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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李玉波

日前，国家卫计委网站发布“全国爱卫会关
于命名2014—2016周期国家卫生县城（乡镇）的
决定”，高青县荣登榜单。

科学谋篇

为敢于担当者担当

早在2014年，高青县就专门成立创建国家卫
生县城工作指挥部，抽调37名干部充实到创城
指挥部办公室，全面负责国家卫生县城创建工
作。创城指挥部办公室开展了集中调研活动，
查找创城工作存在的问题，研究推进措施。
2015年4月，召开全县创城动员会议，对创城工
作作了全面部署安排。2016年4月，创新管理办
法，实行网格化管理下的县级领导挂包片区制
度，每月召开一次创城工作情况通报会。

以责任考核为抓手，确保了政令畅通。县
里制定下发《高青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实施方
案》，各单位“一把手”成为国家卫生县城创
建第一责任人。创城指挥部制定了创城工作考
核办法，实行创城工作加扣分制，由县创城办
公室聘请第三方每月对全县107个网格考核一
次，每月通报考评结果，考评成绩列入年度目
标管理考核体系，对每月排名倒数第一的县属
单位，由县领导约谈其主要负责人，排名倒数
第一的垂直管理单位，由一名县领导带公函找
其上级主管单位通报其创城工作落后情况。同
时还实行创城重点工作通报制、督办单制等多
项机制督促工作落实，确保了政令畅通。

为强力推动工作落实，保证创城任务全面
落实，县创城指挥部多次邀请国家创建卫生县
城专家组成员来我县进行现场培训和检查指
导，组织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垦利、费县等
先进地区学习考察，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好
的做法。县创城指挥部办公室把全部网格划分
成四个片区，实行分组分片负责制，对需要现
场指导的网格，及时出勤，保证随叫随到。

人人参与

不做创城局外人

创城成功，源自人人参与、个个出力。高

青县把群众的积极性和注意力引导、调动到丰
富的创城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全县“一盘
棋”、上下总动员，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没有局外人、只有责任人的良
好格局。

“位于黄河路、中心路、芦湖路等路段新
建成的标准化垃圾中转站和公共厕所全部投入
使用；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LED屏幕正在滚
动显示病媒生物防控知识；县疾控中心，工作
人员正在为陪孩子前来接种疫苗的家长们讲解
手足口病防控常识；县城文化路上，一个高青
二中的同学正在将垃圾自觉投入果皮箱……”

这是高青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开展过程中
的一个个缩影。

自开展国家卫生县城创建工作以来，高青
县各部门单位立足全局、分工协作。在创建过
程中，采取多种形式，广泛进行宣传发动，引
导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舆论广覆造氛围。组织技术人员，上街设
点咨询、巡回宣讲，开展青年志愿者骑行宣
传、创城突击队志愿服务活动，利用LED屏、
橱窗、明白纸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健康教育
活动，提高全民卫生意识。2014年以来，在每
个大街小巷主要位置和每个居民小区设立健康
教育专栏，发放除“四害”知识折页8万余份。

全民互动齐参与。开展争当文明市民活
动，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印制并发放《致全县人民的一封信》，使广大
干部群众掌握创城工作的意义、目标和措施，
引导群众自觉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加强社会
公德教育，引导全县人民从身边事情做起，自
觉摒弃乱吐痰、乱丢垃圾、乱穿马路等陋习，
培育良好的文明习惯，共建共享美好家园。

全面攻坚

奏响创城最强音

创城成功，源自科学实施和长效管理。高
青县把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工作纳入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民生观，通
过“创城”提升居民幸福感。在对标达标和长
效机制建立上下功夫，创城工作在全县各行各
业广泛、深入、持久的开展起来，取得了实
效。

县委、县政府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各级政
府的议事日程，爱卫办每年都组织开展爱国卫
生月、卫生先进单位、卫生村镇和健康生活方
式示范创建评比活动，爱国卫生工作年度有计
划、有部署、有检查、有总结，有力地保证了
创城工作的开展。

