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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田可新
通讯员 王喜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当前，济南市已进入主汛
期，高温、大风、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频
发，极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衍生
灾害及安全事故。7月15日，济南市安监局就
加强汛期应急管理工作作出要求，其中明确，
各县（市）区安监局和相关企业要高度重视汛
期应急值守工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安
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各县（市）区安监局要
督促工矿商贸企业按照应急预案做好防汛应急
演练。

市安监局要求，各县（市）区安监局和相
关企业要健全完善汛期值班制度，带班领导要
严格履行职责，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确保能
够及时发现灾害苗头、趋势性问题和隐患，及
时报告突发情况和灾情，并采取有效措施应

对。针对应急预案演练工作，该局强调，特别
对非煤矿山和使用煤气液氨等危险化学品的企
业，要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停电、大雨引发洪
水进入生产区域等情况进行预设，制定相关预
案。此外，还要监督、检查相关企业做好汛期
应急资金、物资、技术和应急队伍的准备工
作，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抓好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发生险
情快速报告、快速救援，及早处置，将灾害事
故损失降低至最低限度。

而雷电灾害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济南
市属雷暴活动多发区，近五年平均雷暴日为
24 . 2天，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高层建
筑、电子现代化设施和公共服务场所的大量出
现，雷击事件呈逐年上升和多样性发展趋势，
频发的雷电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
重威胁。对此，济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也对全

市雷电灾害隐患排查和防雷安全检查工作作出
了相关要求，其中明确，各企（事）业单位要
按照落实雷电灾害防范主体责任要求和相关雷
电灾害防范标准规定，对本单位的防雷安全隐
患和防雷安全工作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自查整
改，重点查找防雷装置是否按照国家防雷法规
和技术标准安装到位；新建建设项目是否办理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与竣工验收；投入使用的防
雷产品是否经法定检测机构测试合格；是否建
立健全本单位防雷安全责任制；是否将防雷安
全纳入应急管理总体部署；是否有雷电预警固
定接收方式；已建防雷装置是否全部依法开展
定期检测，并达到合格标准。市气象主管部门
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防雷安全执法检查，对新
（改、扩）建的建设项目，应办理防雷装置设
计审核和竣工验收审批手续而未办理的，防雷
装置设计图纸未经审核或审核不合格开工建设

的，防雷装置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
的，以及其它应予以处罚的问题，一律按法规
要求实施处罚。对存在一般防雷安全隐患的，
必须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并跟踪整改落实情
况，直至彻底整改到位。对隐患排查不认真、
敷衍塞责、整改不力导致发生问题的单位和责
任人，要认真进行责任倒查，依法严肃追责。

此外，市安委会强调，气象主管部门要对
全市防雷安全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部位
进行重点布防、重点监管，要运用信息化手段
完善监控措施；各行业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本
系统防雷安全工作的检查，监督行业企业、单
位按要求做好防雷检测申报工作；各企（事）
业单位要明确防雷安全管理人员，做到防雷装
置有人负责管理，日常维护保养有人负责，发
现隐患及时整改，确保防雷装置处于良好运行
状态。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做好防汛应急演练

□明春 赵明 报道
本报商河讯 7月11日上午9时，第三届台湾

青年志工夏令营活动在济南市商河县怀仁镇中心
小学开营。

本次夏令营活动，来自台湾的14名青年志工
同怀仁镇中心小学的60名小学生开展了为期3天
的交流活动。小学生们通过传统文化课、游戏
课、活动课的形式，在游戏和科普体验中加强了
与台湾青年志工的交流。

据介绍，台湾的志工服务已成为台湾日月
潭、阿里山之外的又一道亮丽风景。台湾同胞友
爱、奉献的志工服务精神与“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山东是孔孟
的故乡，台湾青年志工朋友们到山东济南开展助
学活动别具意义，台湾青年志工来济夏令营已成
为济台两地青少年沟通交流的又一重要平台。

第三届台湾青年志工

来济夏令营活动

在商河开营

□记者 禹亚宁 报道
本报章丘讯 7月16日，首届中国龙山黑陶

艺术作品大赛暨首届龙山黑陶精品展在章丘举
行。开幕仪式上，中国陶瓷协会授予章丘市“中
国黑陶之乡”之称。

“你看这个陶罐就运用了古老的镂刻技
术。”章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德功从事
黑陶工艺品制作20余年，这次又带来了数件得意
之作参赛。复古的蛋壳陶、创新的多彩黑陶，开
片技术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的现代陶艺……本届大
赛共收到400余件参赛作品，来自全国60多家黑
陶制作企业与机构。据龙山文化博物馆馆长田继
宝介绍，本次大赛将评出金奖3名、银奖6名、铜
奖9名，优秀奖若干名，获奖作品将以提倡作者
捐献的形式收藏进龙山博物馆现代黑陶展。

“掂之飘忽若无，敲之铮铮有声”，龙山蛋
壳黑陶以其“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
瓷”的特点闻名于世，4600年前就在章丘这片土
地上演着传奇。然而古老的黑陶制作工艺重现于
世仅有30年的历史。田继宝说：“如今我们继承
了老祖宗留下的技艺，在新时代用创新技艺发扬
传承。”目前章丘共有黑陶研制、生产、销售企
业58家，从业人员5000多人，年产量达40余万
件，占全国50%以上。

章丘获评中国黑陶之乡

□记者 禹亚宁 报道
章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德功展示参

赛作品。

□ 本报记者 晁明春

参改车辆1061辆 保留485辆

“6月24日，全市涉改车辆全部封存；第
二天也就是6月25日，全市扶贫大会在市委学
校召开，与会人员或骑自行车，或坐公交，再
也不见往日开大会车辆拥堵的‘盛景’，车改
顺利地开了个好头。”7月13日，章丘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潘应福告诉记者。

