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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秦沛煜

如何建成“文化博览园”

哪些黄河文化是需要挖掘和体现的？怎么
把风貌带建设成真正的“文化博览园”？

市政协常委、致公党市委常委、山东建筑
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成认为，“找准文化点
元素”很重要。“黄河两岸的华山、鹊山、药
山，华泉、鹊山泉、药山铁匠泉，承载了这座
城市太多的故事和记忆。历史上，李白、杜
甫、曾巩等都曾以诗词歌咏过鹊山湖，还有小
清河，还有泺口古城……这就基本涵盖了名士
文化、民俗文化、治河文化、渡口文化、园林
文化、饮食文化。毛主席和周总理来济南都曾
视察黄河。这些纪念地，我们不仅要保护好，而
且要在将来风貌带的打造过程中，重点体现。”

“还要营造文化意义上的大格局、大气
象。”市政协常委、济南社科院副院长张华松
建议，风貌带范围一定要大，而且必须有一个
中心点，而这个点，“在鹊山、华山的中间最
合适，两座山是我们济南城北侧的两个很重要
的地标。老舍先生曾说，‘站在千佛山上北望
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
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他还进一步建
议，在规划区、风貌带的核心景区建设黄河展
览馆。“展现的东西可以很丰富，比如济水是
如何演变成大小清河的，大小清河又是如何演
变成现在的黄河的；比如大舜耕于历山、大禹
治水，还有商朝国王东征夷方取道济水、春秋
时期的三州伐湖州……如此一来，济南黄河文

化的厚重感就出来了。”
“更得把黄河沿岸的文化遗址搞清楚。”

多年从事黄河文化研究的王魁章院长表示，仅
长清108里的黄河岸边的河段，历史文化遗址
就有三四十处之多——— 从济南泺口，一进长清
地，就有红庙、怀庙、高庙、海信台、海信
轴、衔草寺、大汉墓……如果这些历史文化遗
存伴随着时间流逝而渐渐被遗忘，着实太遗
憾。“在此基础上，应当把黄河文化的挖掘和
旅游结合起来，周边群众可以种菜种果树，搞
民俗旅游，可以搞黄河人家一些项目的旅游，
开发豆腐、粉皮、煎饼等黄河特色美食产品，
为百姓致富创造条件。”

保护生态让沿岸美起来

要让黄河沿岸美起来，生态保护更是关
键。

济南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张需东认为，现在
黄河水量比较丰沛，滩涂也比较多。在黄河滩
涂的利用上，应当遵循要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应该大力保护和建设湿地，越多越好，
形成一种城在园林中，河在湿地中，人在田园
中的一种良好环境。与此同时，也应该搞滩涂
旅游，让人们来到黄河以后，安全有序地亲近
黄河，亲近黄河的水，亲近黄河的沙，融入到
母亲河的怀抱。”

“在先行区生态景观规划建设中，我们在
点上精致地打造，比如打造‘鹊华烟雨’；在
线上精细地延展，比如装扮好黄河两岸的大
堤；在面上精心地铺开，就是大面积建设湖
泊、湿地、绿林、花海。目前，鹊山龙虎的万
亩花海已经初具规模。”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
行区管委会（筹）综合处处长黄治修表示。

“黄河两岸的植被在保持生物性、多样性
的同时，还要保持地方性、现代性和特色性。
我们统筹考虑黄河的大坝、滩涂和水岸线等重
要因素，构建连接黄河与农田和林业的生态廊
道，这样可以形成水网、林网、田网相融合的
田园景观，在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综合
考虑当地的土壤、气侯等这样一些实际的情
况，尽量能够形成四季常绿、三季有花，打造

出五色斑斓的特色景观。”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区副高级工程师吕明娟说。

吸引游客深度体验黄河文化

围绕“让黄河文化成为城市新名片”的题
目，参与“商量”的政协委员、业内专家认
为，在坚持“恢复生态、涵育生态、保护生
态”的前提下，发展相关项目，吸引广大游客
深度体验黄河文化、休闲娱乐，这是一条有效
路径。

李成建议，在功能分区的基础上，还需打
造游园节点，比如园林小品、小广场、小纪念
地等，更可以结合公园的规划建设，明确市民
游客在哪里亲水，在哪里体验民俗，在哪里健
身运动，在哪里品味美食……