县里建成县、镇、村三级健康教育网络，
2014年来先后招募800名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基层
指导员，涵盖所有村、社区和重点单位。结合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亿万农民健康
促进行动”。召开培训会、专家讲座等形式向
居民宣传保健知识。

城区23万平米的道路和3．5万平米的绿化带
保洁率达到98％以上，主要街道保洁时间超过
16小时。城市生活垃圾做到了容器化收集、密
闭化运输、无害化处理。市政设施管理养护及
时规范，小街小巷路面平整完好，路灯亮化率
达到99％以上。县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
率分别为42．23％、37．58％，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22．19平方米，2015年，被授予国家园林城市
和全国绿化模范县。

食品安全、生活饮用水、公共场所卫生全
面达标。全县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各项卫生制
度健全，近3年无“五病”从业人员。各类饮食
店、食堂及食品加工点防尘、防蝇、防鼠设施
齐备，制售食品过程符合要求。近3年内未发生
重大食品事故、饮用水污染事故、职业危害事
故。

今日的高青，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卫生
管理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人居环境和发展环
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市民幸福指数显著提升，一
幅和谐秀美新高青的绚丽画卷徐徐展开。

三级健康教育网络全覆盖 800名指导员走村入户

高青“国家卫生县城”背后的强大支撑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任海峰 张晓慧

“土元养殖既简单又不费劲，6月份，公司回
购了我的第一批成熟土元，我赚了800多块呢。”
来自淄博市张店区湖田街道西张村的村民王家
臣一边给养殖的土元洒水，一边高兴地跟记者
介绍。

王家臣是湖田街道的贫困户，前些年，由于
家庭的变故，家庭一度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当
他听说湖田街道扶持土元养殖时，马上就报了
名。“我在打工之余养殖土元，能为家庭多添一
份收入。”王家臣感觉前景非常好。 湖田街
道下辖21个村居，其中农村7个，村转居7个，城市
社区7个。今年以来，街道根据群众不同需求，结
合实际，“对症下药”培养人才，助力精准扶贫。

农村贫困户老弱病残占了绝大多数，有一
定劳动能力，但大多数不能出远门，有闲置房
间、院落。针对这一情况，湖田街道开展农业养
殖技术培训。利用辖区淄博玉黛湖生态乡村庄
园、淄博响水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优
势、人才优势，建立了特色种植技术、土元养殖
技术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让有一定劳动能
力特别是不能离家外出务工的贫困家庭，利用

闲置房间、院落在家中搞养殖和特色种植。今年
以来，先后举办生态农业技术培训班6期，土元
养殖技术培训班8期，培训辖区农民600余人次；
组织生态农业技术专家、土元养殖专家为众现
场指导120余人次，35户贫困家庭实现增收脱贫。

近日，一到晚上，湖田街道官庄社区的会议
室里就座无虚席，大家或全神贯注听讲，或摆弄
着手中的面团，制作出形状各异的面点。原来，
这是湖田街道为了培养实用人才，联合派驻官
庄社区第一书记所在单位-张店区人社局举办
的技能培训班。“我特别珍惜这次培训机会，这
不仅能让我学到一技之长，还能实现增收，得到
真正的实惠。”参加此次培训的吴秀媛对记者
说。

对于湖田街道的7个村转居的老百姓来说，
他们现在大多住上楼房，没有院落，也没有土
地，很多也没有一技之长，大多靠打零工为生。
为增强村转居失地农民创业就业能力，结合村
转居实际情况，湖田街道与人社局联合，积极联
系千禧职业培训学校，制定了精准扶贫的工作
规划和方案，围绕淄博张店千禧职业技术学校
为主体的精准培训综合平台，不断拓展培训工
作覆盖面，开设了面点、育婴师、家政服务等职
业技能培训班，免费对辖区村转居失地农民进

行培训，使居民具有多样化选择职业的空间，提
高自我发展、自我创业能力，增加工资福利待
遇，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将技术作为服务群众的
根本之策和长远之计，充分达到“培训促进创
业，创业带动就业”的目的。截至目前，共举办各
类专业技能培训班3期，培训失地农民200余人
次。

