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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韩高奎 桑德春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请问建设局的同志，咱市里的天然气价格，
啥时候能降降？”

“我们同城区燃气企业宝力隆新能源工程有限
公司进行沟通协商后，决定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
从今年9月15日起下调居民用气价格，由原来的2 . 9
元/方下调到2 . 7元/方。”

9月5日，在寿光市第13次群众意见建议集中答
复会上，寿光市建设局局长王文彬面对4台摄像机
和数十名群众，就民用天然气价格问题进行集中答
复。一旁等待上台的，还有来自卫生局、民政局、
羊口镇政府等11个部门单位的“一把手”。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寿光聚
焦群众诉求，突出问题导向，坚持“规定动作”做
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探索创新了“周末问
政”——— 群众意见建议集中答复会制度。截至9月
22日，已成功举办14期，组织61个承办单位对群众
关注的295个问题进行了现场答复，引起强烈社会
反响。

群众点题，找准“靶子”

每次集中答复会前，寿光市委教育实践活动办
公室都通过当地媒体发布通告，征求群众意见建
议，并设置专门热线电话，随时受理群众诉求。收
集的意见建议经汇总后，形成任务台账。活动办公
室根据职责权限和属地管辖，逐一分解到有关部门
或镇街解决。承办单位边整改边答复，属于个案的
组织承办单位单独答复，属于面上问题的拿到集中
答复会上答复。涉及多个单位的召集到活动办公室
集中调处，本单位无法解决的上报市级领导协调处
理。

6月15日，有群众反映羊青路沿线部分路口，
因路基过高、视线不好，造成安全事故频发。问题
转到林业局和公安局后，林业局于6月16日将路口
两侧遮挡视线的绿化带修剪整理，公安局于6月18
日在拐角处安装12处爆闪警示灯。

寿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
小组副组长王教法表示，教育实践活动怎么开展，
朝哪儿用力，老百姓最有发言权。只有请群众点
题，把群众的所忧所困作为活动的切入点和着力
点，才能找准问题“靶子”，把工作办到他们的心
坎儿上。

领导站着汇报，群众坐着打分

每周五举办一次集中答复会，会前发布公告，
通知会议内容、时间和地点。会上不设主席台，请
现场观众当“评委”，让承办单位当“考生”，承
办单位负责人轮流到发言席站立作答，请群众坐着
“打分”。

针对群众集中反映“茄子主产区纪台镇，每逢
夏末秋初换茬季节，大量茄子秸秆堆积路面，影响
村民出行”的问题，纪台镇镇长刘玉玲答复：“镇
政府联合环卫处出动3辆铲车、15辆运输车，清理
大棚垃圾5 . 4万方，目前2条市道已清理完毕，13条
乡道正在加班清运。”坐在台下的李敏质询：“每
年清运大棚垃圾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没有
经济环保的长效措施？”刘玉玲回答：“已引进华
源秸秆利用项目，项目投产后，可实现辖区100%大
棚秸秆的利用，还能年产沼气32万立方，满足3000
座蔬菜大棚的生态施肥需要。”

寿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炳泉说，一直以来，
整改落实常常在执行中变形走样。现在让老百姓直
接提问“一把手”。整个过程当面鼓，对面锣，问
题跑不了，责任推不掉，真正打通了整改落实“最
后一公里”。

打哈哈，常被问出一身汗

集中答复会通过中国寿光网和寿光电台等媒
体，进行视频和图文同步直播，寿光电视台全程录
播。不方便到会场的群众不仅可以随时通过网络收
看，还能在网上留言，参与互动。

据统计，第4次答复会，共有2136人观看，高
峰时段1100人同时在线。现场直播保证了答复过程
的透明度，吸引了更多观众参与进来。答复会持续
近两个小时，会场上座无虚席，观众踊跃提问，气
氛非常热烈。

寿光园林处主任杨大伟说，同步直播让答得好
与差一目了然。群众看在眼里、比在心里、挂在嘴
上。要想顺利过关，既要拿出管用的措施，抓紧解
决问题，还得提前“备课”，把政策规定变成群众
语言。如果“打哈哈”、糊弄群众，就会被问住，
下不来台。“每次上台我都感到‘压力山大’，常
常被问出一身汗。”杨大伟说。

