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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高勇男

“阳光城阳”建设一年来，城阳区
“阳光城阳”建设工作全面落实区委
“一三五一”工作举措，紧紧围绕“两年
基本见成效”目标，制订详细推进方
案，广泛开展达标创优活动、制度创新
活动、典型宣扬活动，大力推进“阳光
城阳”标准化体系建设，坚持落实经常
性调度和督查，协调推进五大工程建
设，阳光制度创新、阳光机制创新、阳
光举措创新蔚然成风，各项工作提质
增效，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反响热烈，“阳光城阳”建设总抓手的
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

全面夯实组织基础，提
升创新发展凝聚力

抓学习促改进，深入开展“大学
习、大调研、大改进”活动，区级领导带
头完成调研课题34项，76个部门和单
位完成调研课题201项，积极为“阳光
城阳”建设建言献策；抓教育立规范，
大力开展社区书记主任“进军营、进课
堂、进基地”集中教育培训，在全市率
先建立《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任务清
单》，细化社区各类管理制度25项，确
保社区党建任务落实落地，扎紧制度
“笼子”；抓样板聚合力，在全区选树34
个社区建设有特色、能示范，叫得响、
亮得出的“党建样板”，新成立119个社

区“大党委”、覆盖率达98 . 7%，街道全
部建立“大党工委”，与区内高校、部队、
医院等600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非公
组织和社会组织实现共建共享共融。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
面优化政务服务水平

不断深化简政放权，推动“最多跑
一次”工作尽快落实，正式启用“一窗
受理”服务模式，在全区160个审批事
项基本实现“只跑一次腿”、73个“零跑
腿”的基础上，将“一窗受理”的142个
审批事项，通过外网申报进入一窗受
理；大力推进标准化试点，政务公开信
息发布指数在国家、青岛市第三方评
估中获第一名，是青岛市唯一进入全
省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50强县的区
（市）。
同时，推进网上政务服务向基层

延伸试点工作，构建起了“科学实用、
特色明显、行业领先”的市民诉求办理
标准体系；积极优化营商服务环境，深
入开展“百个项目进现场”服务促进活
动，截至5月底，191个区级重点建设项
目已开工99个，开工率为51 . 8%；新开
工项目 3 4个，占开工在建项目的
34 . 3%。

启动区二医整体迁建，
升格为三级综合性医院

推进司法公信建设，不断提升司
法服务质量。积极打造体现部门特色，
符合阳光司法核心理念的工作品牌，
切实将便民利民的理念、机制、措施转
化为常态化标准；优化公共服务、民生
保障、社会治理、企业创新等各类社会
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惠民服务机制。
启动区二医整体迁建工程，追加

投资到5 . 7亿元升格为三级综合性医
院，持续推行药品零差率和“两票制”，
3所公立医院让利惠民达1888万元。提
高就业服务精准度，提供就业岗位
6000余个，完成政策性扶持创业1231
人，全区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就业服
务率达98%。
打造新风新貌，不断提升群众生

活品质。加快绿色生态发展，完成新增
造林590亩，更新造林700亩。推进美
丽城阳行动，完成了市政道路、城市亮
化、园林绿化、环境卫生、智慧城管五
项提升工程。加强文明新风建设，讲好
优秀“城阳故事”，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建成区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3个、街道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分中心6个、新时代社区文明传习所
112个。
完善文化服务事业，深入推进精

准文化惠民工程，开展形式多样的群
众性文化活动。建设健康城阳，高标准
建设健康主题公园3个、健康一条街2
条、健康步道3条；100个健康家庭、63
个健康社区、34所健康学校、6家健康
食堂（餐厅）以及机关、企业等健康场

所正在积极建设中。

实现“阳光城阳”建设年
度基本见成效目标

接下来，城阳区“阳光城阳”建设
将继续按照“走在前列，再创辉煌”的
目标要求，不断固化已有建设成果，积
极研究推出重点领域“阳光举措”，扩
大对外宣传推介，“强内功、促发展，解
难题、惠民生”，实现“阳光城阳”建设
年度基本见成效的目标。
不断深化阳光党建、阳光政务、阳

光司法、阳光社会、阳光生活五大工程
建设，构建“阳光城阳”建设标准化体
系，着眼“阳光城阳”建设的长远指导，
加快在五大工程体系内逐步形成一套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便于落实的标准
体系，用标准体系推动阳光举措长效
落实，使阳光举措形成自觉、形成常
态、形成长效。
以“阳光城阳”标准化体系建设

为契机，发动全区各部门、各单位、各
领域全面梳理阳光举措，不断创新打
造更多的“城阳模式”“城阳举措”，为
实现“阳光城阳”建设基本见成效提
供有力保障，力争在2018年年底前
提炼出“阳光城阳”标准体系中有特
色和代表性的标准，申报地方标准、
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等标准化成果，
形成在全省、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成果。

