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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 高田
本报通讯员 张蕴

聊城市东昌府区昌三宝商店老板李怀
强，一个多月前，把一面写有“真心为民、
服务群众”的鲜红锦旗送到了聊城市城市管
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

这面锦旗缘何而来？李怀强指着商店门
前平整的红砖人行道说：“俺门前这条人行
道是十几年前铺的，近两年花砖破损严重，
尤其是雨天坑坑洼洼，难以下脚，路难走，
顾客都不愿意进门了。没想到，市政处主动
认领了这事并翻修了路面，顾客进门后都说
路好了，心情也跟着变舒畅了。”

人行道修好了，客流量也变多了，李怀强

与周围两家商户合计着该怎么表示谢意呢，
干脆做面锦旗送给聊城市政工程管理处。

据市政工程管理处市政设施养护所副所
长许良国介绍，由开发商自行建设的人行道
六米红线范围外的区域，应由物业或者是业
主自行修复，但像昌三宝商店这片商住楼涉
及业主较多，既没有物业公司管理，也难以找
到当年的开发商，很难协调各方配合修复，人
行道损坏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我们这里就不能
再往外推，我们‘兜底’解决！”聊城市城
市管理局局长李其超说。

为全面解决城区人行道路面破损问题，
聊城市政工程管理处对该问题进行了全面摸
排，共梳理出9000多平方米的破损路面需要
专项整治，目前整治行动已进入扫尾阶段。

聊城市政工程管理处主动作为，“兜底”
解决疑难问题，换来了市民的诚挚感谢。让许
良国格外感动的是，施工期间，天气炎热，李
怀强每天都从自家商店搬出矿泉水送给施工

工人。近两个月，仅因整修人行道这一项民生
事，市政工程管理处就收到了四五面锦旗。

聊城市政工程管理处主动“兜底”解决的
还有管理同样复杂的井盖问题。

9月10日，市政处工程科负责人袁义鹏指
着柳园北路的井盖说：“汽车轧过井盖听不到
声响，这是我们引进的‘五防井盖’，不仅防噪
音，还能防盗、防沉降、防坠落、防位移。”据了
解，小小井盖涉及到通信、电力、供暖、供气、
供水、排污等多部门管理，一旦井盖破损、丢
失，经常会出现都管又都不管的局面。

“我们经过核查，全市城区路面上，有一
半的井盖是污水井盖，归我们管理；另外一半
的井盖归属其他部门。今年我们对柳园路200
多个存在问题的其他部门的井盖进行更换，
全部换上了‘五防井盖’，让市民出行更安
心。”袁义鹏说，这些井盖多是相关单位不管，
最后由城管局主动接管的。

“作为城市管理、服务者，聊城市城市管
理局践行‘把群众的事当成天大的事’的理

念，在市政管理上一切顺应市民诉求，努力做
到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市民生活更加美
好。”李其超说。

最近，家住繁森路财政局家属院的居民
商保田发现，住了快二十年，家门口终于有了
路灯，晚上出门散步亮堂了许多。

据了解，像财政局家属院门口的路灯，应
由开发商在建设住宅时配建，但由于种种原
因，部分老旧小区门口漆黑一片，成了解决不
了的难题。“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财政局
家属院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也主动揽
过来，想尽办法解决。”李其超说。

记者采访时发现，繁森路新安装的路灯
灯杆漆面略有划伤。市政工程处路灯管理中
心副主任孙长星说，上半年，东昌路东板桥
进行改造，他们把东板桥的华灯进行重新检
修后移到此处，既解决了物品闲置，又满足
了居民夜间出行的需求。”通过旧路灯重新
检修利用，聊城市区多处摸黑路段亮起盏盏
灯火。

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

聊城：市政管理“兜底”民生需求

□高田 冯庆文 王辉 报道
本报冠县讯 “谢谢你们帮我解决了多年的心病，为

我修了房子，还把我家打扫得这么干净，帮我换了玻璃和
纱窗，让我觉得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冠县斜店乡张盘
村的许桂勤一见到帮扶干部刘学芳就激动地说。

像许桂勤家一样，“老院”换“新颜”的贫困户还有
很多。“最近下雨多，原来一下雨这院子里到处是泥，路很
滑，年龄大了也不安全，现在有了这条小路，下雨就再也不
用担心了。”斜店乡西野庄村81岁的陈梅华老人看着刚刚铺
完的庭院小路，格外开心。除了危房改造、居住环境“双提
升”外，斜店乡还多次组织帮扶责任人、扶贫专干深入到贫
困户家中，帮他们清扫庭院、清运垃圾，引导贫困户养成文
明健康的生活习惯，用“环境脱贫”助力扶贫攻坚。

