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对278个老旧住宅小区实施整治改

造，涉及89846户居民共696 . 1万平方

米；实施拆违建绿工程，对拆违拆临后

具备条件的地块进行绿化；新开辟公交

线路10条以上，包括常规公交、社区公

交、高峰通勤快巴、定制公交；为全市

5000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设施改

造……

2017年，被济南市列入政府工作报

告、承诺“为民办好”的实事就有16件

之多。而5年来，济南已先后做出此类

承诺91件。尤其是近几年，为在改善民

生方面“走在前列”，济南市承诺实事

更强调作为省会城市的公益性、服务性

和便民性，紧密贴合百姓需求，数量显

著增加，涵盖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养老、医疗、教育、城市交通、空

气质量、食品安全等各个方面。5年

来，近百件实事桩桩强力推进，件件落

在实处，为广大市民生活带来了持续的

改变。

推进教育均衡

“优化教育资源，开工新建、改扩

建49所中小学校，逐步统筹解

决城镇普通中小

学

大班额问题”正是济南市2016年为民办

15件实事之一。早在2015年，济南市就

以“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确保教育设施配

套，优先保障学校建设用地，足额配置

师资，扩大普通中小学教育资源总量”

为主要途径，用2年时间有效解决大班

额问题。截至目前，共竣工新建改扩建

中小学校157所，其中新建学校68所、

改扩建学校89所，增加校舍面积175 . 7

万平米、学位143090个、教师5089名，

完成投资67 . 1亿元。此外，济南市于

2015年全面实现中小学“零择校”；

2016年，“零择班”贯彻落实到每所学

校，让孩子就近入学，公平分班，降低

了教育成本，保证了教育公平，也以此

为起点，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推进

教育均衡，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

生全面健康成长。今年，济南市还采取

食堂配餐的模式，解决学生午间留校就

餐难题，并要求新建学校必须配建食

堂，老学校尽快解决就餐场所，最终达

到校校有集中就餐场所、中小学生午间

就餐全覆盖的目标，同时开放学校教

室、各种功能室、图书阅览室、体育艺

术场馆等场所，科学有序地安排学生在

校的学习生活，切实做到“早到可进

校、进校有事做、做事有指导、晚走有

看护”。

缓解交通拥堵

“完成顺河高

架南延一期工程、七里山西路南段、西

泺河路、泺安路西延、铁厂北路西延等

27条丁字路和瓶颈路的打通建设”，则

是2017年济南市着力“为民办好”的实

事之一。以顺河高架南延一期工程为

例，经过431天的封闭施工，这个南接

英雄山路立交桥，北至七里山路口与二

期地道相接的市政重点工程已于4月26

日晚12点通车，崭新的沥青路面和交通

标线，以及近25米宽的双向6车道，从

高架英雄山立交段到土屋路路口，1 . 9

公里的路程，正常车速不拥堵的情况

下，用时5分钟左右，整个高架桥建成

后，有效连接了二环南快速路和北园高

架快速路，对完善城市快速路网，具有

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济南市全市高

快一体路网建设全面提速，除了顺河高

架南延一期、二环西路高架桥南延一

期、二环东路高架南延地面道路提前通

车外，二环快速路网中搬到井互通立

交、凤凰山立交、二环西路南延横穿京

沪铁路桥等重要节点也全面完工。全市

27条丁字路，瓶颈路开工24条，其中4

条实现打通。新开通公交线路6条，优

化改造公交站点44处。全市禁停道路增

加到100条，市区交通拥堵的状况持续

缓解。

加大医保惠民

“提高居民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

准”是2015年济南市18件实事之一。近

年来，济南社保工作在此基础上，惠民

措施覆盖面再扩大——— 济南市门诊统筹

政策自2014年5月开始实施，当时仅有

195种诊疗项目，2015年4月，新增38种

医疗服务项目，2015年7月，调增25种

中医适宜技术，2016年4月调增血管彩

色多普勒超声检查、CT以及中医适宜

技术等72种诊疗项目，2016年8月新增90

种门诊统筹诊疗项目，截至目前，医保

门诊统筹诊疗项目达到了400余项。

2016年6月启动了职工长期医疗护理保

