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民 生生 改改 善善 ，，成成 就就 美美 好好 生生 活活——

青青岛岛市市李李沧沧区区用用心心用用情情用用力力办办好好民民生生事事
□李融媒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在青岛市李沧区的发展轨迹上，
“宜业宜居宜身宜心”被镌刻进这座中心城
区的坐标，群众最急盼最关切的难题始终被
摆在最前面，发展的每一步恰能切准群众脉
搏。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要多打造市民休
闲观光、健身活动的地点，让人民群众生活
更方便、更丰富多彩。”2018年，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青岛市李沧区上流佳苑社区，与市
民紧紧握手，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情
况，了解基层党建工作。

李沧区坚持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作为做好民生工作的总遵循总依据，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际行动
践行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
“十三五”时期，李沧区从人民群众普遍关
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突出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把就业、教育、
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
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件一件抓落实，
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个一个解决好，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
断的新起点。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李
沧区将继续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办
好各项民生事业、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促进
各项民生事业不断繁荣发展，各项民生指标
不断改善，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①巨变李沧
②市民在欣赏晚清民国纱灯画展
③老人在盛欣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进行康复锻炼
④签约家庭医生，让贴身医疗服务进万家
⑤小朋友在垃圾分类宣教中心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⑥青岛二中院士港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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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有所得：

就业优先，筑牢民生基石

就业是最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社会
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抓紧抓实抓好。李沧区坚持把促进
就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改善民生头等大事，深入实施就
业优先政策，创新就业工作体制机制，着力破解结构性就
业矛盾，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加充分就业。

据悉，李沧区连续9年将就业工作列入区政府实事，将
去产能分流职工、高校毕业生、大龄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
纳入精准服务范围，搭建起独具李沧特色的“跟进式”公
共就业帮扶体系，“十三五”期间累计帮助就业困难人员
再就业2 . 1万人次，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2万人次，较“十二
五”同比增长107%，全区就业总量和就业质量实现双提
升，在全市就业创业目标考核中连续5年被评为优秀等次。

就业稳则收入稳，收入稳则民生安。“十三五”期间，
聚焦一个“稳”字，李沧千方百计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
新的就业，牢牢守住就业基本盘，让老百姓把“饭碗”端得
更牢。李沧区人社局建立了人社服务专员制度，创新搭建人
社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智能匹配，变“人找政
策、人找岗位”为“政策找人、岗位找人”，有效提升惠
企、惠民、惠才的速度和精度，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构
建起横到边、纵到底、线上线下无缝衔接的闭环式人社服务
体系，畅通了人社服务和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在“十百千万”创业带动就业活动中，李沧区总工会
成立工友创业联盟，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困难家
庭、退伍军人、企事业职工和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机
会，首批成员单位33家，近3年李沧区创业带头人、农民工
之星和李沧区优秀建会企业负责人担任首批联盟成员，继
续吸纳更多的创新创业企业加入，优势互补、抱团取暖，
疫情期间各联盟单位不仅未有职工解聘反而出现用工增
长，为稳定区内就业形势贡献工会力量。

学有所教：

好学校好校长好老师好课堂齐发力

在加快建设宜业宜居宜身宜心的创新型花园式中心城
区的新征程中，李沧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教育这项“第
一民生工程”，从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加快教育设施建
设、优化教育结构、增强教育发展活力、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入手，好学校、好校长、好老师、好课堂、好学生齐发
力，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016年以来，李沧区新建成并启用的中小学和幼儿园
达27所，新增学位2 . 2万个，学校建设数量、规模、品质均
在全市前列；新增学校和幼儿园建筑面积36 . 1万余平方米。
同时，加快推进总投资达百亿元的30所学校和幼儿园建
设，建成后将新增建筑面积近88万平方米，新增学位2 . 7万
个，教育承载能力达到新高度。

