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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8月21日8点，寿光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交流群
内，一名社区志愿者发出信息：“菜都路一处广
告布破损，请责任单位及时更换。”文字之后还
附有相关照片。

1分钟后，寿光文明创城网格责任单位工作
人员给出回复：“立即联系负责人员前去更
换。”半个小时后，一条信息在创城微信群出
现：“菜都路破损广告布更换完毕。”同时，附
有一张更换后的现场照片。

文明创城中，寿光实行创城网格化管理机
制，通过划分网格创建责任区，加强统筹协调和
督促检查，构建起了全民参与、全面覆盖、上下
联动、条块结合的创建格局。

据了解，寿光把城区划分为37个网格创建责
任区，将市直100多个部门单位全部下沉到网
格。每个责任区由一名市级领导、一个市直部门
牵头包靠，各包靠部门按照原定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责任分工不变的同时，与网格创建责任单位一
起，共同完成网格创建任务。

15个镇街（区）以各自行政区域自成网格。
划分网格后，寿光市级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带头，
市级领导干部分工包靠，全员上阵，一线指挥，
各网格包靠单位、职能部门及镇街机关干部铺下
身子，加班加点，整体推进。各网格包靠单位、
职能部门及镇街（区）机关干部积极对网格站点
展开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能当场改正
的，协助予以现场改正，未能当场改正的，立即
通知相关责任单位整改，并及时复查，直至达到
创建标准。

据统计，在创城网格化管理机制的推动下，
寿光累计新安装路灯2 0 0 0多盏、果皮箱4 0 0多
个，维修座椅座凳1 9 0余处，改造维修厕所3 8
个，维修破损路面、人行道3 . 4万平方米，新铺
沥青路面1 . 8万平方米，清运生活垃圾增量9500
多吨，清运建筑垃圾、混合垃圾40多万立方米、
大棚垃圾40万吨，提升改造齐民思、千榕家纺、
商业新村等小区84个。

“创城网格化管理机制，就是要求我们把创
城工作做得更加仔细。”寿光市总工会常务副主
席孙荣新说，按照网格实际情况，寿光市总工会
把所包靠的大网格划分了3个小网格，配齐工作
人员，明确分管领导、包靠科室，实行定人、定
时、定岗、定责、定标准的“五定”管理制度，
要求每一位工作人员做细做深每一项工作，把每
一项创建任务都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物流园价格指数

检验检测中心获悉，8月14日至20日，寿光农产
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19 . 25点，较上周
122 . 00点下跌2 . 75个百分点，环比跌幅2 . 3%。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分析，三
个方面原因影响指数下跌。一是立秋过后，全国
大部分地区高温消退，蔬菜出产能力增强，价格
大都回落。二是随着早晚天气凉爽，地产设施菜
产量增加明显，供应偏紧局面结束，价格纷纷下
降。三是部分进入销售高峰期的北菜品种价格跌
幅较大，制约整体菜价抬升，如西红柿、芹菜
等。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付 瑶

“我刚来单位工作的时候，机械车辆非常
有限，主要依靠人力清扫。现在用上了现代化
的洗扫车，效率大大提高。”在寿光环卫集团
工作了24年的张玉森说。

今年，寿光环卫集团投资近1000万元，购
置了31部垃圾运输机械、车辆及3部电动高压
清洗车。目前，该集团机械车辆已达900多台
（部），寿光市城区环卫机械化作业率达
76%。

“对城区主要道路保洁时间每天不低于18
小时，一般道路保洁时间不低于12小时。”寿
光环卫集团董事长赵爱之说，利用先进多功能
洗扫车、高压冲洗车、洒水车、护栏清洗车
等，推行“机洗+机吸+机扫+人工”保洁模
式，开展“以克论净”深度保洁。

“城市管理要健全长效机制，把集中整治
转变为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形成权责一致、
运转高效、精细到位的管理机制，真正做到查
与不查一个样、大街小巷一个样、白天晚上一
个样、平时假日一个样，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寿光市长赵绪春说。

