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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滕州讯 近年来，由滕州市红十字会组织实施的“关爱生
命，红十字‘救’在身边”志愿服务品牌项目，积极提升公众自救互
救意识及水平，重点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进机
关、进家庭的应急救护培训“六进”活动。

据了解，该志愿服务共开展救护员培训 117 期，培训初级救护
员、CPR＋AED救护员近万人；普及性培训259期，惠及群众10万
余人，涌现出了山东省“最美红十字救护员”王琳琳、枣庄市“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王鑫救人的感人事迹，营造了“人人学急救、急救为
人人”的浓厚社会氛围，对加快推动群众性应急救护工作高质量发
展、促进院前急救与院内急救更好衔接、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具有重要
意义。2022年，滕州市红十字会获评山东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先
进集体。 （记者 任翔）

滕州积极提升公众
自救互救意识及水平

本报滕州讯 时下，走进山东中科
蓝天科技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施工现
场，一辆辆起重设备、工程运输车往来
穿梭，一排排白色钢柱拔地而起，施工
人员正加紧施工，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
景象。这是洪绪镇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的
一个缩影。

放眼洪绪，总投资5.2亿元的福耕高
效设施农业产业园、总投资2.1亿元的山
东美诺可光学玻璃生产加工项目正在紧
锣密鼓地推进，总投资 1.8 亿元的瑞祥
高档彩印包装项目一期项目已建成投
产，二期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上半
年可建成……一处处你追我赶的建设场
景，释放着催人奋进的蓬勃力量。

近年来，该镇聚焦“工业强市、产
业兴市”三年攻坚突破行动，牢固树立

“大抓工业、抓大产业”鲜明导向，积
极打造项目拉动、创新驱动、平台联动

“三动”格局，厚植发展沃土，全力推
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去年，全镇国

内生产总值实现 38.5 亿元，增长 8%；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7681 万 元 ， 增 长
11.3%；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51 亿元，
增长 36.1%。售电量连续 24 年位居枣庄
市 47 个基层供电所之首，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

该镇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生命线”、推动产业升级的

“支撑点”，突出招大引强和以商招商、
产业链招商、商会招商，全力增强经济
发展后劲和活力。去年以来，新引进新
签约的 4 个过亿元项目全部开工建设，
对接“千名博士进企业”2 家，柔性引
进高层次人才 2 名。4 个市级以上重点
项目稳步推进，其中，总投资 50 亿元
的光大美铭康养温泉小镇一期项目试运
营，18个过500万元项目建成投产。深
度挖掘小微企业发展新动能，强化“小
升规”培育，大力实施“建台账、送政
策、促创新、助融资、育人才”“五步
工作法”，推进小微企业爬坡上规、“破

茧蝶变”。目前，全镇“四上”企业发
展到69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36家。

该镇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打造品
牌经济，小石头食品公司引进日本古川
全自动给带式包装机、德国梅特勒·托
利多全自动称重系统，生产效率大大提
高，2022 年公司网上销售额超 2 亿元，
被认定为山东电商供应链基地；泰格尔
数控机床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成为德国
克努特公司指定贴牌生产企业，是国内
两家全尺寸数控机床附件产品生产企业
之一；锦隆纺织顺应纺织业发展趋势，
购置德国进口设备，实现生产全程智能
化、制造过程绿色化，用工人数减少
60%，效率提升 50%，产量提高 40%。
截至目前，该镇拥有 2 家院士工作站、
1 家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7 个省级
创新平台、2家枣庄市市长质量奖、2家
枣庄市“科技小巨人”企业，企业自主
知识产权达到52项。该镇不断提升商标
品牌核心竞争力，荣获 1 件马德里商

标、2 件中国驰名商标、7 件著名商标，
“中科蓝天”上榜首批“好品山东”品牌
名单。

该镇积极搭建服务平台，围绕打造
“洪心应·绪力办”营商服务品牌，相
继开展“进企业、解难题、转作风、促
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大调研、“企呼政
应、接诉即办”工作推进会等活动。全
面落实一线作战抓落实“四个一”工作
机 制 ， 领 导 干 部 牵 头 帮 包 69 个 “ 四
上”企业和 26 个重点项目，靠上解决
土地、环评、建设规划等关键问题。发
挥全市首家镇街商会和民营经济服务中
心作用，定期开展观摩交流、政银企座
谈会等活动，帮助 400 余家企业解决融
资难题 3 亿余元。创新实施红心领航

“34524”工程创新项目、《“三零”工
作法打造营商服务品牌》 分别入选枣庄
政研、滕州市“七项创新突破”典型案
例。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闵辉）

项目拉动 创新驱动 平台联动

洪绪镇“三轮驱动”加速壮大民营经济

本报薛城讯 今年以来，枣庄市生态环境局薛城分局以“排污许
可”为核心，加强事前服务、事中指导、事后监管，加强企业服务与
帮扶，持续强化排污许可证核发与复核质量，促进排污许可证审批提
质增效。截至目前，共累计出动30余人次，核实线索23条，发现并
整改问题5条，有效保障了辖区生态环境质量。

该分局主动对接服务有排污许可办理需求的企业，实行一对
一帮扶，及时了解企业所需，引导企业自行对照名录判断许可类
别，按规范如实填报排污信息。实行线上审核，通过排污许可证
管理平台及时审查企业填报的产品产能、污染物排放、末端治理
设施、排污口、固废堆场等生产及排污信息，不断提高排污许可
核发质量、效率。目前，排污许可在库企业共 109 家，涉及 54 个
行业种类。

