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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宪法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
全省多地组织活动，宣传第七个国家宪法日

编者按 今年12月4日是第七个国家宪法日。
国家宪法日，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

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每年的12月4日而设立
的节日。“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以多种形式开
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让宪法精神深入人心，是实施宪法的重要
基础。

有人说，宪法是“高大上”的法律，总觉得距离我们很遥
远。事实上，宪法与你我息息相关。进企业、进乡村、进学校、
进社区……在第七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全省多地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宪法宣传活动，最大限度、最大程度地深入基层一线，延
伸宣传触角，推动宪法走进群众日常生活。

小刘村位于青州市弥河镇东南
部，与临朐县一河之隔，全村共有
53户，184口人。一直以来，小刘村
村北、村东是该村环境卫生治理的
老大难，污水无法外排，垃圾成
堆。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小刘
村“两委”决定投资对该区域进行
整治，主要包括污水处理项目，投
资90万元，铺设污水管道1800米，
建设小观察井5 2个，大观察井2 8

个，污水处理生态池2个。
“像小刘村这种人口较为集

中，能够产生污水径流的单村或者
联村可采用收集处理方式，可采用
不同工艺的土建式污水处理站或一
体化污水处理装置。”青州市弥河

镇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邓建岭
介绍。

而对于人口较少，居住分散，
不能产生污水径流的村庄，可采用
分散处理就地利用方式，但同时必
须满足3个条件：厕所改造；房前
屋后有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
等；制定定期巡查制度。如西桑村
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对各户污水实
施分散、沉淀、治理，每家每户在
污水出口处修建一个沉淀池，沉淀
池内做到生活污水不外流，达到上
级污水处理标准，并及时清运。

今年以来，青州市弥河镇将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摆在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的突出位置，通过创新模

式、因村制宜，试点推进、总结推
广的模式，整建制开展整村生活污
水治理。

创新模式，破解农村污水治理
难题。全面提高政治站位，成立党
政主要领导牵头的污水治理工作专
班，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梳理研判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难题，制定实施
方案、部署工作任务、夯实工作责
任；充分利用村级千分制考核，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今年村级工
作的重中之重；制定《弥河镇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推进方案》及
《弥河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奖补政
策》，明确工作的任务目标和时间
节点，以“以奖代补”的方法，对

规 定 时 间 内 完 成 工 程 的 村 奖 补
50%，对提前完成的30个村追加5%

至10%的奖励，充分调动各村积极
性。

一村一策，全面提高污水治理
水平。根据各村实际情况，因村制
宜制定治理方案，采取多元化污水
治理模式。以贾庙、闫刘、黄泥沟
等村为示范，将靠近城镇或距离城
镇污水管网较近的村庄全面接入城
市污水管网；以东市村等为引领，
在人口密度大、居住较为集中、地
势平缓的村庄试点建设集中污水处
理设施，并辐射带动周围村庄；以
上桥、中桥、下桥等村庄为试点，
在布局分散、人口规模小的村庄，

根据地形特点分区域进行分散处
理，采取集中收集并建立生态池或
暂存池等方式进行污水治理；以大
关营、上院、壮汉庙等人口基数较
大或地形复杂的村为例，将纳管、
分散处理和就地利用等多种方式相
结合，全面开展生活污水治理。目
前，全镇77个村已全部根据村庄实际
制定了污水治理“一村一方案”，形
成了符合各村实际的治理模式。

高位推动，保障污水治理长效
稳定。健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高
质量推进污水治理各项工作落实，
坚持规划先行，突出示范引领，科
学统筹谋划，高位推进、系统开展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确保污水
治理长效稳定；集中力量在重点任
务、督导调度、资金投入、管护机
制、宣传推广上攻坚推进，积极争
取省、潍坊市等各级资金，并引导
各村积极投入，截至目前，全镇77

个村已经全部完成生活污水治理。
(丁灏)

科学谋划 多措并举

青州市弥河镇整建制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近日，笔者跟随东营市利津县
北宋镇后宫村网格员宫志梅的脚
步，开启她每周一次的巡查工作。
只需一部手机就可完成对每户基础
资料的取证和上传，这在5月份之
前还是不敢想的事，之前不仅要拍
照还要逐一打印、分类装订，费时
费力。工作方式的改变得益于利津