李沧区还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青岛二中院士港分
校今年秋季已招生，青岛实验初中李沧分校建设工程推进
顺利。同时，坚定不移提升教育品质，依托青岛国际院士
港，深入开展“一校一院士，牵手伴成长”活动，培养学
生科学素养，实施教学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选派中学
和小学干部教师挂职交流，面向全国优秀学校“寻标对
标”学习，教学质量和中考成绩不断提升，今年普高达线
率位于全市第一梯队。

李沧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效明显，成为全市唯一参评
全国首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县的区市。自2016年1月1
日起，在全市率先开放校园室外运动场地，满足群众运动
需求。累计投资超2亿元为46所中小学配建标准化食堂，解
决5万余名师生就餐问题。持续在教育惠民共享上发力，生
均公用经费为全市最高。

病有良医：

把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手术花了约7000元，医保报销后原本需要个人承担
1420元，经过李沧区‘白内障康复手术救助’补贴1200元
后，自己只花了220元钱，出院时直接办理补贴结算，既省
钱又方便！”家住李沧区兴华路街道的孙大爷受白内障困
扰，手术前右眼视力只有0 . 2，经青岛眼科医院北部院区进

行白内障康复手术后视力恢复到了1 . 0。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李沧区围绕人民群

众的所需所急，着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夯实全民健
康基石，筑牢卫生应急第一道防线，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
展取得显著进展，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覆盖全民，人人共享“健康红利”。

健全医疗卫生设施布局网络，筑牢基层健康网底。李
沧建成覆盖11个街道的60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22万人，把“家人式”的健康服务送到每一位居
民“家门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新建12个院
前急救站(单元)，分布在城区东、中、西部，院前急救网络
全覆盖。李沧现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459家，其中一级以上
医院29家，到今年年底，床位4768张，千人床位数由2015年
的5 . 1张增加到7张。

在医联体建设方面，成立“慢病诊疗中心”“心脑血
管病诊疗中心”，60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市立医院、海
慈医院、青岛八医、青岛三医等市级医院建设医联体；建
成14家“互联网远程会诊中心”。组建165支“3+X+1”特
色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建成了满足7 . 6万名儿童需求的
20处温馨化、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创建率达100%。率先
在全市为3100余名户籍孕产妇实施“一次办好、双直免服
务”。

李沧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牢固树
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推动实施健康李沧战略，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坚持中西医并重，以促健康、转模式、强基
层、重保障为着力点，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为
建设宜业宜居宜身宜心的创新型花园式中心城区提供有力
的健康保障。

老有颐养：

织就坚实细密的民生兜底网

“菜单上，啥服务都有。”10月9日，青岛市李沧区楼
山街道翠湖社区居民王梅花告诉笔者，老伴四年前脑中风
导致下身瘫痪，一直是居家由自己照料。以前，都是推着
老伴去医院作康复训练，费时费力。现在，可在家预定医
生，十几分钟，服务人员就能上门做检查、康复，还能享
受报销待遇，老人在家养老也很满意。

这是李沧区在全市率先推出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清
单”，李沧户籍低保失能老人最高可享受4400元政府购买
居家养老服务，其他老人通过“看单点菜”，也可享受到
标准统一、价格明确的居家养老服务。目前，李沧已超额
完成11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市办实事指标，
按期超额完成“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床位建设”市办实
事1200张床位指标。

着眼于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
有所安，李沧还构建了更加优质均等的养老服务体系，着
力推动养老服务由“保基本”向“普惠化”转型，荣获
“山东省社区治理暨养老服务创新实验区”荣誉。“十三
五”期间，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38家，其中嵌入式
养老6家，养老床位4957张，李沧户籍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
服务床位达到55张，全区医养结合型床位比例达到83 . 05%。
投入资金1500余万元，建立“助老大食堂”52处。

同时，进一步完善对困难群众救助制度，李沧区被确
定为“全市社会救助审批权委托下放试点区”。在解决
“收入型贫困”救助基础上，积极探索“支出型贫困”救
助，救助对象扩大至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审批时限从33
个工作日减至最短7个工作日办结。“十三五”期间，李沧
共发放低保资金1 . 23亿元，保障困难群众16 . 75万人次。开
展困境未成年人福利服务工作，全区38名孤儿和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被纳入保障范围。开展临时救助1751次，发放救
助金502 . 35万元。