今年以来，斜店乡党委政府多渠道筹措资金23万余
元，对全乡40户贫困户住房进行翻建新房、修缮屋顶、房
屋加固等，彻底解决贫困群众的住房安全问题。在此基础
上，集中利用脱贫攻坚工作“规范提升月”之机，汇聚乡、
村、帮扶干部三方合力，对贫困群众入户档案、居住环境进
行规范提升，铺设庭院小道、发展庭院经济，做到美化增收
两不误。旧房换新房，温暖了贫困群众的“心房”；旧貌换新
颜，让贫困群众切实享受到脱贫攻坚的成果。

还有什么能够阻挡张久宾对于文学
的热爱呢？

张久宾，1989年出生在莘县柿子园镇
一个农村家庭，患先天性重度脑瘫。3个月
大确诊后，父母便四处寻医问药，几乎倾
尽家财但病魔还是没有绕过这个小生命。

张久宾渐渐长大，他的手脚越发不
听使唤，吐字发音也不清楚。到了上学
的年纪，没有一家学校愿意接收他。
“孩子不能就这样‘废’了。”父亲张
永贵找来一块木板，开始在家教他认拼
音、识汉字。张久宾的哥哥送他一个按
键手机，教他如何使用。

“他一开始叼着筷子戳，后来觉得

不方便就直接用鼻尖触碰键盘。”张永
贵拿出一部按键已经模糊不清的手机让
记者看。不厌其烦的长期练习，他终于
可以借助手机“说话”了。

有了识字基础的张久宾喜欢上了读
书。他身边放着一本《新华字典》，遇到不
懂的字词，就用下巴配合鼻尖翻字典查。
张久宾使用的第一本字典早就翻烂了。

2014年，看别人文章长大的张久宾
萌生了自己写作的念头，创作诗歌成为
他的首选。也正是那一年，扶贫的春风
吹进张久宾的家。帮扶干部从他的字里
行间感受到了这个年轻人怀揣着一颗不
屈的心。“张久宾自立自强，不向命运

低头，几年来一直顽强地创作诗歌。”
柿子园镇扶贫办主任邵元龙说，考虑到
张久宾的身体状况，他父母除了种地没有
其他收入，当地将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落实扶贫优惠政策，对他进行帮扶。

有了更多人的支持，张久宾更加坚
定了文学创作的想法。现在他还学会了
在平板机和电脑上打字。每一个字词，
每一个标点，都需要他艰难地埋头，努
力克制摇晃的身子，用鼻尖每敲击几下
键盘，都要抬头确认。5年多时间里，张
久宾就这样用鼻尖敲出200余首诗歌和一
些简短文章。其中《愁实》《我的哈
达》等十余篇作品在报刊发表。

□孙亚飞 杨成涛 曲东芳 报道
本报高唐讯 走进高唐县汇鑫街道陈庄村贫困户李中

录家，小院里的瓜果蔬菜长势喜人。李中录喜滋滋地说：
“再有十天半月就可以采摘了，到时候自家吃不了的蔬
菜、瓜果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卖。”

汇鑫街道村民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打工、种地。为增加
村民收入，村“两委”结合实际，引导村民把房前屋后的
闲置地开发成小菜园，种上无公害蔬菜和瓜果，发展庭院
经济，不仅自己吃着方便，还美化了庭院。如今的汇鑫街
道庭院经济精品突出、亮点频现，一片片整齐的小菜园既
美化了村庄，也带动了以庭院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的步伐，
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北邱村党支部书记邱坤带着扶贫专干邱景军来到村民
邱长水家。他环视小院后说：“拉起新院墙，盖起新偏房，院
子也干净了。”“这菜苗长得比我大棚里的都好，收了菜自己
要是吃不了，我帮你卖了，拿钱买肉吃。”邱坤走到南边的小
菜园，跟邱长水聊了起来。前阵子，邱坤看到邱长水家院子
南边有一块空地，便给他送来了自己大棚里种植的一些蔬
菜秧苗和甜瓜秧苗，并帮助他把这块空地开垦成了一块小
菜地。邱长水锄草、浇水，精心照顾起这些秧苗。

近年来，汇鑫街道在加快农村脱贫攻坚行动中，充分
利用农村庭院闲置土地，围绕“家”字做文章，发展具有
“短、平、快”优势的庭院经济，使村民房前屋后的“方
寸之地”变成了“创收之所”。目前，30多户村民通过在
自家房前屋后种植小菜园实现了经济增收。

66岁的冠县梁堂镇北黄城村贫困户申
桂峰，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后，便一头扎进负
责的黄瓜大棚内，一忙就是十几个小时。

“为啥这么拼呢？”
“咋不雇个人？”
面对这样的质问，申桂峰总是说：

“雇一个人一小时工钱就要8元。自己能干
过来这钱就省了。”