在城区，针对部分女性居民年龄偏大、文化
程度偏低、无技能、就业难的特点，湖田街道依
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成立了“巧娘工作室”，邀
请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给她们传授十字绣、刺
绣、串珠、手工编织等方面的技巧，为就业创业
提供技能保障，主要作品有十二生肖、动物、时
装包、靠垫、手机套、杯垫等。通过建立“巧娘工
作室”,既帮助居民实现了居家就业,又把社区姐
妹从“小家”引入“大家”,从而带动了这一群体主
动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截至目前，举办传统技
能培训班5期，培训社区居民300余人次。

福昇社区巧娘工作室的袁乐增告诉记者：
“现在退休了，没啥事，正好有这个技能，就来工
作室把串珠这项技能交给更多的妇女，让她们
能有一技之长。这样，我既能发挥我的特长，又
能帮到更多的人，感觉特别高兴。”

张店区湖田街道：

“对症下药”培养人才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21日，记者从淄博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9月15日-19日，淄博
市人社局组织参加了全国首届创业就业服务展示
交流活动，并荣获全国首届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
流活动优秀组织奖，其中淄博8个项目获得“最
具人气奖”，获奖数量位列全省第一。

本次活动包括主题展示和专项交流两个方
面。主题展示设置全国展区和山东展区，汇集了
全国各地316个优秀创业就业服务项目。淄博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参展的淄博展区，设
综合展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就业服务、创
意创业五大板块，集中展现了淄博市近年来创业
培训、创业服务、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新理念、新
方法，全方位呈现了淄博市创业就业服务的崭新
面貌和最新成果。淄博市人社局荣获全国首届创
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优秀组织奖，淄博创业
大学创业培训项目、淄博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项目、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项
目、临淄区创业孵化基地项目、山东镭泽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激光虹膜识别系统项目、淄博齐盛新
材料有限公司碳纤维智能发热材料项目、沂源康
源生物有限公司发酵微生态菌剂关键技术研发与
产业化等8个项目获得“最具人气奖”，获奖数
量位列全省第一。

全国创业就业展示交流活动结束

淄博8个项目

获“最具人气奖”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9月17日，记者从淄博市张店

区人社局了解到，2018年度张店区居民养老保险
费收缴工作正式启动，继续使用社保卡代扣。居
民在正常使用邮储银行社保卡代扣基础上，增设
农村商业银行社保卡扣款渠道。新参保和社保卡
登记信息变动人员，应到所在村（居）办理缴费
信息更改确认。参保人员务必于9月30日前将保
费存至所确认的代扣账号中。

据了解，2018年度集中缴费时间为2017年10
月1日至12月10日，缴费档次与2017年度一致，分
100元、300元、500元、600元、800元、1000元、1500元、
2000元、25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12个档次。
其中，100元档次只适用于重度残疾人的最低选
择，对重残人员政府每年按300元标准为其代缴保
费并享受缴费补贴，个人可在此基础上再按缴费
档次增加个人缴费。除100元档次外，参保人自
主选择缴费档次，按年缴费，多缴多得。

张店区居民养老保险费

收缴工作正式启动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张四维 报道
本报沂源讯 9月18日，记者从沂源县石桥

镇获悉，该镇从精神扶贫出发，扶贫先扶
“志”，激发了脱贫工作内生动力。马庄村建设
的160亩鲜花基地，吸纳了本村及周边村贫困户
32户86人，持财政扶持资金入股，现在户均每年
能有300余元的盈利分红，再加上在基地的打零
工收入，贫困户通过劳动都实现了脱贫。对石桥
镇葛庄村55岁的贫困户王仕美来说，村里的长青
果蔬合作社为她提供了一份工作，让她照顾孩子
的同时实现脱贫。

此外，石桥镇将贫困老人列为精神扶贫的重
点对象，积极开展孝善扶贫试点工作，在东峪、
茶峪等村设立的孝老基金理事会，从物质、精神
领域基于老人更多的关照，目前已覆盖60岁以上
贫困老人80％以上，老人子女认捐16 . 6万元。

沂源县石桥镇

精神扶贫精准施效

高青县卫计
局定期安排专人
深入居民小区除
四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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