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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政经A2

工业经济首季“开门红”步履坚定

海洋预报
2 月 23日，海温 6.8℃-7.2℃，白天浪高

0.5米，夜间浪高0.4米，第一次高潮10:26，
第二次高潮23:55，第一次低潮03:49，第二次
低潮18:13。

寿光市海洋渔业发展中心发布公司地址：寿光市农圣街与啤酒厂路口西100米路南
电话：5108000 18853602345

本报讯 新年伊始，我市工
业企业迅速吹响节后复工的号
角，广大干部职工跟随春天的足
音，抓生产，促发展，以新的姿
态夺取新年“开门红”。首季定全
年，开头赢全局，我市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基调，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打好“主动战”，下好

“先手棋”，认真谋划，科学部
署，力促全市工业经济首季“开
门红”。

抓运行强调度。密切关注重
点行业、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
的价格变化和市场走势，加强企
业生产、销售和库存情况调度、
分析，及时提出指导意见。加大
对重点工业项目调度力度，积极
推动天力药业新型食品添加剂
（VC-Na)项目、富康制药年产
200亿粒制剂及研发中心项目加
快建设；全力推动鲁丽木业年产
60万立方米刨花板及研发中心等
项目加快投产。同时，探索建立

“链长制”，依托重点项目突破重

点产业，每条产业链形成“1个
图谱”和“N张清单”，以工程
化、项目化方法加快提升产业链
现 代 化 水 平 ， 努 力 打 造 我 市

“151”新产业体系。
抓保障强服务。全力保障企

业生产，对春节期间正常生产的
116家规上企业和节后复工复产
企业进行指导、帮扶，帮助企业
解决发展难题，推动企业顺利复
工复产。严格落实联系服务企业
制度，强化政策支持，当好“店
小二”，做好“服务员”。加强资
金协调力度，配合组织银企协调
会，确保企业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抓培育强提升。常态化抓
好“小升规”企业培育，科学
筛选培育目标，加强调度跟踪
和引导。大力实施冠军型企业
培育工程，建立“隐形冠军”

“ 瞪 羚 企 业 ” 等 梯 次 培 育 计
划，推动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
迅速成为“主力军”和“新引
擎”，力争全年新培育市级以
上各类企业 10家以上，新增规

上工业企业 20家以上。全力实
施企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三化”改造工程，提升企
业发展质量和水平。

抓疫情重安全。坚持疫情防
控常态化措施，监督指导企业强
化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坚决克服
麻痹思想、厌战情绪，确保疫情
防控不出问题。筑牢安全生产底
线，完善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市工信局9大组持续包靠各
镇街，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加强重点行业监管，织密行
业安全指导网络，确保安全形势
平稳。

“乘势而上求突破，发奋图强
开新局。”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我市将持续强化项目推进、
加大服务力度、科学组织生产、
守住红线底线，奋力实现全市工
业经济首季“开门红”，筑牢
2021年全年工作基础。

（本报记者 张春萍
通讯员 侯志明）

本报讯 2月 21日晚，洛城
街道中南社区星城第一网格党支
部选举大会召开，由本网格党员
和群众代表组成的选举团，经过
严格程序，推选出了大家心目中
接地气、肯担当、有作为的支部
班子成员，标志着首个小区网格
党支部通过选举诞生。

本次选举大会严格按照党员
群众推荐候选人初步人选——街
道党工委研究确定候选人预备人
选——党员大会选举党支部书
记、委员的流程，推选出党支部

班子成员。
会上，奏唱国歌，重温入党

誓词，会议庄严而隆重，按照
“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推
选出的党支部委员候选人分别向
党员大会作竞职演讲，客观负责
地提出自己的任职设想、工作目
标和措施办法，回答党员提出的
问题。

据了解，2月底前，洛城街道
17个城市小区网格将陆续完成党
支部选举，配齐网格党支部力
量，让城市小区也像农村一样有

实体化的党支部班子，做到有人
员办事、有制度管事、有场地服
务，小区居民有坚强的主心骨。

届时，49 位民选网格党支
部成员，将肩负辖区群众的殷
切期望，走上新年度的履职岗
位，走进服务为民的最基层，
在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的
舞 台 上 ， 不 忘 初 心 ， 奋 斗 履
职，用脚步丈量网格，用真心
书写担当。

（本报记者 王全国
通讯员 刘清海）

寿光首个小区网格党支部选举诞生

本报讯 “3·15”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在即，2月 22日上午，
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启动仪式，
集中全局精锐执法力量，借助东
风，利剑出鞘，开展为期20天的

“3·15利剑行动”。
此次行动从局机关抽调 50

名执法人员，各市场监管所全部
参与约计 200 余人，集中对全市
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环节逐
镇街进行隐患大排查，对进口冷
链食品和非冷链货物进行再排查
再整治。通过此次行动，严厉打击
各类制假售假的违法违规行为，
全面净化市场消费环境。同时，不
断夯实企业生产经营安全和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抓好食品安全监
管长效机制建设，完善各类业态

