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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市民亲历””有奖征文有奖征文

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2005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 时，在滨
州市刚刚开发不久的西区市公路局
大楼东侧一个二层小楼的东门口，彩
旗飘扬，宾客盈门。时任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德汉等领导出
现在大厅门口。被特邀前来的还有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法制办主任
张华福。上百人在这里共同见证一
个历史性的时刻—“滨州市公共行政
审批服务中心”挂牌运行！

学习潍坊经验，设立滨
州市公共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设立滨州市公共行政审批服务
中心是滨州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一
个重大举措。这一重要机构和重要
窗口的设立，标志着滨州市在推进行
政许可集中办公、便民服务方面迈出
了实质性步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以后，我省
不少地市、县区开始探索设立便民服
务中心或政务服务大厅，把市、县有
行政审批权限的部门集中到一个大
厅办公，以方便外来投资企业和老百
姓办事。这一便民模式得到了省政
府的认可和推广。

2004年下半年，省政府在潍坊市
召开了会议，各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会后，我市安排分管副市
长与市政府法制办负责人共同研究
我市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创办一
站式便民服务大厅的意见。

2004 年 10 月 22 日，时任副市长
赵怀明召集专题会议，与政府法制办
等有关部门研究了我市行政审批中
心建设问题，并决定组织有关人员到
潍坊市进行现场考察学习。10 月 26
日，赵怀明同志带队，由时任市政府
副秘书长、法制办主任孟宪平和时任
市政府法制办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的
笔者，还有市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一起到潍坊学习考察。

在市公路局新楼东侧
建设一个二层的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

我们的审批服务中心要建在哪
里呢？

此前，我市在招商局建有一个主
要为外来投资者服务的“外商投资服
务中心”，只是在那里办公的人员只
是收件，现场办不了业务，办理审批
事项还得往原管理单位跑。

是在外商投资服务中心的基础
上改造呢，还是新建？根据潍坊的经
验，要想把市直所有有行政审批权的
部门都纳入大厅来管理，现有的外商
投资服务中心面积小、条件差，难以
容纳下百人以上的办事窗口。市政
府法制办经过研究建议，应新建设一
个审批服务中心，使市直有行政许可
事项的部门应进必进，争取“一个窗
口对外、实现一条龙服务”，真正方便
外来投资者和广大市民百姓办事。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听取了市
政府法制办的汇报，决定在市公路局
新楼的东侧建设一个二层的行政审
批服务中心，以满足市直有行政审批

职能的部门全部进驻办公的需要。
2004 年 11 月 24 日，市政府主要

领导研究决定，新的行政审批服务中
心由市公路局负责建设，市规划局给
予支持，市政府法制办要搞好入驻单
位及窗口人员的选拔和培训，协助建
设单位搞好内部窗口规划设计，要争
取在2005年4月启用办公。

“三九”天里，筹划布置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建设事宜

市政府的决策就是命令，市政府
法制办必须确保按时完成任务。法
制办党组研究，由笔者和复议应诉科
科长王兵具体筹备行政审批服务中
心的具体工作。笔者和王兵，还有随
后调入法制办的李玉波接受了筹建
任务。

当年 11 月，天气已经冷了，各单
位都开始送暖气了，市公路局找来的
施工队伍开始加班加点地赶进度。
笔者三人根据施工图纸，开始规划大
厅内部的“窗口”定点布局，办事柜台
安放的具体位置，以便据此确定下网
线的布局和电源的插口。

“三九”天到了，施工队伍上了棉
被等保温措施，以防止水泥冻结无法
凝固。我们则在混凝土搭起的框架
内实地测量，画出草图，寻找合适的
布线位置。几天下来，我们几个的手
指头也都冻得裂开了口子。

窗口规划告一段落后，我们就开
始报批机构、招聘人员、联系入驻收
费的银行、对接入驻的单位和窗口人
员。同时，梳理行政许可事项，制定
相关制度规范，研究办事流程，申请
办公经费，采购电子设备和办公设施
……

