步完善配套设施。根据 259 个移民村的不同情况，

分类施策，开展配套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如，针对

临涧镇东庄村村容村貌较好的优势，镇政府为其申报县级“美

丽乡村”建设项目，争取水泥及绿化苗木，完成饮水工程、

村内道路硬化等工程，为建设“美丽库区村”起到了增砖添

瓦的效果；流峪镇龙王河村通过“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新

建社区住宅楼 9 座、老年公寓 1 处，先后投资 269 万元对路

面进行硬化、绿化、亮化，实现了“四通五化”，村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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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三是协调发展乡村文明。把乡村文明建设、传播正能量、

倡导文明新风作为重点，以仁、孝、诚、信、俭为主要内容，

通过建设宣传栏、制作宣传标语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社会

新风尚，让村民感受浓厚的乡村文明气息。近年来，先后开

展了四德示范户评选、道德讲堂、“四德”文化榜等活动，

在全县 259 个移民村(自然村)建立了“善行义举四德榜”，

评选出“四德”道德模范 621 人。（平邑县政府）

蒙山旅游区积极推进旅游扶贫

近年来，蒙山旅游区不断放大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辐射

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大、带动性强、受益

面广的特点，创新旅游扶贫机制，把乡村旅游与精准脱贫结

合起来，让贫困群众更多地分享旅游发展成果，取得了明显

成效。

一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进资源保护性开发，提升了

龟蒙景区、云蒙景区，差异化开发了鬼谷子文化旅游区、蒙

山人家景区、明光寺佛教文化园、钻石公园景区，新增景区

就业岗位 310 人，其中 60%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同时，争

取上级旅游扶持资金 2750 万元，集中打造云蒙小镇、李家石

屋等 9 个旅游特色村。通过打造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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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集群，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积极发展农耕体验、休闲农庄、

精品民宿等多元化乡村旅游业态，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致富

渠道，提升了贫困群体脱贫致富能力。

二是加大资金扶持力度。连续 3 年设立 200 万元乡村旅

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乡村旅游的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项目扶持、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宣传促销、人才培训、

表彰奖励等；通过金融信贷发放农户贷 230 余万元，支持贫

困户开办农家乐、发展采摘园。目前，全区通过乡村旅游项

目实现就近就业贫困人口 830 多人，安排村内摆摊售卖贫困

户超过 90 户，引导 176 名贫困人口参与桃木雕刻、手工艺品

代加工等旅游商品加工项目。

三是积极创新运作模式。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引导

乡村旅游经营主体创新经营模式，实行“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运作模式，吸纳贫困户或村民以资产或现金等形式入股，

按照一定比例分红，引导经营主体实现统一规划开发、统一

经营管理、统一登记接待、统一收费结算、统一服务标准、

统一品牌营销的“六统一”，推进扶贫村实现乡村旅游规模

化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带动贫困村实现整体旅游脱贫。

四是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积极推

进产业融合发展，按照“农旅结合”的理念，把乡村旅游与

休闲农业紧密结合，本着“产业为基、生态为本、旅游为魂”

的原则，着力打造以休闲农业为基础、以特色院落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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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乡村文化为灵魂、以旅游接待为核心，集农业观光、休闲、

度假、运动、体验、养生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经济体。其

中，柏林镇柘沟村的润坤农业庄园项目，实现了柘沟村 19

户贫困户全覆盖，并带动周边群众发展农家乐、休闲农庄等

乡村旅游项目，成为实施旅游扶贫的一大亮点。（蒙山旅游

区管委会）

报：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府党

组成员、市政协主席、市政协副主席，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

发：各县区委、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临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市民生建设工作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