县实施的“数字乡村”工程。
东营市电子政务和信息资源管

理中心副主任、北宋镇前崔村第一
书记赵军介绍说：“我们以‘数字北
宋’建设为依托，在宫家社区4个村
创建了‘三治融合’积分管理系统，
网格员上传资料，评判小组评判赋
分排名，全部通过手机完成，全程实

现了无纸化、移动化办公。”
利津县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
础支撑作用，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
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打造乡村振兴数字化建设样本。以
“智慧利津”建设为切入点，建设
县级指挥中心，构建城乡数据资源

体系，建设公共支撑平台，推动县
域社会治理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
化、社区(农村)管理一体化、生态
环境监管一体化，走出一条城乡一
体布局、一体建设、以城带乡的数
字化发展新路子。

“智慧村务”让乡村治理智能
化。利津县推动信息化与乡村治理
深度融合，建立“互联网+党建”
“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新模式，
实现乡村政务服务“一门式办理”
“一站式服务”，打通政务服务
“最后一公里”。加快推进实施农
村“雪亮工程”，累计安装高清摄

像头3443个，在全县行政村重点公
共区域及重点领域、重点部位视频
监控覆盖率、联网率达到100%。

“数字乡村”不仅增强了社会
治理能力，也为乡村产业赋能。利
津县推动互联网与特色农业深度融
合，大力发展农业“新六产”，打
造一批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
态。推动黄河口(盐窝)滩羊5G产业
园建设，利用5G物联网、基因管
理、胚胎培育等技术，建成全国首
座5G智能化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塑
造“黄河口(盐窝)滩羊”品牌。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任万帅

农业数字化，服务智能化
利津县打造乡村振兴数字化建设样本

12月1日，在沂南县苏村镇中心
小学，法官为学生讲解宪法读本
（上图）。

在第七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
际，临沂市沂南县人民法院开展

“宪法知识进课堂”系列活动，通
过组织模拟法庭、开设宪法知识小
课堂等形式，让同学们树立学法、
知法、守法意识。

(王彦冰 薛俊举 摄)

农村大众报高青讯 （通
讯员贾海宁 吴立辉）为弘扬
宪法精神，营造学习宪法、尊
崇宪法的浓厚氛围，近日，淄
博市高青县司法局常家司法所
组织辖区网格员开展了《宪
法》专题学习。

学习会上，司法所工作人
员从宪法的内涵、宪法在治国
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使
辖区网格员对宪法有了更为深
刻和全面的理解。同时，工作
人员希望网格员们能积极发挥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优势，将
日常的网格化工作与宪法宣传
工作做好结合文章，不仅要做
宪法的自觉遵守者、忠实崇尚
者，还要做宪法的积极宣传
者、坚定捍卫者。

会后，网格员们表示，自
己作为联系基层群众的纽带，
应该带头学习宪法知识，并学
以致用，将自己所学知识运用
到实际工作中，向身边的居民
群众做好宣传工作，普及宪法
知识，弘扬宪法精神。

高青县常家司法所

组织网格员学宪法

12月3日，枣庄市山亭区凫
城镇司法所联合公安、综治办、
团委、妇联等部门开展“送法进
社区”活动，组织网格员、民
警、文明志愿者等深入乡村、厂
矿企业、免费向群众普及宪法知
识。左图为志愿者向企业员工讲
解宪法知识。

(王启蒙 摄)

12月2日，滨州市沾化区富源
街道组建由司法所全体工作人
员、法律顾问组成的宣传队伍，
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讲解、
提供法律咨询、宣传教育课等多
种方式，开展“12·4”国家宪法
日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在社区设
立 咨 询 台 接 受 群 众 咨 询 （ 上
图），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在

富源三小开展“小手拉大手”活
动，发放普法挂历以及《民法
典》等宣传材料，为学生送上生
动的普法教育课；组织社区矫正
对象学习《宪法》知识并参与普
法宣传活动。据了解，本次宣传
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0余
份，现场接待咨询群众 8 0余人
次，受教育学生500余人次。

(田钊硕 吴志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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