申桂峰的二儿子患抑郁症，多年的治
疗费用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2012年，大儿媳患上直肠癌，申桂峰一家
四处借钱为她看病，两年后大儿媳因病情
恶化离世。这个家庭已累计欠下30多万元
的外债。“老大还得照顾俩孩子，这么多
外债不能只让他一人担着。”想到这些，
60多岁的申桂峰决心外出打工。

2017年，申桂峰在冠之农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找到了一份零工，虽说能挣个花销，
但依靠工资还清30多万元的欠债遥遥无期。

“当时冠之农公司正好建有扶贫大棚，可以

让贫困户免费承包2年。申桂峰有种黄瓜的
经验，我们决定由他承包黄瓜大棚，增加收
入。”梁堂镇扶贫办主任沙元虎说。

2017年9月，申桂峰正式承包了大棚。按
照政策，他免费承包的大棚2年后偿还建设
费用，不收利息。大棚收益全归个人所
有，并且公司长期提供免费技术帮扶。申
桂峰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自己的黄瓜大
棚。冠之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门为他提
供销售渠道，申桂峰种的黄瓜不仅销路

好，价格也高，第一年就净挣了9万元。
日子好过些了，申桂峰便开始考虑还

债。2018年至今，他已还清债务10余万元。考
虑到申桂峰家庭情况特殊，公司决定本该申
桂峰今年偿还的建设费用，再延期一年。

“要不是上级有这种好政策，我们一
家现在吃饭都困难。”申桂峰感慨道，
“棚里的收成越来越好，剩下的20万元欠
款，我打算2年多还清。等我还清欠债之
后，离小康生活就不远啦。”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王金梅
付延涛 张金岗 报道

本报聊城讯 9月18日，经过十几
次劝解引导，针锋相对5年多的“对头”
邻居，终于相互道歉、握手言和了。

家住冠县烟庄街道前十里铺村的
李金伟和李峰林是门靠门、院挨院的
邻居，在村里还算带点亲戚。但5年
前，村里重新分地，两家因生产路穿
田、几分地归属问题引发矛盾，积怨
越来越深。自此，两家很少往来。今
年7月，李金伟家里盖房，因外墙过
高遮挡了李峰林家的阳光，致使矛盾
迅速升级，从唇枪舌战向剑拔弩张转
化，要不是烟庄派出所民警及时赶
到，双方险些动起手，酿成大祸。

接到群众求助电话，烟庄派出所
民警赵美宁和两名辅警赶到现场，及
时制止双方过激行为。据了解、劝
说，按“三三制”矛盾调解机制开展
矛盾化解工作。“针对基层矛盾，要
在30天内进行至少3轮、每轮不少于3
次的矛盾化解、调解办法。第一轮村
‘两委’干部和警务助理调解，第二轮
由管区干部和社区民警分别调解，当
事人始终未达成和解。第三轮调解则
由烟庄派出所牵头，协调街道司法所、
法律顾问组成调解小组进行调处。只
有矛盾彻底化解，当事人在调解人见
证下签订和解协议，事情才算了结。”
烟庄派出所所长刘艳华告诉记者。

近年来，在冠县公安局开展的基
层派出所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活
动中，烟庄派出所坚持树牢“化解矛
盾、服务群众、守护平安”的总体思路，
全力构建“多元化化解矛盾，全时空守
护平安，零距离服务群众”，使“枫桥经
验”在烟庄落地生根、创新发展。针对
基层矛盾实际情况，采取“三三制”矛
盾调解法，针对影响大、隐患多的重点
难题，协调综治、司法、人社、妇联、市
场监管、信访等部门，还邀请群众基础
好威信高的干部、老党员、街道干部、
律师、乡贤名士、义警等各界人士驻所
办公，组成调解联合团队，实现“社区
民警吹哨，联合成员报到”的矛盾化解
机制，使基层较为复杂、棘手的矛盾纠
纷实现了调解处置的质效最大化。

烟庄派出所严打各类违法犯罪，
对“两抢一盗”、诈骗犯罪等侵财类案
件快侦快破，最大限度为群众及时追赃，挽回损失。运用专
职巡防、警企警民联动联防、村居义务巡逻自防三级巡防体
系，借助“天网工程”，在辖区搭建起覆盖重点区域的视频监
控网络；牢固树立为群众办小事、解小忧、帮小忙意识，深入
基层访民意、察民情，不断延伸服务触角，用小警务保障了
大民生。疫情期间，烟庄派出所党支部被冠县县委授予“疫
情防控最强堡垒”称号。截至目前，全所化解各类矛盾40余
起，调处信访案件7起，有效警情、纠纷类警情分别下降35%
和31%。