在答复“啤酒厂回收玻璃瓶装置噪音扰民，东
北角堆放硅藻泥土气味刺鼻”问题时，寿光市环保
局长崔维川不仅分析了污染成因，汇报了整改进
度，而且条分缕析，每一项措施后边都列出了责任
人，承诺了完成时限。

定期组织“回头看”

所有集中答复的问题，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都
通过责任分解、现场评价、督查通报、台账销号等
四项制度，为整改落实装上“跟踪器”，及时跟踪
督办，确保按时办结。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根据承办单位的承诺时限和践诺情况，定期组
织“回头看”。对承诺不兑现或整改不到位的，反
复组织群众质询，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活动办公室重点问题整改组组长刘福昌说，答
复会像“过筛子”一样，过滤掉了好解决的问题，
也筛出了难啃的硬骨头。针对重点问题咬住不放，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

在目前集中答复的295个问题中，已圆满解决
137个。其中城乡公交线路调整、羊青路沿线路口
安全隐患整治、纪台镇大棚垃圾处理、农村卫生室
常用药物配送等40个“老大难”问题，根据群众要
求都答复了2次以上，均得到妥善解决。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新建的卫生室环境比原来好多了，房间
宽敞了，药品也全了，像个小医院。有个小毛
病在村卫生室就能解决，不用再跑到镇上和市
里。还有空调、电视，看病舒服多了。”9月
12日，在化龙镇贾家村卫生室输液的贾新玉
说，“以前的卫生室房间小，比较拥挤，后面
还靠着一个大池塘，一到夏天蚊子苍蝇满天
飞。”

目前，寿光177处薄弱破旧的村卫生室的
新建改建工作已基本完成。

已是金秋时节，寿光市政府年初承诺的十
大民生实事，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全力推
进，进展快于预期。

偏远地方通了公交车

9月13日，记者坐上寿光至卧铺的109路乡

村公交车，发现车内有空调、电视、电子表
等，座位干净整洁，与城市公交一个样。邻座
的刘全明说：“以前卧铺偏远，没有车愿意
跑，村民出门不方便。现在村口就有公交车，
还很准时。”

寿光实施公交畅通工程，在全省率先基本
完成农村班线公交化改造。在先期寿光至岔
河、羊口、侯镇、滨海方向城乡公交车的基础
上，先后开通台头化龙方向和至彭家道口、北
单、卧铺、刘家河头的201路、106路、109路、
202路城乡公交车。

城市公交全面改制提质。寿光组建了国有
控股的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新投入运行
电汽混合动力新能源公交车60辆，纯电动公交
车20辆，公交线路由原来的7条调整至19条，
运营车辆达到130辆，基本覆盖了城区主干
道。新投入的公交车全部安装了4G无线网络
设备，落实了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政策。
开通了德隆公司、泰汽汽车、凯马汽车、富康
制药、商务小区共14条“定制公交”线路，还
根据季节变化开通了夜班公交，采取早发晚收

模式，加长了运营时间。
今年寿光计划实施的道路建设项目预计总

投资8 . 5亿元，新建改建里程达85公里，百姓
出行更加方便。寿光港建设成效显著，一期共
建设13个5000吨级码头泊位，现已建成泊位9
个，在建4个。

农村水利工程，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已完成
工程方案优化调整，双王城净水厂及管道工
程、弥河下游治理工程、桂河综合治理工程、
高效节水示范县工程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

农村幼儿园向城里看齐

古城街道垒村的郑永福每天送孙子去弥景
苑幼儿园上学。幼儿园就在小区里，走几步就
到了。“省心省事，别提多方便了。”郑永福
说，“你看这楼，和城里的幼儿园比也不差，
滑梯、沙滩都有，孩子可喜欢了。”

今年，寿光计划投资8185万元新建高标
准、普惠性幼儿园9处，改建扩建幼儿园13

处。目前改扩建任务已全部完成，新建设的幼
儿园按规划计划正在建设中。

在教育上，寿光今年也有不少大动作。寿
光一中羊口校区、世纪教育集团东城学校已经
迎来新生。农村小学操场塑胶化工程，开工建
设9处，预计11月中旬竣工。农村小学幼儿园
冬季取暖改造工程11月底前完成。职教中心二
期建设工程，已完成投资4512万元。学生接送
安全工程，已发放第一、二季度学生乘车补贴
487 . 675万元。中小学校舍标准化建设工程，
规划项目已完成资金立项工作，正在办理开工
前的勘察、图纸设计等各项手续。校园课间安
全饮水工程，正在做资金立项工作。

