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王聪聪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月1日，元旦假期，东营市
垦利区郝家镇侯家村的文化广场上，放了假的
孩子们在运动器材上玩得不亦乐乎，老头儿老
婆儿们坐在一旁的休闲座椅上拉着家常，一派
和谐景象。

“借助乡村文明行动，我们村里不但修了
路、刷了墙，贯通了排水沟，还安了路灯、建
了广场，这光景瞅着就让人舒坦。”谈起村庄
环境的变化，侯家村村民侯广芬说道。

天蓝了，水清了，村绿了，路灯亮了，道
路清洁宽敞了，农民居住环境与城里的差距越
来越小了……和侯家村一样，郝家镇各村广大
农民正享受着“美丽乡村建设”所带来的各种
成果。

近年来，郝家镇坚持“以人为本、镇区一
体、产城融合、分期实施、辐射带动”发展，
完善郝家镇总体规划和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加快园区村、驻地村、空心村改造，完善镇区
基础设施配套，吸引农村人口向镇区集中，加
快推进农村人口市民化步伐；深入开展乡村文
明行动，大力实施“美丽乡村”工程，建设宜
居宜业城郊新镇。

为优化农村环境，美化村容村貌，郝家镇
投资2551万元实施了“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硬化村庄道路14公里，在全区率先完成旱厕改
造、拆违治乱、畜禽禁养等任务，天然气村村
通工程按计划有序推进，全镇农村生态环境进
一步改善。

近年来，该镇突出“郝家好人”宣传，以
“四德”建设为抓手，通过评选和推介一批
“好人”，树立郝家好人形象，累计开展了四
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共推选出村级道德模范
600余人，镇级道德模范40余人；今年以来，该
镇在侯家广场建设了以“郝家好人”为主题的
好人广场，新建好人宣传栏20块，彩绘了“好
人一条街”，将评选出的各类道德模范通过视

频播放、好人上墙、宣传栏、文化活动等多种
形式进行了宣传推广。

围绕文化惠民，该镇加大“文化惠民”投
入力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为契机，建设“一体两翼”精品文化线路，新
建乡村剧场3处、历史文化展厅3处，提升数字
文化广场3处；在全区率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开展公共文化免费培训，开设5个班次，培训
120余人；深入开展文化进企业活动，举办企
业公益专场消夏晚会8场，群众文化生活进一
步丰富。

此外，郝家镇严格落实“一岗双责”，扎
实开展“平安细胞”创建、“千名干部走百村
联万户”工程，创建“五星级”平安村居，深

化“群防群治”，严格网格化管理，努力把矛
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平安郝
家”建设扎实推进，全镇社会形势持续稳定；
深入开展城市公共安全专项行动，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网格化实名制管理，实行专家坐诊和痕
迹化管理，重拳打非治违，开展隐患排查整
改，全镇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李明 牛超群 报道
本报广饶讯 1月4日傍晚时分，暮色渐

浓，伴着下课铃声，广饶县大王镇中心小学的
孩子们欢快地奔出教室，在教学楼前整齐列
队，准备放学。在老师的带领下，一队队小学
生有序走出校门，按照红绿灯的指示，安全通
过学校门前的路口。

大王镇中心小学位于潍高路北侧，该路段
车流量大，早晚高峰更甚，保证孩子们的交通
安全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自从镇上开
展了‘文明出行’专项行动，我们执勤老师的
压力明显减轻，孩子们更加遵守交通规则，私
家车走到这里也会自觉主动地减速慢行，尤其

是一年级的孩子们走得慢，汽车都会耐心等待
队伍全部通过之后再走。速度降下来了，但是
心里更暖和了。”正在学校“护学岗”上执勤
的魏强老师说。

2017年初东营市部署文明出行专项行动以
来，大王镇积极倡导礼让斑马线、自觉排队、
不乱闯红灯、不乱扔垃圾、杜绝车窗抛物等行
为。

一年来，大王镇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这
座小城“温度”更加宜人。对此，华星集团职
工刘艳深有感触，“现在都倡导文明出行了，
开车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在车里放个垃圾袋，
有些废纸啊什么的都放在垃圾袋里下车的时候
放进垃圾箱，我们都要做文明大王人！”