去年12月，烟庄派出所获评全省首批“枫桥式公安派
出所”。“构一方和谐、保一地平安。我们将以此为契
机，自我加压，努力奋进，担当履职，服务群众，用‘琴
心’解矛盾，靠‘剑胆’守平安，用创新的思维，扎实的
行动，为平安烟庄建设构建起一道和谐屏障。”烟庄派出
所所长刘艳华说。(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大棚承包户申桂峰的还账单———

4年还债三十万 小康生活看得见

斜店乡贫困户

“老院”换“新颜”

房前屋后闲置地

成了“创收菜园子”

重度脑瘫青年用鼻尖敲出200余首诗歌

张久宾有颗“文化心”

56岁的张光岭没想到自己
有朝一日能成为“万元户”，
还是每天上班领工资的工人。

张光岭是临清市新华路街
道东陶屯村的贫困户，从小患
大脑疾病，身体虚弱干不了重
活，每个月只能打零工挣几百
块钱维持他和八十多岁老母亲
的日常生活，母子二人每个月
光药费开支就得一千多元，经
常入不敷出，日子过得很艰辛。

四年前，东陶屯村把村里
4个“死水坑”重新整修，变
成了养鱼塘，开始发展水产养
殖产业。村里利用上级扶贫资
金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负责
坑塘的整修、建设，构建了“村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扶
贫模式。东陶屯村21个贫困户、
42名贫困群众参与到水产养殖
事业中来，张光岭就是其中之
一。虽然不能干重体力活儿，但
是张光岭根据身体条件，选择
了相对轻松的看护岗位。

“村里成立了养殖合作社
后，俺被选为管理员，经常和其
他贫困户轮班看管池塘、运送
饲料、喂鱼。能做这些力所能及
的活儿，心里很高兴。俺们贫困
户每年都能领到不少分红。去
年俺分了3000多块钱的红利
呢。”张光岭激动地说。

担任看护员之前，张光岭
和母亲一年只能挣3000多元。
而现在除每年2000多元的坑塘
看护费，还能按时领到两三千
块钱的分红，加上种植收入、打
零工工资等收入，今年，张光岭
家总收入能够达到13800元，成
了名副其实的“万元户”。

四年前，新华路街道还根
据贫困户危房改造政策，帮助
张光岭翻新了房屋，修建了院

墙，添置了简易家具，张光岭母子俩的生活越来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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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阳谷县郭屯镇辛集村村民发
现，今年45岁的王士梅脸上有了笑容。11
年前，王士梅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离世，
从此她失去了笑容。

笑容没了，苦日子一天接一天。“家
里3个孩子，当时最大的才10岁。二妮还查
出淋巴增殖性疾病。”王士梅告诉记者，
看着可怜的孩子，她只能强忍着悲痛选择
振作。可一想起今后的生活，巨大的压力
又让她喘不过气来：自己没啥技术，没文
化，指望一亩三分地能养活一家人吗？

转机开始于2016年。那一年，王士梅
被政府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干部将
她介绍到就近的大棚蔬菜基地打工，她3个
孩子的学费也全部予以减免。“在大棚打工，
我一个月能收入2000元。孩子上学减免的
学费，每年也能为家里节省1万多元的开
支。”王士梅说，扶贫政策犹如雪中送
炭，她家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也重新激
发起她对生活的向往。

2017年，辛集村利用上级专项财政扶
贫资金59 . 7万元，建设了9个高标准蔬菜大

棚和56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王士梅在内的
辛集村7户贫困户从此多了一份固定分红。
“今年是第三次领分红。蔬菜大棚分红
2084元，光伏发电项目分红2184元。”王士
梅说，“家里能有这么多收入，全是托了
扶贫政策的福。”

让王士梅舒心的好事一桩接一桩：王
士梅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扶贫干部给
予帮扶；镇民政所按照“特事特办”原
则，为她办理了低保；就连她最操心的二
妮，也在驻村第一书记武继朝的多方联系

下，多次到南京、上海进行专业治疗，如
今病情已基本稳定。

“苦日子总算熬过去了。有了扶贫干部
帮忙，我们的日子终于有了盼头。”回忆起这
两年的变化，王士梅原本紧锁的眉头舒展开
了，脸上重新绽放了笑容。她还告诉记者，今
年，她又被镇上安排到公益岗工作，每月又
增收600元。

（本专题报道由本报记者 李梦 孙
亚飞 高田 本报通讯员 马雪 朱红光

任瑜 商贺 左炜炜 采写）

熬过苦日子 迎来好日子

王士梅的舒心事一桩接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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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飞 赵玉国 报道
9月19日，在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办事处中国聊城江北花木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在修剪整理花卉，迎接节日市场。

更多报道详见大众报业·大
众日报客户端聊城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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