在洛城街道王家疃村新建的文化广场，记
者看到，不仅有健身器材，还有高高的路灯，
宽阔的“舞池”。“晚上活动的人很多。因为
离村较远，即便是音响开得大些，也不影响村
民休息。”王家疃广场舞爱好者刘霞云说。

寿光注重文体建设工程，今年全市已新建
标准化文体广场60多处，举办“双百双千”等
各类文艺培训班200多场次，培训基层文艺带
头人1200多人。同时，还完成了对全市180多
支农村庄户剧团队伍建设和器材配置需求情况
的调查摸底，拟在10月份组织全市庄户剧团大
赛。

贫困生上学有保障

如今，家住圣城街道的张明已经走进山东
交通学院求学。刚拿到通知书时，家境贫困的
他担忧何处筹措学费，“朝阳助学”救助活动
为他带来了希望。

寿光的“朝阳助学”、“爱心助残”等关
爱活动正在按照全年救助计划如期进行。目
前，共救助各类临时困难群众、在校孤儿学生
和各类困难学生238人，发放救助金91 . 96万
元。城乡低保、五保供养标准不断提高。从7
月1日起，寿光农村低保标准将由每人每年
2700元提高到3100元；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标准
将由每人6400元提高到7000元，分散供养标准
将由每人每年3600元提高到4000元。下半年将
为农村低保对象增发低保金308万元，为农村
五保增发五保供养金27万多元。全年将发放城
乡低保金3795万元，农村五保供养金464万
元。

社保方面，寿光新农合与社保中心实现合
署办公。2014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83 . 9万人，筹资3 . 44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320元。积极推进就业、
预防失业，加大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力度。1—8
月份，寿光全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7421人，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385人，办各类培训班103
期，培训5458人。

农村孩子上了新的幼儿园，偏远地方有了公交车。

寿光市政府年初的承诺逐渐成为现实———

十大民生工程进展快于预期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孙 浩

今年9月开学，寿光市洛城街道中心牟城
的肖伟瑶已经是南阳理工大学研究生一年级学
生。和往年一样，她拿到了寿光市慈善总会新
龙助孤基金帮扶的6000元，没有为学费发愁。
肖伟瑶是个孤儿，大学4年的学费也都是在慈
善总会的帮助下交付的。

肖伟瑶受益的是寿光市慈善总会的真情助
孤项目。只要是孤儿，从幼儿园、高中、大学
的学费，都能得到新龙助孤基金的救助。

“真正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生活特别困难、
急需救助的群众手中，确保各项慈善救助工作
扎实有效。”寿光市慈善总会办公室副主任李
洪云说。

寿光市慈善总会不断规范救助程序，努力
拓宽救助范围，创新打造慈善精品救助项目，
扎实开展慈善专项救助活动，从2007年的“两
项”救助工程增加到现在的“康复助医”、
“朝阳助学”、“夕阳扶老”、“爱心助
残”、“真情助孤”和“特别生活救助”六大
救助工程及“见义勇为者医疗救助”、
“12123慈善救助日”、“关爱最美孝心少
年”三个救助项目，共发放善款4196万余元，
直接救助各类困难群众18100余人。

爱心接力创造生命奇迹

曾经患白血病的李悦，现在能和同学们一
起坐在课堂里上课了。“我长大了想当医生，
去帮助更多的人。”李悦说。

2008年，营里镇第一实验小学的李悦经常
感冒发烧，还伴随着头痛。父母当时以为是普
通感冒，没太在意。后来头痛、发烧越来越频
繁，视力也开始变得模糊。2011年7月，李悦
再次住进医院，被查出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李悦的父亲李俊杰说，院方当时建议做骨
髓移植，但家里没有那么多钱，只能为李悦作
化疗。

寿光市慈善总会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送
去3000元的救助款。随后发动联盟化工集团拿
出10万元慈善资金再次给予帮助。接着，慈善
总会又借助当地媒体报道李悦的病情，累计募
集捐款40多万元。

2012年5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李悦做
骨髓移植前的清骨髓准备。没料想，李悦产生
了很大药物反应，休克了。“当时很多人以为
孩子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李悦的母亲袁庆娥
说，也许是上天的眷顾，一个星期后，李悦奇
迹般地醒了。

