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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亚飞 王运兰 潘雨晴

5月17日，记者在莘县燕塔街道后王楼村
看到一批搬迁户正忙着搬家，不远处，则是伴
随着大型机械轰鸣的拆迁现场。目前，后王楼
村已丈量149户，腾空80余户，拆除60余户。

把拆迁办公室当成“家”

眼看着后王楼村的棚改工作顺利推进，拆
迁指挥部的负责人周雍颇有感慨：“就在一个
月前，这里还是燕塔街道拆迁的难点村。”

周雍告诉记者，后王楼村村民的住房条件
悬殊很大，有的则是70年代搭建的老房子，墙
面陈旧、院落破烂，有的是刚刚建起的2层楼房。

“刚开始拆迁时，老百姓非常抵触，拆迁
阻力很大。”周雍说，拆迁工作首先要做好老
百姓的思想工作，思想通，一通百通。为此，
燕塔街道办事处在后王楼村成立了一个由20人
组成的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一律吃住在村，
村里的临时办公室成为了他们拆迁期间的

“家”。
“拆迁工作开展前，我们先进行了干部培

训，并将社区干部分为2个行政组逐户进行政
策宣传。”周雍说，除了政策宣传，后期每户
都需要丈量、评估、填写材料，工作量很大，
每天上班十几个小时成了工作常态。

从“要我拆迁”到“我要拆迁”

正如周雍所言，后王楼村的拆迁工作不只
是工作条件艰苦。

“你们别再找我了，反正我是不会签字
的。”5月2日，后王楼村村民相爱华怒气冲冲
地跑到了指挥部。

“俺在这村住了半辈子了，你们让俺们一
家老小搬哪里呀？再说，俺家的堂屋建了没几
年怎么给算，配房怎么算……”说着说着，相
爱华竟然放声痛哭起来。

“您先坐下，我们把你家的核算标准再跟
您说一下。”见相爱华情绪激动，指挥部的工
作人员赶紧找来凳子让她先坐下，并送上一杯

热水，耐心安抚。
等相爱华的情绪稍稍平息，工作人员开始

详细地为她介绍拆迁政策及标准。“怪俺没有弄
清楚，还以为都是按配房的标准给算的呢。”经
过近一个小时的讲解，相爱华恍然大悟。

“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没跟您解释清
楚，让您误会了。”工作人员连忙检讨。

“其实拆了也好。俺家的一个配房，一到
连下雨天，生怕它塌了。”相爱华破涕为笑。

周雍告诉记者，自后王楼村棚户区改造工
作启动以来，像相爱华一样对拆迁政策、标准
不明确的村民时常会跑来指挥部“声讨”。每
次遇到这种情况，工作人员都会耐心细致地为
其答疑解惑，很多村民也都如相爱华一般“哭
着跑进来，笑着走回去”。

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

“俺来送2箱矿泉水，你们入户丈量时记
得带着喝。”不见其人，先闻其声，拆迁指挥
部的工作人员一听便知道是相爱华来了。

“俺家属把水烧好了，嘱咐俺给你们送
来。”相爱华还没将矿泉水放下，记者便看见
在后王楼村居住多年的退休干部王希海提着一
暖壶水进来了。紧随其后的，是怀里抱着电风
扇的村民王丁正。“今天俺搬家呢，把电风扇
留给指挥部吧，天热时用得着。”王丁正说。

“刚开始的时候，不挨骂就不错了。那时
候可想不到，咱后王楼村拆迁还拆出了‘鱼水
情’。”永安社区第一书记徐辉说，在后王楼村，

“和谐拆迁”这个关键词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听徐辉这么一说，相爱华显得有些不好意

思。她说：“为了俺们老百姓住上楼，指挥部
的领导有多拼命工作，俺们老百姓是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了，没有理由不配合。”

“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这是燕塔街道
办事处对棚户区改造表明的坚强决心和一贯态
度。“拆迁最害怕的是不公开、不透明。”徐
辉说，在这次棚户区改造过程中，他们以政策
透明为准则，把政策公开到户、到人。“我们
现场与拆迁户公开结算，真正做到了让拆迁户
放心，决不让大家拆没了情、搬伤了心。”

村庄拆迁，拆出干群“鱼水情”

□ 王兆锋 任军霞 赵博 孙劲松

5月22日，茱莉亚演奏家独奏、三重奏室
内乐音乐会在聊城市水城明珠大剧院举行。
“三重奏组”在2013年成立于世界上最顶尖的
专业音乐院校之一——— 茱莉亚音乐学院，被誉
为“杰出的室内乐组合”，具有“超越年轻音乐家
的自信和对艺术的理解”。

自去年3月29日，聊城市与国内最大的剧
院管理和演出运营企业——— 北京保利剧院管理
有限公司成功“牵手”以来，聊城市民可经常
欣赏高水平的演出，水城明珠大剧院也踏上盘
活3000多个座位的托管运营之路。

2017年6月17日至12月31日，聊城市保利大
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演出43场，今年第一季度引
进14场自营演出项目，包括音乐会、芭蕾舞、
话剧、歌舞剧、儿童剧等。多种类型的演出丰
富了聊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填补了聊城高品质
演出市场的空白，聊城文化地标建筑——— 聊城
水城明珠大剧院逐渐成为文化交流的殿堂。