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全市广大群
众身体健康安全，保障社会持续稳

定和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
驾护航。 （本报记者 单昱俊）

我市启动“3·15利剑行动”

本报讯 为有效推进社会综治
维稳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侯镇积极探索综治维稳新模式，进一
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工作
责任，抓牢抓好工作成效，确保“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

健全“两项制度”。健全矛盾
纠纷“日排查、周上报、月通
报”制度。镇、村干部实行分片
包干，责任到人，建立镇、村两
级联防防控体系，确保综治维稳
工作管理规范化；健全信访维稳
考 核 通 报 制 度 。 每 月 对 各 村
（居） 信访维稳情况进行考核通

报，按月汇总，按分排名，年底
累计产生综合考核结果，计入农
村干部年终考核。

设立“一项维稳基金”。设立
平安建设奖励基金，对重视信访
全年做到“零上访”，且未发生安
全、环保、治安事件的单位进行
奖励，充分调动起了镇村干部工
作积极性。

开展“三项活动”。开展“平
安侯镇”系列宣传活动，确保平
安建设理念家喻户晓，综治维稳
工作深入民心；开展安全隐患拉
网排查活动，强化对全镇各类社

会不安定因素的拉网式排查，对
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制订整
改方案，限时解决；开展志愿服
务帮扶活动，真正做到情况掌握
在乡村、矛盾化解在乡村、问题
解决在乡村、工作创新在乡村、
干群和谐在乡村。

（通讯员 刘玉廷）

侯镇:积极探索综治维稳新模式

本报讯 “前几
年，来农家书屋看书的
大多是中小学生，现在
家里有孩子的年轻父
母、搞种植养殖的年轻
人，还有一些老年人也
都爱来书屋看书了。”
洛城街道屯西村党支部
书记葛茂学介绍了近年
来屯田西村农家书屋里
发生的变化。

当前，屯西村农家
书屋一共有两处，分别
位于党群服务中心和老
年活动中心，共有图书
2.5万多册，报刊60余
种，电子音像制品300
多张。这两处农家书屋
各有侧重，党群服务中
心的农家书屋主要面向
少年儿童和中青年读
者，在图书种类配备、
阅读区装修风格、电子
阅览室开放时间等多方
面满足读者的需求；老
年活动中心的农家书屋
主要服务全村老年读
者，在桌椅设计、书籍
摆放、茶水供应等各个
细节上方便老年人。

为实现农家书屋可
持续管理运营，屯西村
农家书屋专门设立了管
理办公室，由村集体配
备专职工作人员。王兰
星负责位于老年活动中
心的农家书屋，另一位
管理员葛青玲则负责管
理位于党群服务中心的
农家书屋。“平时来看
书的多是种植户，来这
里查阅资料、学习农技
知识。到了周末，孩子
们来得多，他们多是选
择一些经典书籍，拓宽
自己的知识面。”1月
25日上午，管理员葛
青玲一直忙着为村民办
理借阅手续，记录本上
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借阅
信息；一本本图书整齐
地摆放在书架上，几位
村民正埋头阅读，书香
弥漫整个书屋……

农家书屋内专门设
立了“学习书房”，让
大家更方便、更安静地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写的
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读的书，真正让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书屋还专门设立

了“新书推荐专区”，
图书全部出自国家和省
级推荐目录，保证村民
能第一时间读到新书、
好书。

在注重发挥好农家
书屋主功能的同时，村
里还不断拓展服务功
能。比如，依托农家书
屋设立了“四点半学
校”，为附近5个村的
300多名孩子提供阅读
指导、国学课堂等公益
服务；与市作家协会结
成对子，引进作协“书
润乡村”公益阅读项
目，指导村民阅读和青
少年写作；依托农家书
屋成立创意空间，引导
青年农民从“村民”变

“创客”。
屯西村农家书屋只

是我市农家书屋建设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我
市在农家书屋建设过程
中，以群众需要为出发
点，积极发挥农家书屋
阅读职能，在广大农村
倡导读书新风尚。

大力推动农村书屋
等各类文化场馆建设，
市民阅读中心、城市书
吧、镇文化站、村文化
大院、公共电子阅览
室、儒学讲堂、历史
文化展室、乡村记忆
馆、文化广场建设等
全面推进，重点打造
了智慧星、仙霞、七
星子等城市书吧，纪
台、文家等邮政书屋，
韩家牟城、洛西、屯西
等107个文化特色村暨
公共文化服务示范点，
建成并免费开放三级公
共 文 化 场 馆 1000 多
个，构建了以“城市核
心文化圈”为龙头、

“城郊辐射文化圈”为
纽带、“乡村特色文化
圈”为基础的三级公共
文化服务网络。

下步，我市将继续
立足百姓需求，坚持文
化为民、文化惠民，面
向基层、服务群众，全
面夯实文化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努力以高质量的文
化供给满足市民优质文
化服务需求。

（本报记者 高斌）

“鼓钱袋”“富脑袋”
农家书屋惠农家

原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王振宇
同志（享受副县级待遇），因病医
治无效，于2月22日逝世，享年
96岁。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月23

日上午10时，在寿光市殡仪馆（营里）举行。

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