一开始运行就步入正
轨，真正实现“一个窗口对
外、一站式办理”

筹备建设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是市政府的一件大事，市长、分管副
市长是经常过问工作进度的，市纪
委、监察局、市财政局、人事局、编办
等有关部门领导同志，都给予筹备
工作以大力支持和协助。

关于中心的名称，市政府确定
了“滨州市公共行政审批服务中
心”，市编办批复为正县级行政机
构，领导职数为一正一副，行政编制
为13人，设置3个科室。我们确定了
第一批入驻审批服务中心的窗口单
位是64个，设置审批服务窗口75个，
窗口工作人员156人，办理行政审批
服务事项533项。

为确保审批服务中心一开始运
行就步入正轨，真正实现“一个窗口
对外、一站式办理”，不能成为“收发
室”和“中转站”，2005年4月14日，市
委专门召开了滨州市公共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启动工作动员大会。会后，
市政府法制办立即举办了滨州市公
共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培训
班，组织大家集中学习了《行政许可
法》，学习了审批服务中心的工作制
度规范，学习了工作礼仪。

市政府法制办与进驻审批服务
中心的各单位签订了责任书，并为各
进驻单位刻制了“行政许可专用章”，
直接在大厅使用，确保“受理在大厅、
处理在大厅、审批在大厅”。对于确
需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的许可事项，
要求单位负责人轮流到审批服务大
厅值班办件。

滨州市公共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虽然在市公路局东侧二楼大厅只办
了一年公，随后又搬入市规划大厦办
公，其后名称和管理机构几经变化，
但其诞生和发展对滨州市服务政府
建设，对滨州营商环境的创造，对滨
州外在形象的塑造，对市直部门服务
意识的提升和服务效率的提高都产
生了积极影响，其创造的“办事高效
率、服务零距离”的省级服务品牌一
直在深刻影响着审批服务中心的工
作人员，大家都在为建设更高质量更
高水平的小康滨州不懈努力着。

（作者现任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原
任滨州市公共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主
任）

我参与筹建滨州市公共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朱万春

四十年弹指一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胜利召开，改变当代中国国运的改
革开放大幕就此拉开。

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向内
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华夏大
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社
会向全面开放的社会转变；人民的
生活从温饱转向小康的社会转变，
改革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折。

肚子饱了、钱包鼓了、房子大
了、道路宽了……就个人层面而
言，这是改革开放所给我们带来的
直观感受。

不论对于个人、家庭，部门行
业企业，还是国家和社会，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都是一个值得铭记、隆
重纪念的重要时间节点。

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何时
吹到滨州大地？在农村，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怎么推行的？在城市，
国企改革怎么推进的？从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涌现出多少时代的弄潮儿……

即日起，我们热切地向各位读
者征集关于改革开放的当事人亲
历文章、家庭影像故事、部门行业
发展侧记以及图片、音视频影像资
料等。

我们坚信，即使是一个小人
物，其个人际遇或家庭变迁也能从
一个侧面反映大的时代变迁，在特
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他（她）闪光
的时刻，而汇聚起这萤火之光，就

能照耀着我们在改革开放大道上
继续大步向前。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对于所征
集的上述作品，我们将充分利用滨
州日报社旗下报纸、网站、微信等
平台和政务钉钉进行立体化、多角
度推介，市委党史研究室也将选取
其中的优秀作品集结成册，让我们
一起分享那些感人的、鲜活的、鲜
为人知的精彩故事吧。

征稿要求：
征文作品须是未公开发表和

出版的原创作品。必须以史实为
基础，具有一定的史料性、趣味性
与可读性，应围绕改革开放的伟大
意义、历史成就、成功实践、经验启
示等进行非虚构撰写。突出改革
开放 40 年来滨州在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面
从严治党等方面领域所发生的历
史性变化。

