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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讯

近日，一封感谢信寄到了海南区政务服
务中心企业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窗
口。信中写道：“亲眼见证政务大厅的全新蜕
变，深切感受到‘一窗办多事’的高效便捷，更
被工作人员的专业与热忱深深打动，为海南
区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事点赞！”

6月16日，安女士前来办理破路施工审
批业务，在工作人员全程指导下，原本复杂的
手续竟在短时间内顺利办结。

过去，破路施工审批需辗转公共事业、综
合执法、交警等多个部门，还要分别协调水、
电、气、暖、通信等单位盖章确认，不仅流程冗
长，更让办事群众疲于奔波。如今，海南区创
新推出“破路破绿一件事”集成服务，通过建
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对审批流程进行系统性
优化，采取“线上一次告知、线下联合勘查”的
全新办理模式，彻底解决了“多头跑、反复跑”

的问题，大幅提升审批效率。
为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改革目标，

海南区精心打造“1+4+N”集成服务体系，以
“1套标准化流程”打破部门间的藩篱，联动政
务大厅、线上平台、基层站点和帮办团队“4
大服务阵地”，精准对接企业群众在多个领域
的办事需求。通过优化流程、压缩时限，真正
做到“一窗通办、并联审批”。目前，海南区综
合窗口已实现33个部门1516项业务无差别
受理，从“专项窗口”到“全能窗口”的转变，见
证着海南区政务服务效能的显著提升。

海南区政务服务中心全年累计处理业务
及咨询4.5万件次，开展帮办代办4240余次，
提供上门服务15次、预约延时服务383次，
收获111封群众表扬信，切实将政务服务的

“便利指数”转化为居民的“满意指数”。
政务服务永远在路上。海南区政务服务

中心将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一
窗通办”改革，不断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办
事更省心、更舒心，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政务
服务环境。 （丁宇婷）

海南区公乌素镇聚焦矛盾纠纷化解和社会
治安防控，推动社会治理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预防
转变，从单一管理向精细服务升级，从短期见效
向长效赋能深化，全面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
形成风险联防、纠纷联治、平安联创的基层治理
新生态。

“三推进”夯实治理根基
公乌素镇推进服务阵地规范化，坚持“功能

集成化、服务全链化”理念，按“五有”要求打造
“一厅七室”功能区块，系统划分登记、受理、接
访、咨询等4个服务岗位，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推
进治理力量多元化，整合多部门资源打造“一站
式”服务平台，常态化落实镇领导班子成员工作

日坐班接访制度；推进制度机制长效化，依托“中
心吹哨”机制，推出“三单五步”工作法，提升协同
效能，高效推进矛盾纠纷分流处置。

“三着力”创新治理模式
公乌素镇注重事前排查，前移风险防控关

口，依托“铁三角”治理体系，构建“前端感知—精
准捕捉—动态管控”排查链条，通过主动走访、日
常巡查、智能监测等多维手段，实现“微事不出网
格、小事不出社区”；着力事中化解，提升矛盾调
处质效，组建6个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21名调
解员提供“预约式”“坐诊式”服务；持续擦亮调解
名片，刘磊调解工作室以“七步调解法”树立解纷
标杆，吸引群众慕名来调；完善诉求办理机制，实

施全流程管控，确保回访检验成效，组建专业回
访团队，检验服务成效，实现群众诉求闭环管理。

“三强化”筑牢平安基石
公乌素强化治安分析，织密精准防控网络，

强化风险动态监测，与派出所建立“三联三防”
工作机制，推行“三查三控”工作法，实现治安风
险信息的实时感知、精准防控；强化管理服务，
对重点群体建立“一人一档一策”帮扶机制；强
化宣传引导，激发共建共治活力，依托“铁三角”
基层微治理机制，组建“暖心服务小分队”，开辟

“流动大篷车”宣传阵地，举办“沉浸式”普法课
堂，构建起“宣传无盲区、服务零距离”的基层治
理新格局。 （张磊 张珂馨）

青年夜校健身课
近日，海南区团委开展“北方海南青年

夜校—暴汗燃脂”减脂课程。课堂上，指导
老师结合学员实际情况，科学规划训练强
度，以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将减脂操动作
与音乐节奏巧妙融合，帮助学员掌握正确
的运动技巧，激发大家参与锻炼、健康减脂
的热情。 （丁宇婷 摄）

暖心驿站
海南区创新服务模式，整合多方资源，建成39个暖心驿站，向户外工作群体免费开放，并提

供应急充电、冷热饮水、雨伞借用等10项便民服务。图为6月20日，在海南区人民广场附近的
暖心驿站内，行人在此避暑小憩并为手机充电。 （鲁吟 摄）

“一窗通办”解民忧
暖心服务获点赞

本报讯 （记者鲁吟）今年，海南区持续
推进“温暖工程”。目前，供热管网及配套设
施改造项目（二期）进展顺利。

6月20日，记者在巴音陶亥街施工现场
看到，管沟已完成开挖，施工人员将旧管拆除
后，准备安装新管。项目负责人王晓辉告诉
记者，巴音陶亥街、六公线等路段的管网改造
属项目一标段，要将原有管径较细的供热管
道改为管径更大、品质更好的供热管道。

海南区银泰小区属于二次管网改造施
工点位之一，在施工现场，挖掘机正在进行
供热管道沟渠的开挖，施工人员则在细致地
清理沟渠内的碎石。这个建成近20年的老
旧小区，供热管网已出现老化问题。为确保
冬季供暖质量，今年海南区对该小区供热管
网进行全面改造。项目共涉及45栋单元楼
及商铺，将更换6000余米供热管道，改造面
积达7000多平方米。