□半岛记者 李晓哲 通讯员 郭继超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以后，青岛的旅
游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游客量倍数
级递增，而这得益于今年以来本市在
旅游软硬件领域所作出的努力。在
2017年市政府部门“向市民报告、听市
民意见、请市民评议”活动中,就有市
民提出旅游作为青岛的支柱产业应该
在产业升级上下功夫。对此，青岛市旅
发委认真听取市民意见建议，积极采
取措施，做好惠民服务，实现“城旅一
体、主客共享、全域发展、居旅相宜”的
旅游新格局。
青岛市旅发委立足实现“城旅一

体、主客共享、全域发展、居旅相宜”，持
续完善全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
升硬件环境、服务平台和旅游惠民水
平，助力建设“更加富有活力、更加时尚
美丽、更加独具魅力”的新青岛。
青岛首先从硬件环境上完善提

升，借助上合峰会的筹办，大力整治市
容市貌，环境秩序、亮化绿化、基础设
施等，并针对酒店、景区、厕所的安全

生产、环境秩序、服务质量等重点领
域，持续性开展了系列专项提升和整
治行动，联合开展了文明旅游、志愿服
务等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宜商宜
居宜游”的环境品质。总投资3500亿
元、单体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110个
重点旅游项目进展顺利，今年上半年
新开工项目6个,竣工项目4个，累计完
成投资190多亿元，东方影都、中铁博
览城等一批项目建成启用，产业支撑
和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制订了《青岛市
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

(2018～ 2020)实施方案》，与中国移动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加快推进旅游大
数据平台建设，全市旅游硬件服务水
平进一步提高。
青岛的服务平台也日趋多元。编

制完成并出台《青岛市全域旅游规划
纲要（2018～ 2021年）》，明确了滨海
度假、海洋休闲、融合创新、品质乡村、
服务输出旅游五大重点发展方向；积
极探索推进公路旅游港等集散体系建
设，加强咨询中心建设和管理；不断提
高咨询员的业务水平，不断优化旅游

服务，采取多种形式推动文明旅游深
入人心；严格执行企业升级上位和退
出机制，目前全市共有星级酒店100
家，A级景区123家；改革导游管理制
度，建设全国导游公共服务监管平台，
完成电子导游证换发工作；不断提升
行业素质，今年上半年共开展酒店总
经理培训等9个专业培训班，旅游业接
待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旅游更加贴近民生。青岛打造“青

岛旅游惠民月”品牌，自2014年以来，
每年11月举办青岛旅游惠民月，向全
体游客特别是本市特定群体推出系列
旅游优惠措施。目前已连续举办了四
届，仅第四届青岛旅游惠民月就使近
90万人次从中受益，累计让利超亿元，
得到广大游客和市民的广泛认可，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
外，与相关金融机构联合推出首款以
城市旅游形象为主题的青岛“旅游一
卡通”，举办了“青岛旅游摄影大赛”
“漫步青岛全球递书”“新旅游新获
得——— 大青岛脸卡助力研学游”等旅
游互动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倾听民意、汇聚民智，才能谋求旅

游事业更好发展。青岛市旅游发展委
将继续做好“向市民报告、听市民意
见、请市民评议”活动市民意见建议办
理工作，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新旧
动能转换工程的总体部署，积极抢抓
国际盛会举办、优质旅游发展、全域旅
游示范创建、新旧动能转换工程等历
史机遇，全力打造宜居幸福创新型国
际城市。

阳光城阳，走在前列
城阳区大力推进“阳光城阳”标准化体系建设

110个重点旅游项目顺利推进
青岛市旅游发展委：总投资3500亿元，用旅游讲好“青岛故事”

在2017年青岛市政府部
门“向市民报告、听市民意见、
请市民评议”活动中有市民提
出，虽然青岛旅游业已成为重
要的支柱产业，但青岛旅游经
济的规模总量偏小，旅游业整
体实力不强；旅游产品偏老，
基本还是沿海一线的老景点、
老项目吸引游客，缺少高端产
品和体验型产品，入境游客比
重偏低；旅游产业层次偏低，
产业链分散，游客人均花费
少，旅游业带动性不强；旅游
企业比较散。
为此，市民建议要推动旅

游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促
进旅游与文化的融合，讲出更

多的“青岛故事”，打造更多富
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促进
旅游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
相关产业的融合，与重点项目
的融合，与民生的融合，打造
宜居又宜游的环境。要培育世
界一流的旅游环境，注重设施
的精细化，从细节入手，规划
建设好旅游服务设施，注意对
原生态的体现与保护；同时注
重服务的精细化，服务要更细
分、更智能，更人性；还要注重
管理的精细化，加大旅游环境
秩序整治力度，完善旅游问题
快速处理机制，依法管理旅游
企业和从业人员，严防旅游安
全事故发生。

市
民
意
见
建
议


	A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