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郑军 赵梓霏 报道
本报齐河讯 在连接齐河城区与济南市

区要道——— 黄河大道的起点，一大片街头绿
地格外惹眼，花坛、草坪、凉亭、石景、小径让
市民流连。“此处紧邻县第三中学，周围政府
机构和高档住宅多，面积37 . 5亩，众开发商觑
觎多时，市场评估价值亿元左右，可谓寸土寸
金地。但齐河县委、县政府在征求意见时，发
现周边群众更渴望多一点绿色，最终决定放
弃开发房地产，另投入286万元建设公园，
还绿于民。”7月9日，齐河县园林水系办公
室主任孙智勇指着规划设计图说。

像这样的“傻事”，齐河做了可不止一
桩。在城南新区中心位置，同样的黄金地
段，如果出让开发可收入3亿元的91亩土
地，齐河却投资4350万元，用来建设大型体
育主题公园，园内将建绿荫跑道、各种球场
等，为市民提供一处运动休闲的活动空间，
预计下半年开放。

城市不应是钢筋水泥的丛林，而是人们
诗意栖居的地方。在城市建设、改造过程中，
齐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绿色共
享发展理念，努力建设有灵魂、有内涵、有温
度的精致城市。计划投入20亿元，实施景观园
林、碧水绕城和生态城景观提升工程，全县今

年上半年就新增绿化面积357万平方米。
在主城区见缝插绿，他们规划建设了20

余处小型广场游园，实施了近40项各类景观
工程。广场游园建设、景观绿化和棚户区改
造同步推进，确保新建棚户区绿化率达
30%。在新城区规划建设中，该县坚持绿色
先行、生态先行、环境先行，展开城南新区
规划地图，可以看到其中有1/4面积是绿化
和水面。已建设大清河生态水系景观工程，
相邻的大蒋沟景观改造工程也在紧张施工，
形成了集湿地、水系、风景游览于一体的生
态长廊，打造了新的城市会客厅。如今大清
河景区周边日吸引群众游憩超过5000人次。

在与城南新区相邻的黄河国际生态城，齐河
启动生态城景观提升工程，总投资15亿元，
突出63平方公里整体布局，总绿化面积将近
1000万平方米，由海绵城市建设专家团队执
笔，计划用3年时间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水
城、慢城、绿色生态产业城。

漫步齐河，百步一小景、千步一公园，
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园”的愿景正逐渐变
成现实。而放弃上亿元土地出让收入，“赚”来
的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群众的纷纷点赞。在
城区棚改中，居民的拥护率达到98%以上。棚
改户李传民说：“眼看着公园修得这么好，我
们更盼望着能早点住到新家里了。”

寸土寸金地 植绿乐万家
齐河此举赢来棚改群众点赞：公园修得这么好，盼望早点住新家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郑兆雷 报道
本报茌平讯 “新汽车站附近5个垃圾桶

掉漆严重，太丑了。”7月20日上午8点，茌平县
市政局局长毛永和的手机微信传来“滴滴”
声 ,清洁工葛秀花扫街时上传的3张“丑陋的
垃圾桶”图片在创城第五网格群“炸了锅”。

“我们马上处理。”负责城区主街道上
1700余个垃圾桶维护和保养，身兼创城第五
网格网格长的毛永和，随即将信息转发“环
卫工作群”微信群。

8：15，市政局清运大队队长王兆阳带着
管理员郭金虎进入现场对垃圾桶打磨、喷漆。
9：00，“旧貌换新颜”的图片发回“创城第五网
格”。投诉人葛秀花当即在群里“竖起拇指”。

毛永和坦言，县里推行“微信工作法”
后工作节奏越来越快：昨天，新政路上有块广
告牌破损，图片传到群里，10分钟后摘掉了；3
天前，新源东路路口出现一个2米多高的“大
土堆”，8:30发群里，8:47铲车已开始清理。

为啥推行“微信工作法”？茌平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韩冰说，今年是茌平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复审“双城同
创”的“大考”之年。时间紧、任务重、头绪多，
如果每个问题都通过电话或会议来解决，不
仅工作效率低，且难以实时掌控工作进展。推
行“微信工作法”的初衷，就是畅通信息对接、
简化工作程序，实现工作效率的全面提升。