为扩大文明出行的群众知晓率和参与度，
大王镇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组
织党员干部签订《“文明出行我先行”承诺
书》400余份；在《大王周报》、“山东大
王”微信公众号陆续刊发12条有关文明出行的
宣传内容，并印发《文明出行我先行》宣传彩
页5万余份，在97个村和23个居民小区的公开栏
内张贴文明出行倡议书，确保文明出行宣传内
容家喻户晓；在学校开展“小手拉大手”文明
出行安全教育、“文明出行”主题班会等一系
列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广大师生、家长的文明
出行意识。同时，整合97个村的村级交通协管
员、安全生产协管员、环境保护协管员等力
量，在进村、出村路口加强文明出行疏导，并

对违反交通法规行为进行教育，在全镇形成倡
树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

大王镇坚持排查整改基础设施安全隐患，
为文明出行提供坚实的硬件保证，在全镇范围
内开展以交通警示桩缺失、道路坑槽等为主要
内容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活动。

“以前我们小区这条路上被往来的大车压
出很多坑，为了躲避这些坑槽，经常发生车辆
剐蹭事故，现在全部被填平了，道路更平整
了，出行也更安全了。”家住华泰天桥小区的
高清晓竖起大拇指。今年以来，大王镇在镇区
重要交通路口和农村主干道路口安装交通警示
桩800余个，填补道路坑槽350余处，共4800余
平方米。

□通讯员 樊京龙 季海波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山东省社科联公布了
第四批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县（市、区）名单，
东营市垦利区位列其中，同时，该区董集镇也
获批社会科学普及示范乡镇。

作为一个缩影，近年来，垦利区高度重视
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不断强化政策引导与技术
指导，积极创建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目前已成
功创建为山东省和东营市两级社会科学普及示
范区，其中获批省级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2
处，省级社科普及示范镇2处、示范村3处。

为让社科普及工作更贴近群众，更深入人
心，垦利区充分发掘并积极整合区内特色文化
资源，确保社会科学普及面不断拓宽，阵地建
设不断延伸。该区以区博物馆、科技馆、文化
馆、图书馆、电影院、文化活动中心、植物
园、民丰湖主题文化公园以及渤海垦区革命纪
念馆等区级文化设施为中心，辅以在每个镇街
建设的综合文化中心，村级文化大院，形成了
覆盖城乡的社科普及网，提升了社科普及服务
能力。

在解决社科普及在乡村“雅俗共赏”的问
题方面，垦利区通过与群众文化“六进”活

动、庄户剧团巡演、送戏下乡等文化惠民活动
“搭班子”“结对子”，既丰富了文化惠民的
多样性，又满足了基层群众的社科普及需求。
同时该区还积极开展社科理论宣讲展演，配合
本地的特色文化品牌“黄河口书香节”“ 民
丰湖中秋诗会”形成规模优势，降低社科普及
的门槛，让群众可以更加轻松的享受社科普及
大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牢
牢占领文化阵地。今年以来，通过试点先行、
以点带面等形式，已建设村级史馆7处，为社
科普及惠民工作开辟了新的阵地。

如何保证社科普及工作这棵大树如何枝繁

叶茂、四季常绿？垦利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
社科联主席董振宇有自己的盘算，“下一步，
我们将把‘黄河入海口，红色大后方，油田诞
生地，魅力新城区’作为垦利文化自信的根
本，发挥区社科联‘联’的优势，邀请高端人
才、深入调查研究，突出重点，分项推进，实
施全区多元素社会科学理论成果发掘项目，对
垦利独有的黄河入海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历
史古迹文化、移民文化以及油田文化等进行充
分论证，围绕上述文化元素每年至少完成一到
两项重点理论成果，为服务垦利发展提供有效
参考，为提升垦利影响力做出积极贡献。”