险，因疾病、伤残等原因长期卧床已达

或预期达到6个月以上，生活不能自

理，病情基本稳定的济南市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可根据自身需求申请医

疗专护、机构医疗护理和居家医疗护理

等三种方式进行长期的医疗护理，2017

年进一步降低了参保人申请长护待遇的

门槛，提高了待遇标准，并明确了享受

院护、家护待遇的参保人员，可同时享

受基本医保门诊规定病种、普通门诊统

筹待遇，扩大了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

围。2017年9月开始，济南市职工医保

参保人，普通门诊统筹签约在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的，可以申请使用免费基本药

物，免费药目前共有五种，可有效覆盖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三大常见多

发病种的治疗需求；居民二档缴费人群

住院和门规报销比例提高五个百分点，

提高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年度报销上限，

居民医保门规病种总数达到13个。

5年来，为民办近百件实事，改善民生“走在前列”

民生实事提升泉城“温度”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张鹏程

如今，家住历下区甸柳新村的李华芬下班开车从文化东路驶入吉祥商街，行

驶500多米到达小区院内，最快只用5分钟。其实几个月前，吉祥商街还是另一番

光景。总长1100余米的街道曾经拥有192间违建商业门头房，聚集了大量卖蔬菜

粮油和日用百货的商户。

现在，吉祥商街终于不堵了，拓宽的道路两旁建起了绿化带，带来这种

变化的正是拆违拆临。截至9月10日，全市共拆除违法建设60319处2773 . 83万

平方米，拆除违法户外广告16218块81 . 71万平方米。目前，全市共确认建绿

透绿地块1999处216万平方米，已完成建绿1338处120 . 6万平方米。

“拆后去哪里营业？之前的老顾客们找不到我的店了可怎么办？”面对

在吉祥商街违建门头房里经营的商户，甸柳新村街道办事处了解需求、深入

发动，业户最终支持拆违，仅用了20天192户商家就全部自行搬离。拆违拆临

后，吉祥商街拆违小组帮助他们协调店面搬进吉祥苑农贸市场、甸柳人防市

场；对于有些不再想做生意但有就业意愿的，街道利用和辖区企业达成的用

工协议，对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就业。分类帮扶，一户一策、一户多策，让

商户有更多的选择，绝不让他们“二次下岗”。吉祥商街的拆除不仅得到了

居民的肯定，也得到了业户的支持。

如今，济南市正在综合施策、最大限度保障相关业户的民生利益。市人

力资源市场每周五、周六开展现场招聘会，为有就业愿望的拆违拆临需再就

业人员提供更多的择岗机会；拆违拆临再就业人员自主创业，符合创业担保

贷款政策扶持的，给予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10万元、期限最长3年的创业担

保贷款，按规定给予政府贴息。此外，济南市正在抓好拆违拆临后便民服务

设施建设，推出了早餐地图，市民可以随时上网查阅到全市384家放心早餐

直营连锁店、27处早餐车配置点，以及32处拟建早餐店、7处早餐车拟配置点

的情况等，也正着力引导放心早餐店在早餐服务盲区进行建设，新建的早餐

连锁店最高能够获得5万元补助。目前，济南市还利用闲置房源、场地，筛

选了近20处菜市场拟建点。

拆违拆临———

分类帮扶，不让商户“二次下岗”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2013年，在济务工的梁红梅申请了公租房，“能把家安在济南”成为
了这位来自德州的农民工最迫切的希望。希望一步步变成了现实，她选到
了济南清雅居一户60平方米的公租房，并于2015年中秋节前入住。

“两室一厅，有独立卫生间，房租每月252元。花费比以前少，条件
却好多了。”日前，已经在济南打拼15年的梁红梅告诉记者。

济南市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3年来，近
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在济南圆了住房梦。而这也正是济南市全力做好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工作、有力保障外来务工人员权益的一个缩影。