专人巡检无死角

8月20日一大早，寿光市住建局路灯所党
支部副书记李帅和三名同事，走在光明路上。
看到地上有烟头等垃圾，他们弯腰捡起。车辆
停在盲道，他们立即联系车主让其挪车。沿街
商铺电动车、自行车停放不整齐，他们帮着把
车辆摆好。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李帅和三名同事搭
档，负责光明路公园街至建新街段道路东侧的
沿街门店和小区的巡检工作。

光明路与公园街交叉路口南侧，一名店主
把烟蒂随手扔在地上，李帅当即劝阻。“在自
家门口抽烟，这也不行？”对方并不服气。

“咱要做一名文明人。再说，店前干净
了，对咱生意也好。”李帅说。可该店主不依
不饶，表示不需要外人来管。李帅没有生气，
坚持耐心解释，直到男子意识到错误，之后还
主动打扫店前卫生。后来，这名店主跟李帅成
了朋友。

李帅所负责的区域有两个老旧小区，无物
业管理，小区内居民多是老年人。李帅和同事
就成了两个小区的保洁人员，每天早上准时去
打扫卫生。“自从李帅他们来了，小区大变

样。”小区居民刘红菊说。之前，小区道路破
损、小广告多，卫生也很少清扫，李帅和同事
申请专项资金修了路，带人清理了楼道内的小
广告。

李帅还负责城区多条道路的路灯安装，监
督中标企业，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几个月
来，寿光市路灯所先后对新兴街假日广场南侧
小巷、银海路工商银行西侧小巷等26条背街小
巷和无路灯路段进行了路灯安装，共安装路灯
550盏。

农贸市场如超市

南后三里村农贸市场，店主全部在房间内
经营。蔬菜经营业户孙桂红告诉记者，原先摊
子摆在外面，风吹日晒人遭罪。现在全搬到屋
里，人不遭罪了，货品还干净。

“原先乱糟糟的，现在路上没有了乱摆乱
放，感觉很舒服。”前来买菜的李浩说。

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南后三里村将道路两
侧的摊位全部移到路沿石以上，沿街摊位全部
实行店内经营，封闭式管理，设置统一的店
牌，配备统一的遮阳伞。

“我们将建立长效机制，在市场设立两个
曝光栏，每天安排专人检查，达不到卫生条件

的和有顾客投诉的，五天一曝光。店外经营，
破坏环境的，发现一起第一次罚50元，第二次
加倍处罚。”南后三里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强
说，提高管理水平，向超市的标准看齐。

在东郭市场，记者看到，每一家店铺、摊
位前1 . 5米外都有一条黄线，200多户商铺、600
多个摊位都在黄线内经营。在每一处售货亭上
方都挂有经营信息公示牌，如经营猪肉的，有
证照信息、动物检测证明、食品安全承诺等信
息。

业户侯光林说，卫生条件提升后，以前很
多去超市的市民都愿意来东郭市场买菜，营业
额能增加一成甚至两成。

据了解，今年以来，圣城街道先后完成了
西关、三里、东郭、建桥四大农贸市场的改
造。

“现在农贸市场布局合理、管理规范、整
洁有序、宽敞明亮，是‘超市版’的农贸市
场。”王永强说。

苗木修剪讲科学

8月16日早，仓圣公园，园林工人正在修
剪草坪。文明城市创建中，园林工人穿梭在城
区公园、游园、道路绿化中，修剪苗木，加强

对苗木的养护管理。
“为了防治病虫害，我们进行了专题研

究，结合创城标准和工作实际，确定了全力治
虫、整齐有序、全面提升的工作方针。”寿光
园林建设集团董事长杨大伟说。

在具体工作中，园林建设集团出台一系列
工作方案，按管理区域将养护任务一一分解，
责任具体到人。利用时机，该集团对城区内乔
灌木进行全面整形修剪，促进树木生长。采取
“剪枝、疏枝、截短”等方法进行科学、合理
的修剪整形，修剪后用油漆涂抹封住截枝面，
避免病虫侵害和水分丧失，确保树木来年的良
好长势。