“还得充分利用好堤顶道路。”在天桥区
政协委员、桑梓店街道中心小学校长周艳红看
来，黄河大堤的堤顶路可以设计成世界最高端
的、顶级的马拉松赛道。“市民可以参与其
中，还可以举办国际顶级赛事，进而形成咱们
济南的品牌活动。”周艳红建议。

“堤顶路建国际顶级马拉松赛道，在规划
中已经明确了这个功能。”吕明娟表示，黄河
堤顶路是作为黄河生态系统的一个支撑性的骨
架，目前堤顶路允许私家车和小轿车通行，在
规划中它被定位为慢性道路系统，将集步行、
自行车、马拉松赛道和公交游览系统于一体，
全面提高黄河风貌带的可达性。同时，大堤以
内建设湿地公园，进行生态修复，大堤以外布
局大堤公园和城市公园，可以让黄河两岸的人
们都愿意到黄河边来游玩。

市政协展开第六专题“商量”———

让黄河文化成为城市新名片
年初，济南市提出，要举全市之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建设攻坚，

做好规划编制、引爆区建设、黄河生态景观风貌带等三大任务，打造一个全
国最大的国家级黄河湿地公园。挖掘利用黄河文化，打造黄河风貌带和湿地
公园等，成了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6月13日，市政协围绕“拥抱
母亲河，迈向新时代”这个主题，展开第六专题“商量”，在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政协委员、业内专家、市民代表一致认为，“携河北跨”的时代背景
下，济南需要充分利用黄河资源，进一步彰显城市强大的文化力量，让百姓
亲近母亲河，让母亲河伴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

□记者 晁明春 通讯员 吴俊旭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济南市民政局7月4日

召开的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推动全
市民政工作落实调度会上获悉，省会民政系统
践行为民爱民理念，着力推动省会民政事业
“争创一流、走在前列”，各项民政重点工作
扎实推进，亮点纷呈。

扎实做好脱贫兜底保障，加强低保制度与
扶贫开发政策衔接，核对贫困户信息31 . 8万人
次，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及时纳入低保范
围。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616元/月、4928
元/年，比例缩小至1 . 5：1以内。农村特困供养
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6406元/年，照料护理

标准按自理、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3档，分
别提高到1968元/年、3276元/年和6552元/年，
“两保”提标任务顺利完成。

今年计划新增养老服务设施211处，目前
已建成县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处、街道综合
养老服务设施5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6
处、农村幸福院16处，86处养老服务设施正在
加快建设。今年计划建设的126处农村社区服
务中心，目前已建成5处，121处正在加快推
进。

上半年，共发放低保金1 . 95亿元，保障低
保对象93863人；发放五保金2153 . 55万元，保障
农村特困人员5353人，并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发放医疗、临时救助金1772 . 8万元，
救助13138人；发放老年人福利补贴1430万元，
残疾人“两项补贴”5405 . 65万元；支出慈善善
款1858 . 44万元，惠及困难群众3 . 07万人次。救
助流浪乞讨人员33781人次，保障孤儿839名，困
境儿童151名，城市“三无”老年人175人。

在社会治理方面，创新举措不断。基本完
成村和城市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任务，4535
个村和648个社区的“两委”换届率分别达到
99 . 7%、99 . 4%。启动老旧小区社区综合服务用
房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出台《关于做好向社会
组织购买社区治理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推
出社会组织“放管服”改革12项措施，将登记

时限缩短到5个工作日，实现“全程网办”、
“一次办成”和“只跑一次”。建成服务（孵
化）平台193处，进驻社会组织705家。年检社
会组织735家、约谈30家，综合监管率达到
95 . 5%。

在双拥优抚安置方面，慰问330个立功军
人家庭，发放慰问金50 . 2万元；走访优抚对象
9733人，发放慰问金、慰问品总值393 . 15万
元。提高优抚保障水平，组织轮流休养1500人，
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提高到16594元。推动优
抚对象医疗待遇和报销“一站式结算”，为10834
名农村优抚对象办理城镇居民医保手续。救助
困难优抚对象2378人，发放救助金216万元。

上半年共发放低保金1 . 95亿元
保障低保对象93863人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