今年5月，该县在将城区划分为12个一级
网格、120多个二级网格，配齐网格长、网格
员的基础上启动了“微信工作法”：先后组
建起“茌平县文明、卫生双城同创工作
群”、“创城志愿者服务群”等20多个微信
群，覆盖6个创城工作组、12个网格、3个街

道、120个县直部门和单位，群员有县里领
导、有街道部门单位“一把手”、有机关党
员干部，有普通市民，足有四五千人。微信
成员汇报工作、传达任务、发现问题等，均
可以图片、文字、视频、音频形式即时上
传，再加上能与街道、县直单位和部门内部

群“转发共享”，初步形成一个上下通达、
左右联通的微信工作网络。

他们还强化督导落实，出台了《茌平县
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工作问责办法》，每天对
微信群各类问题诉求、处理意见、工作进度
统计通报，干部的工作状态、身处位置、落
实结果等全部“原汁原味”晒到群里，谁出
差错、耽误事儿，就追究谁的责任。

“微信工作法”好处是方便快捷。采访时，
毛永和手机“滴滴”声不断，仅8：00—9：00，就
收到40多条信息，包括街头垃圾清理、小广告
治理、志愿者行动等等，图片、视频、音频、文
字全部来自现场。毛永和说，原来遇到问题需
要一级级成文上报，再层层下达指令，快则几
小时，慢则几天，现在分分秒秒解决了。

一些棘手的“老大难”也顺利解决。以占
道经营和“牛皮癣”为例，以前新政路、枣乡
街、商业街等街道屡禁不止，今年执法局、市
政局、交警大队先后开展10多次联合执法，执
法过程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在群里“实况转
播”，目前已完成20多处马路市场的整治，清
理“牛皮癣”2000余处，“老大难”竟然治愈了。

“微信工作法”，群众最受益。据介绍，推
行“微信工作法”以来，累计上传各类信息
6000多条，反馈并解决城市难题1000多个，200
余条背街小巷、17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30多
个棚户区的1 . 4万户居民结束“蜗居”，群众对

“创城”的满意率同比提升20多个百分点。

八点遭曝光 九时获点赞
茌平“微信工作法”助力“双城同创”，千余难题得化解

□毛锐 杨静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以来，淄博市张店区车站街道按

照“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才选拔理念,建立
了“识人、选人、用人”的双向交流机制,充分发挥人
才在街道重点工作中的引领作用。

该街道积极储备后备人才 ,大力培养“潜力型干
部”。选拔部分干劲足、潜力大、思维新、作风正的年
轻干部到社区担当重任,邀请辖区各类行业带头人担任
社区“大党委”成员，既让他们在工作中得到锤炼，又
充分发挥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助推街道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今年以来,先后将8名优秀年轻人才安
排到工作一线担任领导职务。

注重从辖区村居择优选拔大中专毕业生到办事处挂
职锻炼。该街道根据各村居的工作实际,安排大中专毕
业生到党建、宣传、城建等部门对口培训,每名学员安
排一名党工委成员作为工作导师,成立街道“人才互助
小组”,真正让他们有所学、有所悟、有所得。今年以
来,已有9名优秀大中专毕业生选拔到街道挂职。

张店车站街道创新人才

管理模式

□记者 李媛
通讯员 张德杰 张吉元 报道
本报平度讯 “第一年可以设坟头，一年

后把坟头整为平地，重新进行耕种。”这是平
度市明村镇北郭家村《村规民约》中的一条。5
月15日，记者在这个村采访时了解到，2014年3
月，他们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对丧
葬习俗进行了“改革”，增加了这条内容。

“如今，村民在修建坟墓时比大、比阔现
象没有了，零零散散的坟头融进了大面积的

耕地，更有利于大型机械作业。”村党支部
书记郭万顺说。

北郭家村的“坟头设一年，来年变耕
地”，只是平度市移风易俗巧做“加减
法”、深化乡村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平度市通过加强“四德”工程建设，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孝悌和睦家风，
倡树婚丧嫁娶新风，营造文明和谐乡风。