在海南区神华小区，老旧楼道立管和检
查井老旧管道改造正在进行中，部分旧管道
已经拆除，新管道正在安装。

海南区供热管网及配套设施改造项目
（二期）包含管网改造与智慧供热两大板
块。在管网改造方面，海南区将对中间站等
4个区段共5.6公里一次管网进行更新；对神
华小区等10个小区开展24.5公里单元立管
改造；对海南佳苑等6个小区14公里的二次
网管道进行升级；对如意小区等17个小区
的532台管道控制阀门实施总阀改造及更
换。在智慧供热工程方面，海南区将重点升
级热网监控系统，新增156套智能化设备，
包括失声波监测仪、直埋式温度胶囊、供热
流量计等先进装置，并对换热站监控系统进
行全面优化。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40%，
整体项目预计于8月底全部完工。

“温暖工程”有了新进展

6月20日，海南区供热管网及配套设施改造项目（二期）巴音陶亥街施工现场。 （鲁吟 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璀璨明珠，承载着地区的历史记忆、生活智
慧与文化根脉。为了让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
焕发新的生机，海南区秉持“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积极
探索非遗传承发展新路径，力求在保护中传
承、在创新中发展，让非遗真正走进百姓生
活，融入时代脉搏。

海南区高度重视非遗保护工作，将文化
遗产保护纳入《海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严格落实“十四五”期间自治区文化遗产
保护相关规划，并结合本地实际精心制定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为非遗保护工作筑
牢坚实基础，确保各项保护举措落地见效。

目前，海南区非遗保护工作成绩斐然。
已成功申报5个市级非遗项目，2位市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评定7个区级非遗项目，5位区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非
遗传承体系。

走进乌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
海南区文化馆，在木板烙画工作室里，市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翟钊正全神贯注地创作木板
烙画。眼前的作品令人赞叹不已：山水、人物、
花鸟、走兽等图案跃然板上，以太阳神岩画为
素材的烙画古朴雄浑，人物烙画栩栩如生，十
二生肖烙画妙趣横生。翟钊从事木板烙画已
有28年，从自学入门到四处学艺，再到成为自
治区工艺美术大师，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非遗
传承之路。“木板烙画是中华传统艺术珍品，也

是我市非遗代表性项目。创作时不仅要运用
中国画的勾、勒、点、染、擦等技法，还要突出西
洋画丰富的层次与色调，既保留传统绘画的民
族风格，又赋予作品古朴典雅的立体感，韵味
十足。”翟钊介绍道。

海南区顺园金银店的金银器制作技艺是
区级非遗工坊。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贾文
彪在此专心制作金银器饰品，工坊内的饰品
工艺精湛，材料丰富多样。30多年来，贾文彪
对金银器制作的执着与钻研，都凝聚在每一
件作品的纹理之中。“金银器制作过程枯燥，
需要耐得住寂寞。千锤百炼出精品，精雕细
琢见真章。我也在不断创新，将个人理解与
风格融入作品，打造更多非遗佳作。”贾文彪
表示。

在市第十八中学书法教室，区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张永华正指导学生们在沙画台上
创作沙书。他手持碧绿色玻璃葫芦，金黄的
沙子倾泻而下，“沙漠看海”几个字跃然台上，
与乌海湖沙画相得益彰，意境十足。张永华
致力于沙书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他对记者说：

“我在教学中传授沙书知识与技法，希望学生
们爱上沙书，让这门古老艺术代代相传。”

在海南区新桥花园小区，区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李华在工作室里潜心钻研剪纸技
艺。剪刀在她手中灵活翻飞，伴随着清脆的

“咔嚓”声，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逐渐成
型。“剪纸不仅是技艺，更是情怀与祝福的寄
托，我希望每一件作品都有灵魂，让剪纸艺术
永葆活力，传承下去。”李华说。

蒙医震动复位疗法传承人巴达愣贵不断
探索创新，改进手术技巧，优化治疗流程，提
升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还培养了众多蒙医
爱好者，推动蒙医震动复位疗法传承发展。
此外，樊氏羊肉蘸糕制作技艺和钩针编织制
作技艺也先后入选区级非遗项目。

为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海南区持
续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建立健全非遗代
表性项目四级名录，探索非遗活态传承、转化
创新与融合发展新途径，开展非遗特色村镇、
街区、传习所、基地、工坊及就业工坊创建活
动，全方位保护和传承非遗。

同时，海南区大力推进非遗与旅游深度
融合，推出2条非遗特色精品旅游路线，设立
非遗展厅，打造木板烙画、剪纸等非遗工作
室。组织剪纸、木板烙画、沙书、金银器制作
技艺等非遗产品亮相深圳文博会等大型展示
平台，并入驻中蒙俄特色贸易区，充分展示非
遗保护成果。

海南区将继续深挖非遗资源，丰富非遗
名录，深入开展非遗“五进”活动，邀请传承人
进基层开展讲座与培训，传承非遗制作技艺；
鼓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扎根生活，创作更多
精品；持续推进“非遗+”融合行动，推动非遗
产品市场化，助力北方海南非遗项目走向更
广阔的舞台。

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华展示她的剪
纸作品。

海南区拉僧庙镇曙光村组织村民开展非遗体验和传承活动。

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翟钊和他的木板
烙画作品。

留住时光里的技艺
——海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鲁吟 文/图

公乌素镇：多向发力激发基层善治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