□记者 王晶 通讯员 张学荣 报道
本报东营讯 2017年12月28日，全国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有关文
件规定，将山东省2017年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
单予以公示，其中，东营市河口经济开发区山东
常青树胶业股份有限公司、东营环海塑业有限公
司、山东石大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东营
安诺其纺织材料有限公司、东营市天正化工有公
司、山东金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被列
入榜单。其中，山东常青树胶业股份有限公司苯
乙烯丁二烯共聚物SBS胶黏剂产品也被认定为
“山东名牌”产品，至此，河口经济开发区先后
争创“山东名牌”产品6个。

近年来，河口经济开发区树立品牌就是竞争
力、吸引力和集聚力的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品牌
战略，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全力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

河口经济开发区紧紧抓住弘扬工匠精神，突
出品牌塑造，树立“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
的理念，营造尊重匠心价值、重视匠心人才的氛
围，让全社会认识工匠精神的重要性，使工匠精
神成为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近日，欧米勒电气
有限公司ENH-40 . 5KV系列高压真空断路器生产
线建成投产，正是河口经济开发区按照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抓住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
机遇，瞄准国际一流，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弘扬工匠精神，推出一批高科技含量、高工
艺水平、高附加值的产品，推动质量品牌迈上中
高端的重要成果。

弘扬工匠精神，让企业对质量精心打磨，对
品牌精心呵护，让职工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引导企业加强品牌意识，把“名
牌”作为企业的生命，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品牌建
设，支持企业“走出去”，提高品牌影响力和市
场份额，努力使其产品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
力、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真正形
成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品牌带动明显
的龙头企业。

□李明 刘青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棋牌室、阅览室、排练室等

配套娱乐休闲设施齐全，电视机、空调等硬件设
备也一应俱全，居住环境优美、干净、舒适，我
对这里非常满意！”1月4日，在广饶县陈官镇长
者养护中心，近80岁的“留守”老人张新芳高兴
地说。

陈官镇在册的“空巢”和“留守”老人共计
200余人，在此之前，他们大都过着“冬晒太阳
夏找阴凉”的日子。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养
老服务需求，2017年以来，陈官镇经过多方考察
调研，筹集基金690万元，建设起集长期托护、
日间照料、老年人活动中心、老饭桌为主体的
“一托四”模式长者养护中心。

“该养护中心是在北赵村原有小学校园基础
上升级改建而成的，采取院落式的环境，内设棋
牌室、阅览室、康复中心、健身室、放映室、宿
舍、餐厅等功能室，既保证了老年人的出行方便
和安全，又为老年人提供了精神娱乐和悉心陪
护。”养护中心负责人李春芳介绍，养护中心自
投入使用以来，惠及北赵及周边村庄、镇驻地老
人200余人，在这里，“空巢”和“留守”老人
可以享受“日间照料”服务还有专人做饭的“老
饭桌”服务，“失能”老人可进行长期托护，享
受“失能不失尊严”的专业人员护理，乡里乡亲
的老伙伴在一起生活，既能增进感情，也促进了
社会稳定，起到了社会保障作用。

“既解决了老年人养老问题，又为年轻人提
供了就业岗位。”陈官镇民政办负责人杨同利介
绍，长者养护中心建成后，共提供就业岗位50余
个，既是一项民心工程，也是一项德政工程。

26 政经 2018年1月1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刘蓬基

电话:(0546)8355199 Email:dzrbdyxw@163 .com广告

乡村文明行动绘就幸福画卷

文明出行让交通更安全

垦利区点面结合筑牢阵地

社科普及城乡大街小巷

□李 明
张泉江 报道

1月8日，广饶县大
码头镇杨宅村多乐熊萌
肉基地的大棚内，杨江
新正在对种植的多肉植
物进行浇水管理。据
悉，该大棚投资50余万
元，引进雪莲、晚霞、
粉月影、鳄梨、红宝石
等3 0余个优良多肉品
种，年销售收入可达15
万元以上。大码头镇不
断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厚
植农业发展优势，力促
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努
力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
增收。

弘扬工匠精神
强化品牌培育

陈官镇筹资690万元
建起长者养护中心

图为老人在长者养护中心棋牌室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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