据介绍，寿光园林建设集团强化落实公园
游园内车辆停放以及公共设施配套等规范完善
工作。对公园、游园内路灯亮化工作进行检
查，确保亮化率达到98%。利用近期阴雨天较
多的时机，该集团对城区内裸露地面进行自查
并补植，进一步提高城区绿化面积。

圣城中央花园小区居民王晓芬，每天晚上
吃完饭，都会到人民广场上转转。王晓芬说，
人民广场的树多，绿化景观漂亮，广场上还有
各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美丽中国
梦”等宣传画、宣传灯箱，传递出文明和谐、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8月18日早上5点，天刚蒙蒙亮，寿光市纪
台镇苏秦村村民杨乐起床，去茄子大棚忙碌。
2个小时后，回家吃完早饭。7:30，杨乐骑着电
动车赶往纪东村村委，参加义工活动。

此时，寿光市善德公益服务中心纪台负责
人房玉玲已经提前到了村委。这次活动，善德
公益共有104名义工参加。集合完毕后，义工
们看望了村内5位80岁以上的老人，送去了牛
奶、大米、油、鸡蛋等慰问品，为30名村民理
了发，还在村内清理了卫生。

房玉玲说，这些义工有60名来自纪台镇。
杨乐说：“每次做义工都觉得很快乐，同时，
还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有动力去做义
工了。”

善德公益纪台群的义工不仅在本镇开展活
动，还经常前往寿光市区、其它镇街开展活
动。孙家村的孙春华，多次去70公里外的台头
镇三座楼村参加义工活动。“路程远点，但我
们干农活早起都习惯了，早起点就是。每次参
加活动，都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这是最开心的
事。”孙春华说。

房玉玲在纪台镇政府附近开了家理发店。
如果房玉玲不来做义工，而是开着理发店，一
上午可以挣200元钱。为这事，最初丈夫怎么
也不同意关上理发店去做义工。“时间长了，
他也就理解了。”房玉玲说。

小时候，房玉玲就记得父母帮助无儿无女
的残疾人邻居，给他送去吃的喝的。虽然都是
些小事，但父母的善行在房玉玲幼小的心灵种
下了助人为乐的种子。

2011年冬天，房玉玲患神经性头疼病住进
寿光市中医院。那时丈夫忙着工作没法陪床，
孩子还小。住在医院，房玉玲没有人照顾。在
同一个病房照顾家人的孟祥义看到房玉玲的情
况，主动给她买饭，还帮着买来暖水瓶、洗手
盆，帮着照顾她。“很感动，就想着以后好好
去帮助别人。”房玉玲说。

2015年，一位朋友把房玉玲拉进义工团
队。当时，房玉玲也不知道义工是个啥。团队
组织义工去胡营敬老院看望老人时，房玉玲第
一个赶到，率先打扫卫生。“看到老人开心，
我就觉得开心。”房玉玲说。

寿光市福利中心、台头镇三座楼村、纪台
镇孟家村、兆祥小区，善德义工开展的这些活
动，房玉玲都参加了。“只要有时间，我就参
加。”房玉玲说。

在房玉玲的带动下，她的小姑子、亲戚、
邻居都加入进来了。

在寿光市区兆祥小区参加活动时，孙春华
带着丈夫、闺女、侄子一起参加。“让家人都
感受一下我做的事，传递一下义工精神。”

在纪台镇孟家村，遇到难以清理的小广
告，杨乐直接嘴里含着水喷到广告上，再用铲
子一点点清理。

古城街道弥景苑幼儿园园长郑素荣，建立
了星星之火爱心教育志愿者群。目前群内有
268名志愿者，多数已经在中国志愿者网上完
成了注册。弥景苑幼儿园的老师和附近的村
民，成为该群志愿者的主力军。

