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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兆锋 肖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3月6日，聊城市召开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暨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推进
会，对全市的争创与迎检工作进行再部署、再
推进，力争以最饱满的热情、最优异的姿态，打
赢创城的攻坚战役，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东昌府区作为创城的主战场，基层干部就
更好地推进创城，提出了建议。

一位社区书记说：“从以前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的情况看，动员市民人人参与很
重要。拿小区的卫生来说吧，如果社区干部上
人上机械，辛辛苦苦把卫生清理打扫干净了，
业主没有参与，就不会珍惜，过段时间还会反
弹，弄脏、弄乱。要通过多种方式，提升业主
的素质，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家园，自己有
责任、有义务参与进来搞好，转变社区干部出
力不讨好的状态。”

这位社区书记建议，各小区选出带头人，
和楼长一起发挥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形成机
制，带动小区的业主共同参与到创城中来，形
成浓郁的创城氛围。在该社区的背街小巷，记
者看到自行车摆放得整整齐齐，汽车在路边规
范停泊。“以前，这里经常有人把车辆乱停乱
放，我们社区干部把自行车给摆放整齐，劝说
家属院规范停车。形成氛围后，就没有人乱停
乱放了。这就推动了人人参与‘讲文明、树新
风’。”

3月11日，在阿尔卡迪亚小区，物业公司
的服务人员正在和业主们一起栽树。孩子们栽
完树后，高兴地摆出各种姿势和小树合影。在
该小区的四德文化长廊，不时有业主驻足，观
看四德工程宣传牌。整个小区，草坪、水池、
道路，看不到一点儿垃圾。该小区物业公司经
理张学义说：“这里有3万人居住，我们和社
区干部联手，经常组织业主开展活动，像今天
的植树，就是活动之一，让业主们自觉爱护自
己的家园。”

“社区的职能、能力有限，有些工作，辛
辛苦苦做了，有时候又被推倒重来。”另一位
基层干部建议，从市级层面加强创城的规划统
筹。有的老旧小区、老街巷，粉刷完不久，又
进行改造，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浪费。另
外，创城的宣传牌，各部门、各单位各自为
政，缺乏统一的设计规划。“我去杭州，见市
里统一设计的杭州城市标识，下水道井盖上、
交通护栏上都有，让人很喜欢看。我们这里，
做什么样的宣传牌，没人给说，社区找广告公
司，广告公司直接从网上下载一个，出现很多
重复的，质量也不高。你看建筑工地上，花花
绿绿的，什么样的牌子都有。”

记者了解到，在这次推进会上，还对基层

干部的建议给予了回应。会议要求：全市各级
各部门，上至党员干部，下至工作人员以及水
城各界市民，要全员参与、齐抓共管，坚定信
心,明确任务,狠抓落实,努力做好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各项工作,扎实做好迎接全国卫生城市复
检工作,力争2020年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文明城市的内

涵已经有了新变化，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已经由
初期的整治环境脏乱差的起步阶段发展到全社
会“讲文明、树新风”的广泛铺开阶段,再到
当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
设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全面推进阶段。

“2017年，聊城市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并成功进入争创文明城市行列，城

市环境和市民素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为
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新形势，再踏新征
程，聊城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统一思
想，细化任务、明晰责任，深入宣传，全员参
与，努力决胜这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硬
仗。”聊城市委副书记陈平说。

聊城全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基层干部建议：动员市民人人参与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邹宁 高崇 报道
本报聊城讯 3月9日，聊城市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暨畜牧兽医工作会议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
2017年，聊城畜牧产业规模位居全省前列，成为京
津沪及济南重要的畜产品供给地。

2017年，全市畜牧兽医系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抓手，积极推进畜牧业新旧动能转换，现代畜
牧业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全年生猪饲养量
达到522万头，家禽饲养量达到6亿只，肉羊饲养量
230万只，兔饲养量270万只，牛饲养量10 . 5万头，
全市规模化驴场207家，毛驴存栏近10万头；肉蛋
奶总产量205万吨；畜牧业一、二、三总产值超过
500亿元。

2018年，全市畜牧部门将围绕“率先建成现代
畜牧业示范市”中心目标，大力实施龙头带动、质
量安全、疫病防控、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五大战
略，全力推进“111355”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工程，
力争到2020年，全市家禽饲养量达到10亿只、生猪
饲养量达到1000万头、牛饲养量达到10万头、驴饲
养量达到30万头、肉羊饲养量达到500万只、兔饲
养量达到500万只。重点做好养驴工作，加大融资
增信和贷款贴息扶持力度，着力推进“育肥+繁殖”
发展模式，将聊城打造成全国最大的毛驴繁育基地。