文香沁脾：

以文化涵养共筑精神家园

“在这里，不仅有万卷书，还有很多公益讲座、读书
分享、互动体验，安静地度过一天也不会觉得无趣。”在
李沧区虎山路街道春和景明社区悦读书房，市民宋女士用3
个“好”夸赞了书房：选址好，既在美景中，又在家门
口；环境好，既时尚简约，又有文化特色；志愿者好，像
可以信赖的朋友、乐于帮忙的邻居。李沧区依托汇益港湾

社会组织创新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
积极作用，社会组织人才不断涌现。今年，悦读书房项目
负责人姜荟文被评为齐鲁和谐使者。

文化是城市时尚气质的灵魂所在，其中图书馆、书店
等文化场所是开展市民文化教育、实现文化熏陶的重要空
间载体。走在李沧区的街道社区，市民能够轻松地找到悦
读书房、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朗读亭，享受阅读的乐趣。

李沧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主动适应
文化工作新形势，创新文化惠民模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致力于打造有温度的城市文化新格局，获评山东省
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区，基本建成“十分钟文化圈”，公共
文化服务的触角可延伸至居民“家门口”。

据悉，李沧区已连续15年将公共文化建设纳入区政府实
事，近5年共计投入文化实事资金6400余万元，其中2020年安
排资金1206万元，着力打造全覆盖、普惠型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近3年，李沧全区共开展各类综合性文化活动3000余场
次，送公益电影进社区360场次，开展各类公益文化培训6000
余课次，开展国学经典活动310余场，2018年成功创评第三届
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区，“小小志愿者送文化走基层公益演
出”被文化部评为2017年全国文化志愿服务典型案例、
2017—2018年度山东省文化志愿服务项目。“戏曲月”惠民
演出被评为2018—2019山东省冬春文化惠民活动品牌项目。
2017年李沧区被评为山东省全民阅读示范单位，2019年获
“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价优秀单位”荣誉称号。“文化
点单”惠民服务被评为山东省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
点特色做法。“文化服务进基层”——— “文化点单”惠民
活动获青岛市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文化志愿者服务队”
获青岛市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住有宜居：

“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
所盼、我有所为”为目标，李沧区像“绣花”一样管理城
市，不断提高城市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推动一件件顺人
心、暖人心、聚人心的好事实事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城市管理，最是于细微处见功夫、见态度。2016年以
来，李沧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完成老旧小区改造98个，惠
及居民约6 . 3万户。整治道路及背街小巷74条，整治面积约
101 . 8万平方米。新增停车泊位11381个。金水源小区、世园
美墅小区、果园路小区共24栋楼65部电梯加装并投入使
用。自2016年至今，李沧区新增集中供热面积约728 . 29万平
方米，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让“新时尚”成为好习惯。李沧实现垃圾分类338个小
区全覆盖，设置分类垃圾桶点6678处，布设分类垃圾桶1 . 5
万个，累计设置智能垃圾回收箱113台，居民小区分类收运
覆盖率达100%，标准四分类桶点及撤桶并点改造完成率均
达到100%；全区72条主次干道机扫、洒水、冲洗率均达
100%，精细化保洁实现无缝隙覆盖。

路通了，老百姓心气才能顺。李沧完成深圳路等73个
道路建设项目，截至2020年底，建成、竣工通车道路总条
数达385条，较“十二五”提高8%；道路通车里程达378 . 2公
里，较“十二五”提高9%，路网密度达4 . 5公里/平方公
里，较“十二五”提高7%；累计新建排水管网约42公里。

从景色宜人的百果山山脉，到诗画一样的胶州湾；从群
贤毕至的青岛国际院士港，到逶迤永续的李村河，一个“生
活在这里的百姓将更加富足、更加安宁、更加愉悦、更加幸
福”的“李沧梦”，贯穿其中，一条更有实力、更有活力、
更有魅力的民生改善路径可期可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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