星星之火爱心教育志愿者，帮扶着6名上
口镇的贫困儿童。“从调查帮扶对象，到具体
帮扶，广大义工积极参与，表现出高度的责任

心和奉献精神。”郑素荣说，8月15日，120名
义工自愿捐款累计近12000元，全部捐献给6位
贫困学生。

在没有成立义工群之前，郑素荣自己一直
帮扶着贫困儿童，供养2名大学生顺利毕业。
“帮助别人，给了我充实的生活，也收获了快
乐。”郑素荣说。

弥景苑幼儿园教师郭淑红说：“伸出援手
时，传递的是温暖，成长的是内心。”

杨乐是苏秦村第一个参加义工的人。“我
丈夫支持我，但邻居都不理解，我就自己偷偷
地跑出来做义工。”杨乐说，遇到义工组织，
觉得有了前行的力量。

房玉玲也有类似的烦恼。在农村好多人还
不知道义工是啥，做义工房玉玲没少受到冷嘲
热讽。“做义工刚好啦，你给俺家把茄子棵拔
了吧。”有的村民说。

房玉玲说：“我不怕嘲笑。我想起一个朋
友说，我就是要像傻子一样做义工。”纪台镇
五庙、青州的圆觉寺、寿光市里，都留下房玉
玲带领义工做活动的身影。

“现在丈夫、儿子都支持我，越来越多的
人知道了义工，加入进来，这就是非常开心的
事。”房玉玲说。

8月15日，羊口镇的刘霞、周玲和10位志愿
者来到洰淀湖景区，清理水面杂草和漂浮的垃
圾。“杂物清理了，水面干净了，游客看着更
舒心。要是看到一点脏的地方，大家的心情也
受影响。”刘霞说。

如今刘霞、周玲也参加了善德公益组织。
“做义工的人越多，我们就越有力量，从而带
动更多的人做义工。”周玲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付洪亮

8月16日下午，寿光市纪台镇，沿着寨王
路驱车前行，一路通畅。“以前路上堆满了茄
子秸秆，苍蝇蚊虫飞舞，还有发霉的气味，车
很难开。现在道路整洁宽敞，真是舒心。”纪
台镇孟家村村民刘秋凤说。

在今年的大棚换茬时，刘秋凤就注意到路
边竖起了“路长”的标识牌。“上面有姓名，
有电话，还有垃圾暂存点的地址。看到这个，
我就知道今年的大棚垃圾不会乱堆乱放了。”
刘秋凤告诉记者。

为加强镇域道路管理，全面提升环境卫生
综合治理水平，保证道路环境优美、交通通

畅，今年5月18日，纪台镇发出通知，在全镇
范围内建立镇域道路“路长制”工作机制。

纪台镇将全镇划分为4大片区，由4名班子
成员担任“路长”，全面负责责任路域内的宣
传广播、道路巡查、合理设置暂存点及警示标
牌等工作。

“路长”之下设置72名“分路长”，由机
关干部担任，每天除上班期间随机巡查外，上
午7点至8点、下午6点至7点按照片区值班表进
行巡查。“分路长”之下则由村“两委”成员
包靠相关路段，负责24小时不间断巡查，实现
网格化管理，确保每条街巷包靠到位。

8月17日早上6点，纪台镇干部李兰娟和同
事董一峰、孙德文开始路上巡逻。沿青吕路、
姜周路、青同路、三厂路、吴陈路、纪田路、

堠王路、曹三路、堠王路、寿尧路，三人一路
过去。巡查中，李兰娟发现，三厂路与吴陈路
交叉路口北侧有部分秸蔓，堠王路桃园垃圾暂
存点上的垃圾外伸到路上。李兰娟把这些情况
发布到担当实干纪台风群中，随后就有负责环
卫的人员看到，安排人员和车辆去清理。“村
委还通过村内大喇叭广播，入户发放明白纸
15000份，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村民自觉
杜绝乱倒乱卸行为。”纪台镇副镇长杨国祥
说。