为此，聊城市各级畜牧及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明
确责任，加强协作，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按
照“抓大扶中，支持兼并”的原则，在3-5年内培
育一批重点产业化龙头企业。积极培育新型畜牧业
经营主体和服务组织，突出县域特色，以乡镇为单
元，推进温氏“公司+现代家庭农场”等模式的快
速发展，建设一批高标准养殖基地或小区，并努力
抓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建设，全力做好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聊城成京津沪

重要畜产品供给地

□孙亚飞 米雪 报道
本报茌平讯 “黄立起老两口住的房子都快塌

了，我将情况上报后，镇里将其识别为帮扶对象，
现在正在申请危房改造。”日前，茌平县菜屯镇大
黄村的扶贫联络员黄圣刚说。像黄圣刚这样的扶贫
联络员，成了连接贫困户与镇扶贫办的纽带，架起
了镇村两级的连心桥。

菜屯镇结合自身精准扶贫实际，在30个行政村
建立了村级扶贫联络员队伍。30名联络员都是由群
众推选出来的工作责任心强的村干部担任，他们不
仅是扶贫联络员，同时还是扶贫信息管理员、政策
的宣传员、扶贫措施的对接员、涉及扶贫工作的矛
盾纠纷调解员等。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镇30名联络员为贫困户
上门提供各类服务200余次、发放各类扶贫政策宣
传资料300余份，化解贫困户家庭矛盾纠纷6起。

30名扶贫联络员

架起镇村连心桥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张同耀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谈起创城带来的变化，聊城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市民尹桂荣深有感触：晚
上，街道夜市上摊点下面的垃圾没有了；小区
得到了系统整治，清除了垃圾死角，规划了车
位；黄河路北侧的人行道整修一新，走在上面
很舒心。

黄河路北侧的人行道整修，源于市民陈磊
的一条建议。他通过开发区政民互动平台提出
建议 :“在黄河路北侧部分路段还没有铺设人
行道和盲道，希望开发区管委会对这段路进行
升级改造，方便市民出行。”接到建议后，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开发区市政管理局反映了情
况，该局给出答复：我们将按照创城标准实施
黄河路人行道铺装改造提质工程。黄河路人行
道铺装改造提质工程总投资532 . 56万元，对黄
河路(光岳路至东外环)北侧原人行道黄土裸露
及路面破损处进行集中整治，重新用大理石板

对沿线人行道进行精细化硬化铺装，整体工程
竣工后，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出行。

“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单位必须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动员全体市
民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通过宣传让群众支
持、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变‘要我创’
为‘我要创’，人人都为创城做贡献，为城乡
居民营造更加整洁、有序、秀美的生活环
境。”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杨广平说。

3月11日，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暨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动员大会，
总结“双创工作”前阶段经验成绩，对全区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和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进行动员部署。

据介绍，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把群众满意
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
兴作为创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群

众关心关切的事情入手，聚焦关键、突出重
点，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卫生环境、
公共服务供给、民生事业发展等的水平，促进
创建成果由群众共享。

聚焦重点难点，强化推进措施。在完善基
础设施上下功夫，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市民生活条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精细
化管理上下功夫，开展城市管理秩序集中治
理、户外广告提质、农贸市场专项清理整治等
行动，全力优化社区小区环境。在改善交通秩
序上下功夫，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和运营车
辆专项整治，深化文明出行专项行动，开展文
明出行志愿服务活动，加大交通设施改善力
度。在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上下功夫，净化
校园周边环境，开展校园周边交通秩序专项整
治，加快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建设。在提高文明
素质上下功夫，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开展民风建设行动，狠抓窗口服务单位。

创城：变“要我创”为“我要创”

□赵玉国 姜凌云 报道
3月7日，茌平县贾寨镇西纸坊头

村的农民杨爱华准备在田间栽种杨
树。连日来，茌平县贾寨镇的干部群
众迅速掀起植树造林热潮，该镇因地
制宜，抓住沙质土壤适宜种植树木的
契机，以速生丰产林栽植和经济林栽
植为主，今年完成造林绿化面积2138
亩，打造助力农民脱贫致富的绿色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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