为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需求，济南市逐步取消定点学校，让所
有中小学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放。2017年中小学招生工作政策又简化随
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由原来的“五证”简化为“四证”，取消原
来需要开具的“原户籍所在地放弃义务教育的证明”，保障随迁子女平等
接受教育。全市共接收农民工子女13万余人，占市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总
人数的30%以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在济南接受义务教育率达到了
100%。

济南市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落户难题。今年
8月10日，济南市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新政，降低迁移落户标准，实行居住
就业落户、取消政策落户附加条件限制，放宽人才和夫妻投靠落户条件，
有序放开租赁住房和亲属随迁落户。自新政策实施以来，截至9月7日，已
解答群众咨询2万余人次，受理各类户口申请迁移人员1 . 3万余人。

“受理群众来电、来访共6万余件，其中电话3 . 4万个、来访2 . 6万人
次……”这是济南市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建立健全了首问负责
制、一次性告知制、AB角工作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等效能制
度，并在原有15个窗口的基础上，增设了市法院“诉讼服务”窗口，与劳
动监察、劳动仲裁、清欠办和法律援助窗口一起，形成了劳动维权一条龙
服务。此外，济南市在全市146个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都
设立了农民工就业维权服务窗口，全市4695个行政村和534个社区都依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站(点)。

户籍改革———

让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落地生根”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8月25日，第五届济南泉水节盛大启幕。在此后近10天的时间里，花
车巡游、泉水音乐节、2017“泉水叮咚舞”推广暨济南社区舞蹈大赛等14
项主题活动先后推出，亮点纷呈。其间，本届泉水节还有10场以“群众大
联欢”为主题的重头戏，演职人员均为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济南在
广大市民和游客的欢声笑语中，显示出了更大的活力。

活力源自于自信。能为这座城市输出强有力的自信心，离不开日臻完
善的“大文化”建设。截至目前，山东省会大剧院舞台艺术演出超过1000
场，在其正式运营三年半的时间里，这些业内顶尖剧目，共吸引了约65万
人次的艺术爱好者进场鉴赏；市图书馆新馆，阅览坐席2200个，总藏量
260余万册(件)，年接待读者160万人次，举办各类公益讲座、培训、展
览、阅读推广等读者活动200余场次；济南市群众艺术馆公益性文化品牌
活动“新市民新课堂”公益性艺术辅导培训活动2007年开办至今，已有声
乐、舞蹈、表演、器乐、美术、书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及化妆等八大
门类，累计开办公益性艺术辅导培训2100个班次，受众市民达40万人次；
截至目前，全市3340个村(社区)已建成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书香泉城”
全民阅读节、公益演出下基层、非遗进校园、庄户剧团展演等精彩纷呈的
文化活动，正带动更多市民共享济南文化发展成果。

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国内第一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乐
园——— 方特东方神画及章丘泰王水世界自开门纳客以来人气持续走高；华
山珑城、鹊山龙湖、海尔云世界项目正在规划或建设，万达文旅城、华谊
兄弟（济南）影视城，未建先火；济南还通过提升百花洲、宽厚里、芙蓉
街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街等项目，加快推进古城、商埠复兴，打造济南集文
化、旅游、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住宿于一体的特色街区。截至2016年
底，济南市拥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3个，国家级动漫基地1个，国家
级特色商业街区1个，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基地）14个，省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1个。市级已建、在建、拟建文化产业园区50个，文化专业市场21
个，文化场馆35个。全市文化产业集聚区已经完成投资200多亿元，集聚
文化企业（单位、机构）近2000家。

文化添彩———

注入的是活力，彰显的是自信

①清雅居公租房项目
②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济南市会场活动暨非
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济南比赛现场，市民们精心制作
着手中的作品
③丰富多彩的课程，让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④大型演出《粉墨》已成济南一大文化名片
⑤干净整洁的社区菜市场便民、惠民
⑥经八纬一棚户区改造后

①

②

③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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