纪台镇在各路段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牌，
留有各“路长”姓名和联系方式，群众可以随
时拨打“路长”电话反映路域情况，保证蔬菜
秸秆及时清运。

“有堵有疏才能治理好秸秆乱倒堵路问

题。”杨国祥说，为方便大棚种植户倾倒蔬菜
秸秆，纪台镇在全镇设立了55个垃圾临时存放
点。每个垃圾存放点，都安排专人负责引导倾
倒垃圾。

“主要是引导人们更加有序倾倒，确保暂
存点垃圾及时清理。有些人年纪大了不方便，
引导人员就帮忙。”李兰娟说。

杨国祥也是一名“路长”。“我的名字、
电话都在牌子上公示着，百姓有事就能找到
我。这是一种责任。”杨国祥说。

据了解，往年大棚换茬季节，因为垃圾占
道、道路堵塞等问题，百姓在寿光民声网发帖
反映问题特别多，或者直接拨打市长热线反
映。“今年，我们只收到几个百姓的诉求。这
说明，路长制在切实发挥作用。”李兰娟说。

去村里为老人免费理发，去城里助力文明创城

寿光喜现农民义工群体

有了“路长”，一路通畅

城市管理从集中整治向常态化、精细化转变

寿光：扔个烟头都有人管

□石如宽 报道
改造后的寿光南后

三里村农贸市场，如今
交通通畅，所有摊位进
店经营，附近居民有了
更好的居住环境。

□石如宽 报道
苏秦村村民、善

德公益义工杨乐，在
纪台镇孟家村清理小
广告。

蔬菜价格平稳下跌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小“网格”

汇聚创城合力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8月23日5:30，85岁的武凤贤带着兜子和夹子
来到了寿光市人民广场捡拾垃圾。捡拾垃圾的习
惯，武凤贤已经坚持了20多年。

武凤贤是一位共产党员，年轻时参加过抗美
援朝、援越抗美，参军30年，转业后到寿光烟草
公司工作至退休。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退休后的武凤贤每天
遛弯时，都会在路边捡拾垃圾。武凤贤说，年纪
大了，做不了大事，就从身边小事做起，捡拾垃
圾为城市作点贡献。

最初武凤贤在新兴街从石马路至晨鸣路路段
捡拾垃圾，后来又经常到仓圣公园散步，又到公
园里捡拾。近几年，武凤贤的阵地又转移到了寿
光市人民广场。记者了解到，看似身板硬朗的武
凤贤，其实其间多次因患病停止捡拾垃圾的义工
行动。

2000年时，武凤贤突发脑血栓，卧床半年，
后来身体慢慢恢复了，他才又出门捡拾垃圾。
2012年，他又因心肌梗塞住进医院，在家里休养
了两三年。“去年我因患胆结石，做了切除胆囊
的手术，加上年龄也大了，现在体力上确实不如
从前了，但捡拾垃圾的活还能干，所以我就想坚
持，这样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清洁环境，一举两
得。”武凤贤说。

老伴刘晓华支持武凤贤捡拾垃圾。“捡拾垃
圾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对80多岁老人来
说，每天要重复很多次低头弯腰的动作，真是一
件体力活儿。”刘晓华经常会陪着老伴一起捡拾
垃圾。“地上扔的是垃圾，我们捡起的是美德。
老伴就是想通过这个小小的义工行动感染周围
人，提醒他们要爱护周围环境，不乱扔垃圾。”
刘晓华说。

平时，武凤贤喜欢看报纸，还经常骑着电动
三轮车载着老伴到处转。武凤贤说：“年轻时带
领部队南征北战，如今年纪大了，看到寿光建设
得这么美丽，我也想用行动为城市发展尽一份
力。”

老党员武凤贤

义务捡拾垃圾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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