奖项设置：
一等奖3名 每人价值500元

读书卡
二等奖10名 每人价值300元

读书卡
三等奖20名 每人价值200元

读书卡
截止时间：即日起至9月10日
联系方式：投稿邮箱：bzrbw-

gl@163.com，联系人：王光磊，联系
电话：0543—3186761

中共市委党史研究室、滨州日
报社、滨州联通公司

2018年6月18日

“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亲历”有奖征文启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实现耕者有其
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力量源
泉。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是解
决土地问题，“五四指示”号召实现“耕
者有其田”也是解决土地问题。

具体到渤海区，“五四”指示之后，
也开始进行土改，采取的是“中间不动
两头平”的办法。试行这个办法，到
1946年底、春节前基本结束，参加西柏
坡土地会议的渤海区代表、原惠民地委
书记、山东省顾委常委朱永顺曾向在渤
海区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的毛岸英作
过详细解释。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办法
不成功，被称为“和平土改”。

1947年春节后，由于土改没有搞
好，还乡团、武装匪特活动猖獗，渤海区
的土改开始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
的政策，社会秩序稳定下来后，土改也
相对顺利地进行。渤海区的土改，到
1947年下半年基本取得成效，农村党支
部的作用发挥出来了，翻身农民为了保
卫胜利果实，出现了参军支前的热潮。

1947年10月至1948年2月，渤海
区召开了138天的渤海区土改整党会
议，又称“渤海区土地会议”。会议结束
后，中央土改工作团就地组织了“老区
结束土改实验工作团”，进驻阳信县张
集乡，开展结束土改和建乡实验工作。

工作团的工作从3月10日进村驻
扎开始，到10月中旬结束。这个工作
团以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十余人、华东工
作团的二十余人为主，加上地方干部共
七十余人。中央土改工作团成员有徐
冰、张琴秋、张晓梅、张勃川、曾彦修、于
光远、毛岸英、史敬堂、高文华、曹轶欧、
贾琏、邓毅生等人，像这样一些干部，从
中央直接到渤海区农村长期工作，在渤
海区历史上是空前的。为了服务好工
作团，渤海区抽调了李玉峰、邢天才两

名干部做后勤工作，组织部长吴耀南专
门对两人进行教育，交待任务。

工作团的工作，大致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调查研究，历时四个月
时间。第二阶段是划定阶级成分，落实
土地政策，历时两个月。第三阶段是建
乡、建政、总结，历时一个月。

下面是为工作团服过务，曾任原惠
民地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邢天才在回忆
录《入党六十年记事》中记载的向工作
团学习的三点体会。

第一，学习他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工作团员
根据统一拟定的调查提纲，深入群众，听
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各村各户的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关系等情况，都调查得一
清二楚。如于光远，他调查的董佛堂村
109户，每户户主、人口、住址、占有土地、
宗族关系、经济收入等情况都绘制成表。

第二，学习他们艰苦朴素、平易近
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中央土
改工作团成员多数是高级干部，有参加
过长征的老红军和早期老党员，有党的
高级知识分子和学者，他们都住在老百
姓家里。毛岸英化名杨永福，从不宣扬
自己是毛主席的儿子。

第三，学习他们严肃执行政策，对
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政策变
为群众自觉行动的工作方法。他们一
丝不苟地贯彻中央政策，在实践中探索
执行这些政策，没有出现不符合政策的
遗留问题。特别是在划阶级、定成分方
面，他们慎之又慎，反复研究，使群众的
认识和党的政策统一起来。

如沈家庄有一户地主，已经穷了几
年，群众认为不应划为地主，但从其占
有土地数量来看，仍然超出农民一倍以
上，本人不劳动，雇工种地。工作团按
其剥削量为标准，说服群众，仍将其划
为破落地主。另一个人口多、生活富裕
的户，开着一处油坊，多数群众认为，
应将其划为地主或者富农。工作团
把以剥削量为标准的政策交给群众
分析、讨论，证明该户占有土地稍高
于其他户，全部自己耕种，没放债没
雇工，只是在冬季油坊开工时请一位
技师，也形不成剥削，因而，将该户划
为富裕中农。这些既体现了政策，又
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派到渤海区的中央土改
工作团堪称“土改天团”