据了解，经调查摸底，章丘市此次共有参
改单位80个，分别是20个镇街、党政机关47个、
群众团体5个、参公事业单位8个，参照地方改革
的垂直部门管理单位4个，涉及参改人员3233人，
其中司勤473人，涉及参改车辆1061辆。

公车保留多少？人员何处分流？改后如何
保障？章丘“车改”的步子急促而又平稳：4月18
日章丘市向济南市公车办报送了《章丘市党政
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预审稿)；5月
28日章丘市召开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动员大
会，印发《章丘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6月24日章丘市党政机关公务用
车封存停驶；6月25日章丘公务用车管理服务
平台正式启用，线上公车纳入正常调度。

“遵循‘只减不增’的原则，从严核定保
留公务用车编制，保留必要的通讯和应急用车
以及调研接待用车，章丘市保留公务用车485
辆，其中机要通讯和应急用车137辆(市直88
辆、镇街49辆)、调研接待用车4辆、工作用车
实物保障42辆、执法执勤用车302辆。”章丘市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字。

为妥善做好司勤人员分流工作，章丘成立
公务用车保障中心，增加编制5人，从事公车

管理调度工作；同时，安置分流司勤人员473
名，其中留用167人，52名安置到公车保障中心
工作，219人实行内部转岗，17人退回原单位，
18人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这一过程
中，所有司机都有了自己的归宿，未出现一例
上访案例。”章丘市人社局一位负责人说。

申请公务用车两分钟搞定

“申请单位：市政协；申请人：市政协秘
书科科长樊帅；车辆类型：中巴；车辆用途：
一般公务；使用日期：7月14日上午。”

这是7月13日上午，章丘市公务用车管理
平台上显示的一条申请用车信息，从申请提交
到批准回复，整个审批流程一目了然。

“车改”之后，从干部到群众最大的担心
是：正常的公务活动会不会受到影响？办事效
率会不会降低？该下到基层为群众办的急事实
事是不是不办或缓办了？

“正常的公务用车一点不受影响。”潘应
福告诉记者。车改之后，章丘市通过在全省率
先开发建设了公务用车管理信息系统，对全市
88辆机要通信和应急用车以及4辆调研接待用
车进行统一管理。申请公务用车，可提前通过
“公务用车审批平台”进行申请，履行相关申
请程序，如公务用车参改单位用车人提出申

请、单位领导审核、申请人向公务用车审批平台
申请、公务用车保障中心受理、审核审批等，由
保障中心派车给申请单位，两分钟就可搞定。

同时，章丘市还鼓励公务出行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由于此次“车改”，章丘规定在城区
范围内包括明水、双山、枣园、埠村、圣井、
龙山等六个街道办事处的普通公务出行，由发
放公务交通补贴费用保障。为此，章丘市一方
面在2015年启动了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项目，
目前3000辆公共自行车投入运行，随时用车随
时还车，基本解决了市民和公务人员在市区日
常出行问题。另一方面，不断拓宽公交车覆盖
范围，2015年还开通了夜间公交线路。

另外，章丘市下一步还将完善出租车市场
化运营管理方式，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部分
汽车租赁公司，发展适合公务出行的市场化交
通定制服务，增加社会化交通供给，用好用活
“车补”，确保改革后公务出行得到有效保
障。

对各乡镇呢？章丘市此次“车改”规定各
镇街一般可保留机要通信和应急车辆2辆，地
处偏远地区或山区的可保留3辆，由各镇街统
一管理，统筹使用，全市20个镇街共保留49
辆。加之事业单位目前此次没有纳入车改范围
而保留了原来用车，再加上“车补”，乡镇正
常的公务办理目前基本不受车改影响。

公车节支率为15%

“通过GPS定位和公车标识，公车管理和
监督更加严格了，公务人员外出不能私自改变
路线，效率也确实提高了。”有30年驾龄的章丘
市机关司机李福贵说，原先一辆车一天只能出
一次车，现在一辆车一天可以出去两到三次。

“章丘早就在全市制定了‘五统三定两监
督’的公车管理制度，可以说基本达到了无缝
隙管理。”潘应福告诉记者，不管是市直、乡
镇机关用车，还是公检法等执法车辆，全市所
有公务用车实行统一编制、统一购置、统一牌
照、统一调配、统一处置，而且定点加油、定
点维修、定点保险，同时对公车进行社会监督
和系统内部的监督，即通过“GPS定位”和
“公车标识”的方式，对公车的出行进行监
督。当公车到达景点、饭店等未规划的地点
时，公车系统会自动报警。

公车严格管理的直接效果就是运行费用的
逐年降低。统计数字显示，自2013年实施严格
的公车管理制度后，章丘市2014年当年的运行
费用比上年降低40%，2015年的公车运行费用
又比上年降低30%。2015年，加上市内购买洒
水车辆的费用在内，所有运行费用加起来比
2012年降低近一半。

“此次车改之后，车辆利用率明显上升，
有效地避免了车辆闲置，运行费用大幅降低。统
算下来，用现有运行费用加上‘车补’与车改前
的总运行费用相比，章丘市公车节支率为15%，
明显高于原来预定的节支率不低于7%的目标。”
潘应福说，此次公车改革最大的效果还在于减
少了群众心中的疑问，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树立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良好的形象。

如何改？ 改后如何管？ 会不会影响正常公务活动？

章丘“车改”交出完美答卷
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信息管理系统，统一调度，统一管理

机关单位公务用车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在公车管理方面一直走在
全国前头的章丘市如今又先行一步，通过在全省首次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公务
用车信息管理系统，将全市所有公务用车纳入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回答了
“如何改”“改后如何管”“会不会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等一系列问题，交
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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