该分局采用“资料审核＋现场复核”的形式，对首次申领排
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核查，通过将排污单位填报的排污
许可证基本信息、产能及原辅料、产污环节及治理设施、监测频
次等信息与环评报告、现场情况进行比对，确保排污单位填报资
料的真实、全面。目前，共对4家首次申领排污许可证企业开展了
现场核查。

他们建立排污许可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执法大队、总
量、在线监控等业务部门，召开环保平台大数据分析研判会议，会商
企业排污许可监管问题线索，督促企业立即整改生态环境违法问题。
充分利用环保平台大数据，全面排查企业环保问题线索，开展联合执
法，确保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 姜爱民）

薛城促进排污许可证
审批提质增效

连日来，台儿庄区邳庄镇动员全体网格员，开展进商圈、进社
区、进学校、进村庄等活动，大力宣传《枣庄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条
例》。通过发放宣传单页、详细解答等方式，提高群众对《条例》的
知晓度，营造“人人学条例、人人知条例”的良好氛围，实现全方
位、扁平化、联动式的动态网格管理，推动镇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贾萌 摄）

邳庄镇宣传网格化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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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4 月 7 日至 9 日，“枣运动 枣健康”枣庄市第十三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 （青少年组）“奔跑吧·少年”2023 年“中国体育彩票杯”
拳击锦标赛在枣庄市体育运动学校举行，本次比赛分男子、女子
甲乙四组17个级别，共有五区一市6支代表队的近100 名拳击运动
员参加。

经过激烈的角逐，峄城区获得5枚金牌，市中区、滕州市、薛城
区、台儿庄区分别获得4枚金牌，山亭获得2枚金牌。

（记者 任翔 摄）

拳击锦标赛开赛

本报山亭讯 近日，桑村镇了开展“倡树文明新风 践行移风易
俗”志愿宣传活动。

在桑村镇大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宣讲室，志愿者围绕移风易俗
“四倡四禁”、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内容开展了宣讲，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身边的典型例子为村民讲解移风易俗的重要性和
意义，倡议大家要从生活的细节之处带头推动移风易俗，让“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喜事俭办、孝亲敬老”的文明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让美德健康
的文明新风吹入千家万户。

他们还组织政协委员、志愿者走村入户，通过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
等方式，向群众耐心讲解移风易俗风尚，广泛宣传“移风易俗”的重要意
义，加强群众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摒弃恶俗陋习，杜绝封建
迷信的认识。 （记者 杨晓斐 通讯员 陈永 李恒）

桑村镇开展“倡树文明新风
践行移风易俗”志愿宣传活动

本报台儿庄讯 4 月 9 日 7 点 30
分，台儿庄古城·2022 大运河 （枣
庄） 马拉松赛在台儿庄古城西门外鸣
枪开跑。本次马拉松由枣庄市政府主
办，以“悦跑红色枣庄，寻梦运河古
城”为主题，赛事总规模达到了 1 万
人，比赛共设置全程马拉松 （42.195
公里）、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
迷你马拉松 （5公里） 3个项目。

经过 2 个多小时精彩比拼，台儿
庄古城·2022 大运河 （枣庄） 马拉松
冠亚季军出炉：马拉松男子组前三名
分别是张学康 （2 小时 18 分 54 秒）、
姬 玉 良 （2 小 时 23 分 39 秒）、 孙 珍
弟 （2 小时 24 分 16 秒）。马拉松女子
组前三名分别是田梅珍 （2 小时 53 分
23 秒）、卢亚晶 （3 小时 02 分 26 秒）、
胡玉香 （3 小时 03 分 06 秒）。半程马
拉松男子组前三名分别是曹天祥 （1
小时 06 分 34 秒）、张德成 （1 小时 06
分 53 秒）、 孟 帅 （1 小 时 06 分 59
秒）。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前三名分别是
尹恒钰 （1 小时 16 分 34 秒）、安玉霞

（1 小时 20 分 08 秒）、赵娜 （1 小时 20
分46秒）。

据悉，本届赛事奖金近 17 万元，
同时，特设枣庄籍市民鼓励奖，马拉
松及半程马拉松的男、女枣庄籍市民
前三名参赛选手，均可获得相应奖
金，增加当地跑者在赛事中的体验感
和幸福感。本次比赛特邀李子成为代
言人，著名体育主持人刘建宏、资深
赛事人齐小胖解说本次比赛。

在保障选手健康安全方面，组委
会今年制订了医疗救治应急预案和工
作方案，建立完备的赛事医疗体系。
18 个固定医疗点、49 组 AED 点位、
19 个运动员补给点、1000 名志愿者、
205 名医护人员、11 辆救护车。北京
冬奥会康复保障团队抒坦运动康复与
健康中心担任马拉松赛后拉伸保障服
务。

跑在“枣马”，是热爱生活的开
始。这里不仅有汗水的释放，更有奔
跑的快乐。台儿庄古城·2022 大运河

（枣庄） 马拉松不仅是专业选手和跑者
的竞技场，更是全民参与的运动狂
欢。

（记 者 甄宗奎 王龙飞 冯克
宁 孔猛 刘福龙）

台儿庄古城·2022大运河（枣庄）马拉松鸣枪开跑
万名选手参赛 千名志愿者服务 近17万元奖金

来自美国的杰瑞米参加半程马拉松比赛。

马拉松女子组第一名冲线后的喜悦。马拉松男子组第一名冲线瞬间。

选手们跑过起点线。

选手们在赛道上享受奔跑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