的核心驱动力，正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
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在企业管理领
域，智能化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7月5日，在
济南举办的集团企业管理与技术变革高峰论坛
上，浪潮云ERP推出GS机器人EAbot，面向财务
管理、供应链、人力资源管理等多个领域，提供
多场景全方位的智能服务。

据介绍，浪潮GS机器人EAbot，是基于浪潮
30多年服务企业信息化的经验和超强的大数据能
力+AI能力，在浪潮GS产品基础上，深度融合业
务处理与人工智能，运用智能预测、语音交互、
人脸识别、OCR、RPA、批处理等技术，面向财
务管理、供应链、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推出的智
能服务机器人。EA即浪潮企业大脑，EAbot可为
企业提供智能报账、智能制证、智能对账、智能
报告、智能补库、自动考勤、简历智能分类等多
场景全方位的智能服务，助力打造EA企业大
脑，加速数字化转型。

如在财务领域，EAbot涵盖智能报销、智能
会计、智能税务、智能报告等四大场景，可为企
业提供报销、账务处理、开票、报税、报表等多
场景、全方位的智能财务服务。通过RPA任务，
EAbot在不侵入异构系统的情况下，将规则明
确、频率较高且人工操作用时较长的财务流程实
现自动化、7×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在降低操
作性风险的同时，将财务人员从大量重复性的记
账、审核等低附加值工作中解放出来，向着管理
会计、战略财务等高附加值发展，为企业创造更
多的价值。

未来，EAbot会进入到企业更多的业务中，
为更多的业务提供服务。目前，EAbot已经在多
个企业上线运行。在中国交建集团总部财务共享
中心，每个单位每月需要从浪潮GS系统向监管
系统提交报表100余张，EAbot采用非侵入式技术
特点，7×24小时不间断录入，在半小时内就可
以完成以往2～3人/天的工作；临矿集团与浪潮
共建大数据—财务共享中心，以前完成全部38个
账户对账需要2个人4天的工作量，现在交给
EAbot后，只需不到一小时。

未来，浪潮云ERP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应
用，构建企业大脑，助力打造智慧企业。

以AI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浪潮云ERP推出

智能机器人EAbot

□ 本报记者 申红 张鹏程

城市形象的优劣会影响到人们对城市的认
同和评价，关系到城市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
展。5月份，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实施
城市提升工程“十大行动”，以巩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成果，让城市管理更精细、让城市环
境更优美、让群众生活更幸福。

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城市提升行动的落实
情况究竟如何？近日，记者跟随济南市城管
局，走上街头，实地探访城市环境新变化。

从“脏乱差”到“美如画”

“以前这里占道经营、小商小贩很多，真
是‘脏乱差’。晚上也没有路灯，自己一个人
都不敢从这边走，回到家就不想再出来了。现
在路面干净了，到处都是绿树红花，晚上吃完
饭，也愿意出来溜达了。”住在附近的姜女士
说。

记者了解到，天桥区重点对济南火车站进
行了全面整治提升。通过拆除站区及辅道楼顶
标识、设置规范统一的广告牌匾、粉刷提升大
型建筑物外立面、种植花卉景观、整修通道及
广场地面、粉刷护栏，对站区、进出通道、楼
宇实施重点亮化，联合查处“黑摩的”等一系
列改造，整治提升后的济南火车站上演了一场
完美的“蝶变”。

今年5月底开始，天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集中对火车站周边进行亮化，周围13座建筑的
轮廓上全部安装灯带，连公益广告牌都装上射
灯。截至6月13日，火车站及周边环境秩序整
治累计亮化楼梯13座，设置亮化管线14500米，
清洗沿街楼体30000平方米，粉刷墙体8500平方
米，整治客运段广告200余平方米。

据天桥区纬北路执法中队副队长尹伯勇
介绍，为保持火车站周边环境的长效机制，6
月初，天桥区正式设立火车站区域综合整治
办公室，并派出两名工作人员常驻火车站，
每天围绕火车站周边不间断巡查。“火车站
周边的管理牵扯多个部门，仅铁路部门的下
属单位就有15个。成立火车站周边管理的专
门机构，解决以往出现问题部门间互相推诿
扯皮的现象，让火车站周边的管理能够顺畅
起来。”