李悦虽然渡过了这一关，但由于骨髓已被
清除，只能靠她自己长出新的骨髓才能够活下
来。而当时李悦药物反应产生休克，并没有做
骨髓移植手术，新骨髓长出来的概率几乎为
零。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一年以后，
李悦慢慢长出了新骨髓，白细胞也慢慢多起
来。抽血化验显示，其血液情况正在接近正
常。今年5月，李悦再次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复查，结果显示血液中各项指标正常。李俊杰
告诉记者：“现在口服药都停了。”

最美孝心少年获帮扶

2009年，妈妈被确诊为尿毒症。那年，龙
凤胎邢以乐、邢以诺才5岁，爸爸在一家企业
上班。

最初，一家人顾及孩子们的感受，尽量不
提妈妈的病。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姐弟俩了解
了妈妈的病情，并勇敢担当，给爸爸鼓劲，帮
爸爸一起照顾妈妈。

从小，姐弟俩就知道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完
成，特别是妈妈查出尿毒症后，他们再也不缠
着爸爸妈妈，而是积极主动地完成力所能及的
事情，自己的衣物、鞋子都是自己洗刷。家里
的热水要到单位水房打，两个孩子主动承担。
爸爸工作累，回家还要照顾妈妈，他们饭后抢
着洗碗、收拾房间。家里生活不富裕，两人的
衣服多是捡别人穿剩的，从不嫌弃。妈妈每周
要作三次透析，有时候还要去外地治疗，爸爸
陪着妈妈去，姐弟俩就拿着家里的钥匙，自己
照顾自己。

“妈妈，该吃药了。”“妈妈，我给你捶
背。”姐弟俩只要在家，就会提醒妈妈，还学
会了给妈妈按摩。周末写完作业，妈妈让他们
出去玩会儿，但他们坚决在家陪妈妈。

姐弟俩的班主任付伟华说：“两个孩子学
习好，勤俭，会干活。最让我佩服的是他们性
格开朗、活泼、不畏困难。在这么艰难的环境

中成长，他们还总不忘帮助其他同学。”
今年，姐弟俩被评为寿光最美孝心少年。

寿光市慈善总会对被评为最美孝心少年的家庭
给予5000元的帮扶。

村里形成互帮互助氛围

今年春，稻田镇西稻田村孤寡老人、68岁
的蒋树森患了直肠癌，如今已康复出院。住院
看病的医疗费用，他没有花一分钱。在新农合
报销以及重特大病报销后，他的费用还有几千
元需要自己掏腰包。这时，寿光市慈善总会伸
出援手。“用了村里的捐款2000元，从全市募
集的慈善资金大盘子里又拿出5 0 0 0元，够
了。”李洪云说。

去年，寿光在全市各村（社区）开展了
“慈心一日捐”活动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
效。稻田镇西稻田村、西菜园村，文家街道仉
家村、文家村等村，募捐资金都达上万元。其
中，文家街道仉家村募捐近3万元。如今，寿

光全市铺开村（社区）募捐工作，营造“你捐
一点帮他人，你有困难众人帮”的良好慈善氛
围。

“不在于钱的多少，而是形成你帮我、我
帮你的氛围。每个村筹集的捐款都用于本村困
难家庭或者突发事件，给这个村建立专门的资
金账户，定向用于该村的困难弱势群体，其他
村和个人不能用。”李洪云说。

截至去年底，寿光市慈善总会成立6年多
来，共募集善款8890多万元，创始基金增至
2000万元。设立了21处慈善专项冠名基金，基
金总额累计达2 . 95亿元，年募集基金增值善款
1400余万元。特别是今年，“慈心一日捐”目
前募集资金已达1000万余元，创历年活动之
最。

寿光市慈善总会连续5年被省慈善总会表
彰为“全省慈善工作先进单位”。寿光“慈善
菜乡救助行动”被省民政厅表彰为“山东慈善
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今年，寿光再次荣
登“全国百强慈善城市”榜，并荣获六星级慈
善城市称号。

今年，寿光再次获得“全国百强慈善城市”称号，

“慈心一日捐”募集资金已达1000万余元，创历年之最———

把有限善款用到困难群众身上

寿光探索推行

群众意见建议集中答复会

群众点题 干部落实

□石如宽
任冰冰

报道
近日，在

化龙镇丰一村
的 新 卫 生 室
里，村民在接
受治疗。

寿光市慈善总会救助得白血病的大学生常德险(戴口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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