侯玉杰

“我代表周总理生前身边工作人
员，对滨州、滨城、杨柳雪人民表示感
谢！”7月1日，在滨城区创业大厦，75
岁的纪东老人拭去泪水，站起身来，
向在场党员干部致敬。

纪东少将，是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一
任秘书。50年前，1968年8月起，时年
25岁的纪东来到周恩来身边，主要协助
负责党、政、军、群等方面的工作，直至
1976年周总理逝世。这八年，他几乎亲
历了文革后期的所有重大事件，也目睹
了周总理殚精竭虑的最后时光。2007
年和2012年，纪东将他的秘书经历分
别撰写成回忆录《难忘的八年——周恩
来秘书回忆录》和《非常岁月：回忆周恩
来总理的最后八年》并出版。

说起周总理晚年“蜡炬
成灰、春蚕丝尽”，纪东多次
泣不成声

讲座开始前，纪东敬了个军礼。
纪东说，他来过滨州多次，在滨州讲
一堂周总理的故事是他的多年心愿，
特别是能在党的生日这天讲，他感到
很光荣。他讲述的是身边人亲历的
周总理日常工作，说起总理“蜡炬成
灰、春蚕丝尽”，他多次哽咽、擦泪。

那 8 年，纪东说从未见总理休息
过一个星期日、过过一个假日。有一
年大年初一，纪东推开他的房门说：

“总理，我给您拜年！”他说：“是啊，我

也听到外面的鞭炮响了，今天大年
初一啦！”但是老人家还是坐在那里
办公。

“总理太忙太累了，晚年又查出
患有癌症。如果他每天能睡上五六
个小时，我们心里还会比较踏实，但
到后来这五六个小时都很难保证。
每次我们叫他起床的时候，看他睡
得那么香、那么甜、那么沉，真不忍
心叫他啊。他是困极了、累坏了，以
至于警卫员叫一次不醒，再叫一次
还不醒，便推他肩膀。老人家醒来

以后，立刻就从床上起来，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一次赖床，没有一次说再多
躺几分钟。有时候晚上开会，他体力
不支，就用椅子背顶着自己。老同志
让他坐下来讲话，他说：‘不行啊，我
一坐下来就要睡着的。’”说到这，纪
东从哽咽到泣不成声。

周总理这种燃烧生命带来的累，
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总理
逝世前八天，把钱嘉东、纪东等都叫
到床前，当时他已经非常虚弱，吃力
地跟秘书们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们
都来了？向家里人问好。我累了。”
说完后，周总理又陷入了昏迷。

“总理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个
字，却是‘累’。”纪东说到这，又一次
泣不成声。

纪东为滨州、杨柳雪写
下了两幅字，其一就是“黄
河母亲 周公忠魂”

纪东说，周总理关心两件事：一
个水利，一个上天。1976年1月8日，
周总理与世长辞，最后一份骨灰就是
从北镇黄河大桥开始一直撒到大
海。杨柳雪村民听闻他逝世，人人泪
流满面，家家搭起灵堂。

至今，每年的1月8日周恩来逝世
纪念日、3月5日周恩来诞辰纪念日，村
民都自发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在黄河
滩，村民们供上雪白的棉花，点燃圣洁

的烛炬，跪倒，公祭。2001 年 6 月 30
日，怀周祠在杨柳雪村落成。2017年，
杨柳雪代表赴淮安奉送黄河水土，并
迎回周恩来故居水土在村里安放。

7月1日，杨柳雪不忘初心党性教
育基地揭牌系列活动将滨州缅怀周

总理的纪念活动推向一个高潮，让纪
东很是激动。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
辰120周年共和国将军名人创作笔会
上，纪东为滨州、杨柳雪留下了两幅
字，其中一幅就是“黄河母亲 周公忠
魂”。

周恩来秘书纪东含泪讲述总理晚年故事
这位75岁老人感谢滨州，并留下题词“黄河母亲 周公忠魂”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李荣新 马跃 魏超

1948年初，中央土改工作团部分人员在阳信县商家店合影。站排中为毛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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