“移风易俗，除掉的是旧陋习，换来的
是新风尚。”蓼兰镇许家村是远近闻名的

“孝顺”村，在这个村“厚养”越加越厚，
而“薄葬”越减越薄，已成为村民的一种习
惯。“现在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办红白喜
事都有了规矩，村民省力、省心、又省钱。
俺老母亲98岁去世，殡葬费花了不到3000
元，要是在以前怎么也得花15000多元。”许
家村村民许邦传说。10多年来，村民在殡葬
方面累计节省资金100余万元。

仁兆镇二贞台村是个有“故事”的村
庄，至今还流传着“二贞庙”、“洗心河”

等类似孟姜女的故事。这个村把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与党的建设、群众文化等工作有机结
合起来，设立了道德讲堂“沙龙”。每到
“群众工作日”——— 党员村民代表集中议事
的日子，都会增加一项内容：由一名代表领
读朗诵孝德诗句。多年来，这个小村没有发
生一起打架斗殴、邻里纠纷、小偷小摸等不
和谐行为。

“以‘德润平度’建设为抓手，我们每年组
织市、镇、村三级‘好媳妇’、‘好婆婆’、十星级
文明家庭、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并将评选出
的先进人物在‘四德’榜上进行公示，通过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让乡村文明之花开遍了全
市。”平度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波介绍说。与
此同时，乡风文明也换来了群众满意度的大
幅提高。去年以来，平度连续四次获得青岛市
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第一名。

坟头设一年 来年变耕地

平度：移风易俗“移”出新风尚

□冯长禄 报道
志愿者上街通过微信“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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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徐 斌 报道
本报淄博讯 7月7日，淄博市周村区人才服务团工

作人员来到淄博泰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
长、高级工程师诸葛宝钧送来了体检报告。“自从周村
区开展了党委联系专家活动后，区科技局邢振东局长每
个月都来跟我聊一聊，服务团的同志们也经常上门服
务。”诸葛宝钧说，上个月他还参加了区里组织的高层
次人才免费体检。

周村区立足实际，创新开展一次党委联系专家活
动、建立一支专业规范的人才服务团、在便民服务大厅
开设一个专门的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的“三个一”人才
服务工程。截至目前，周村区共走访高层次人才118人
次，掌握摸清问题53个，已全部妥善解决。成立的人才
服务团规模已达70余人，除定期为企业提供融资、科
研、生产、管理等“保姆式”服务以外，每年组织50余
名高层次人才进行健康查体和外出休假。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深化
‘三个一’人才服务工程，全力打造一支专业精湛、善
于创新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引领周村企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周村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贾万刚说。

周村创新实施

“三个一”人才服务工程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侯义凤 高欢欢 报道
本报莱西讯 “我的葡萄大棚，一亩可收获5000多

斤，年纯收入5万多元，比外出打工强多了。”莱西市
院上镇兴隆寨村青年耿丙磊是一名90后，现在是丽斌专
业合作社的一名“职业农民”。

耿丙磊原来在一家工厂务工，月工资两千多元，看
着村里人种地发家致富，他决定回家种地。刚开始用传
统方式种葡萄，效益一般。2015年，合作社举办了新型
农民职业培训，他报名参加，当年效益翻了番。

目前，像耿丙磊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在莱西有
12000余名。

在青岛浩丰源高效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峰运用新理念、新技术“种地”已经有七八个年头了。
2011年，王峰申请成立了丰诺植保专业合作社，当上了
“农场主”，截至目前，承包流转土地已达2700余亩。凭着
对农药、化肥特性的研究，他种植的蔬菜、水果农药残留
量完全达标，成为各大超市的“宠儿”。如今，不惑之年的
他为了提高种地技术，定期还要去北大农资MBA人才班
里参加培训。

自2014年起，莱西先后建设农民田间学校26处，每年
培训农民3000余名，培训合格后为他们颁发合格证书。

莱西：12000余名新型

职业农民“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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