聊城牵手保利盘活文化资源的做法，为繁

荣群众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这一初显成效
的“联姻”，给了我们哪些启示意义？

盘活了文化资源。保利剧院公司在全国19
个省份54座城市经营管理着国内62家一流剧
院、4家分公司，拥有观众厅超过100个，座位
超过10万个，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直营剧
院院线。保利剧院公司下属的保利演出公司是
专门从事国内外演出和演艺经纪的A类文化经
纪机构。在多年的经营管理运作中，他们总结
出一整套先进的专业化市场化管理理念和标准
化的管理规范，以“专业水平高、管理标准
高、服务品位高、经营水平高、社会形象高”
为管理目标，积极配合各地政府的需要，充分
利用保利演出业务资源优势及院线平台优势，
开展演出剧目原创制作、大型演出与场馆文化
活动承办以及优秀剧目的世界巡演等业务。水
城明珠大剧院是国内造型完美、规模大、环境
好、质量高的剧院之一，国内外一些著名演员
先后在此演出，备受赞誉。双方将管理演出优
势和场景优势叠加，形成了1＋1>2的效应。

激活了文化消费观念。文化消费是一个高

层次的消费，不像生活必需品那样必须消费，
它需要不断的培育才能将潜在的消费观念激
活。为此，聊城市政府为演出提供补贴，市民
最低花十几元钱就可以欣赏一场高质量的演
出。聊城市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
增福介绍，部分惠民演出在每张票20元面向市
民出售的同时，推出套票优惠：30元两张、40
元三张、50元四张，让更多的市民有机会走进
剧院，感受艺术魅力，丰富文化生活。群众的
消费意识不断提高，最初每场演出最低售票仅
有几十张，目前已达到500——— 1000张，甚至
更多。“我们对聊城的文化消费前景充满了信
心。”高增福说。

提高了群众文化素养。聊城市保利大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开拓文化市场，没有把两眼仅仅
盯在演出消费上，而是从娃娃抓起，打好基
础，培养后备军。他们通过举办音乐会和对应
推出的专场大师班活动，为聊城的青少年和音
乐爱好者，架起了同音乐家近距离接触的桥
梁，让音乐家现场教授音乐知识和技能，提高
他们的音乐素养。2月3日《春夏秋冬·桃花

源——— 丁雪儿古筝独奏音乐会》大师班活动，
原定总时长60分钟，丁雪儿老师从古筝考级方
面入手，结合演奏经验，讲解演奏技巧，并随
机挑选琴童一对一指导，最后总时长达到80分
钟。现在，专场大师班已经成为一张聊城保利
甚或整个聊城的文化名片，每场都有三四十名
孩子参加，面对面向音乐家学习，技能提升与
艺术欣赏相结合，让新生代在个人兴趣的促使
下、在艺术家偶像的激励下，沿着文化艺术的
道路不断前进，提升市民整体文化素养。

怀揣着聊城市民对精彩文化艺术演出的期
盼，聊城市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背起行囊
再次出发：积极引进百姓喜闻乐见的演出项
目，其中不乏世界经典和知名艺术家；始终秉
持“惠民”优先的原则，让所有市民都有机会
走进剧院感受艺术魅力；暑期档推出低票价
“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艺术熏陶为孩子
一生奠基……优秀的地方文化滋润着这方土
地，保利进驻之后，先后在引进优秀演出项
目、开拓文化市场等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取得了多赢的效果。

繁荣群众文化生活实现1＋1>2
——— 聊城联姻保利盘活文化资源启示

□孙亚飞 程浩 潘晓君 报道

本报东阿讯 在东阿县大桥镇毕庄村，县财政

和村集体共同出资建成了全县首个村级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村“两委”发动全村党员干部、致富能

人捐款成立“孝善基金”，为日间照料中心运行提

供经费保障。该中心还引入家政服务模式，聘请1

名贫困人口为中心护理员，主要为无劳动能力、生

活不能自理的孤寡贫困老人提供日间生活照料。

东阿县紧盯脱贫攻坚进程中的难点和重点，开

展“养老+”扶贫模式。其中，东阿县坚持村委会

管理与贫困户互帮互助相结合、专人护理与政府补

助相结合、家庭自理与志愿者贴心服务相结合，推

行实施“邻里互助”救助式扶贫模式。据悉，东阿

县要求各乡村挑选责任心强、有一定劳动能力、群

众认可的贫困人员担任村级护理员，为高龄失能、

孤寡、因病致贫的贫困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心理抚

慰等服务，解除贫困老人居家养老后顾之忧。目

前，全县“邻里互助”护理员发展到459名，在贫

困人口有护理需求的村实现全覆盖。

在推进“孝善养老+孝德扶贫”过程中，东阿

县将弘扬孝德文化和精准扶贫结合起来，充分发挥

农村自治组织和村规民约作用，积极探索定养老

事、签养老状、交养老钱、张养老榜、立养老规的

孝德扶贫脱贫新机制，并启动“孝心村”建设，推

行孝心示范带动养老模式。

村级“养老+”模式

实现老有所养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高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5月17日，聊城市贫困人口建档

立卡培训会议在茌平县召开。此次会议学习传达了
全省建档立卡工作培训班精神，安排部署2018年全
市数据核准清洗及建档立卡相关工作。

聊城市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姚炳辉表示，
完善建档立卡工作，提高扶贫对象数据质量，是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和前提，是考核各级党委和政
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各级扶贫单位要
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增强做好建档立卡工作的责
任感，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也是对自
己工作负责的态度，用绣花功夫继续做好数据清洗
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

会议要求各级扶贫单位要强化工作落实，推动
建档立卡工作精准再精准，规范完善档案管理、扎
实做好建档立卡数据清洗校准工作、加强对信息比
对疑似问题的核查整改、继续做好无户口贫困人口
办理户口登记工作、高度关注“档外人士”问题、
加强数据分析和信息比对共享。同时，要按照年度
脱贫任务研究制订分措施帮扶计划，切实做好贫困
人口动态管理工作、加强对脱贫不享受政策标注情
况的核查分析。

聊城完善贫困人口

建档立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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