违建变公园 人大代表点赞

拥有了好的管理，紧跟着的绿化提升也不
能落下。记者来到高新区，查看了临港向阳绿
化节点运动休闲公园的建造情况。该公园位于
温泉路与机场路交会处，东绕城高速公路东
侧、青银高速公路南侧，占地面积1 . 8万平方
米，处于高密度居住区。

据了解，休闲公园由运动广场、园路以及
休闲廊架组成，公园内栽植黄山栾、紫叶李等
乔灌木，既满足了周围民众生活需求，又打造
了环境景观效果。临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田钊
介绍：“该运动休闲公园是拆违后建绿透绿的
公益性项目，原先这里被居民的私搭乱建和废
弃集装箱所占据，后根据市委、市政府及区里
要求对该地块违建进行拆除，并于5月底完工
投入使用。”

同时，天桥区新赵路南头道路的节点位于
清河北路和新赵路交叉口，周边群众较多、人
流量大，过去这里是“占道经营”“废品回
收”的聚集地，“脏乱差”的重灾区，十分影
响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品质。天桥区园林绿化
局黄宝昌介绍，2017年5月份这里的违章建筑全
部被拆除，利用园林植物造景手法，经过20余
天夜以继日的努力，在2017年6月底完成建绿面
积2800平方米，并向市民全面开放。

“过去我经常从这里走，‘脏乱差’现象
十分突出。现在路过看到绿树成荫、草坪宽
阔，每次都忍不住多看几眼。为周边市民提供
了一个离家近、环境好，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场
所。”天桥区人大代表杨建奎颇有感慨地说。

跨区联合破解“三不管”难题

区域跨界问题向来是政府部门扯皮的“重
灾区”，这一现象在城管领域曾经更为普遍。

近日，不少市民在趵突泉北门附近发现多
了一块“此路段禁止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的
“特殊”宣传栏。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是由
历下区泉城路街道办城管委和市中区泺源街道
办城管委联合设立的。两个街办城管人员将责
任区内互相延伸10米，对跨界区域进行交叉管
理，避免了盲区。与此同时，泉城路街道办城管
委还与天桥区制锦市街道办城管委同样设立此

类宣传栏。
这项由泉城路街道办城管委发起的创新做

法，延伸了责任区域一小步，迈出了执法创新
的一大步，很好地破解了“三不管”难题。自
实施以来，三个区跨界地带无人问津、部门间
推诿扯皮的现象不再出现，周边环境明显好转。

据了解，泉城路街道办与周边街办跨区联
手以来，双方联合对交界地带进行管理，趵突
泉北门、大明湖西南门等两区交界处随时盯

守，边界不清、服务意识不强等弊端彻底解决。
据了解，泉城路街道面积小，仅有1 . 85平

方公里，却是泉城的“窗口”位置，趵突泉、
大明湖、泉城广场等这些象征着济南形象的景
点均囊括其中。为了更好地管理辖区，济南市
历下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跨区抄手工作法延
伸，不仅两个区之间抄手，与之搭界的历下区
两个街道、一个管委会、泉城广场等都实现联
合执法，让城市管理更加精细化。

城市提升两个月 泉城有了新变化

“十大行动”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记 者 晁明春
通讯员 贾 颖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5日，由济南市委农办、济
南社会科学院等共同举办的“省会济南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高端论坛在章丘区举行。温铁
军、刘守英等国内知名专家以及部分基层优秀党
组织书记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思想、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难点
和实施路径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讨和交流，为省
会济南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言献策。

在此次论坛上，全国著名“三农”问题专
家，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兼任西南大学中
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就乡村振兴战
略之下的基层治理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表示，要
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首先要完成县、
乡、村三级的产权与治权的统一，将生态文明与
乡村振兴结合在一起，贯彻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
守英以《如何活村》为主题，就乡村的现实、乡
村衰败的根源、乡村振兴的理论、乡村振兴的路
径以及要注意的几个策略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阐述。他表示，要想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
要重新定义农业，包括农业基础地位、农业内
涵、农业功能、形态与产业、农业发展方式等，
从传统的吃饱肚子到发展产业转变，提高农产品
的附加值，支撑农业产业发展。

此外，来自省农业厅、山东社科院、山东农
业大学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也分别从多角
度、多层面发表了真知灼见，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
方案，为济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智力支撑。

多位专家学者支招

济南乡村振兴

天桥区清河北路与新赵路交界口的街角公园。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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