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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单辰
本报通讯员 戴静

6月12日8点30分，在寿光市圣城街道东
郭农贸市场西门，几十位个体经营业户正在
排队，在流动服务车前办理健康证。

东郭市场共有400多个摊位，其中餐饮、
农产品类摊位330多个，服装及其他类摊位70
多个。因人员流动性大等原因，有几十个经
营餐饮类摊点的业户未办理健康证，还有7名
业户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主动服务，把流动服务车开到市场，
现场为业主办理健康证。”东郭市场管理办
公室主任赵龙湖说。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街道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上下齐心，
拧成一股绳。主动深下去寻找问题，解决问
题，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圣城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李树俊说。

整顿市场无序经营

针对市场占道经营、防蝇防鼠不到位、
卫生不达标和无证经营等问题，圣城街道联
合寿光市工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城
管执法局等部门，对东郭市场和西关农贸市
场等开展大规模整顿行动。

“向每个服装经营业户和易燃点，免费
发放消防桶和灭火器。所有摊位画线经
营。”圣城街道东营村片区党总支书记朱宜
刚说，摊位以北经营不超过1 . 2米、以南不超
过0 . 8米，摊位之间留出至少3米宽的消防通
道。

“东郭市场经营了十几年，基本都是小
本生意，外地人和流动人口多，经营业户素

质也不尽相同。”赵龙湖说，很多保洁人员
刚清理过的过道和摊位，不一会儿又倒满了
菜叶、竹签等垃圾。

“从严要求，全面提升经营业户的卫生
意识，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每个摊位前的
卫生，要求摊主自行清扫，并将垃圾统一放
入收纳袋，配合保洁人员工作。”赵龙湖
说。

6月11日，东郭市场查获一起非法加工销
售生猪肉的案件。“经核实，该业户为无证
经营，其非法加工销售的生猪肉也因过期，
发出刺鼻臭味。”朱宜刚说，查获的生猪肉
将统一进行销毁处理，追究相关责任人，给
市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新社区带来新生活

魏志安今年60岁，是圣城街道北魏家村
村民。记者走进崭新的北魏社区时，魏志安
正在社区广场上健身。

“自打去年底住上新楼房，生活真是大
变了样。”魏志安说，自己分到了两套100平
方米的“老年房”和1套150平方米的“保障
房”。自己住不过来，光靠出租，1套“老年
房”1年就能收入1 . 3万元。

据了解，北魏家村现有80户、300多口
人，村集体年收入4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3万余元。

“社区70岁以上的老人有26个，每年能
领到7000元的福利。”72岁的北魏家村民魏
志亮说，现在的好日子，是上楼之前想都不
敢想的。

据北魏家村党支部书记魏志军介绍，社
区每天为居民免费提供报纸一份，宽带费、
有线电视费和取暖费也全部由村集体承担。

“上个月，社区刚上了2台净水机，全社
区居民都可以用纯净水桶接水喝。”魏志军
说，村里操办红白喜事，社区活动中心一楼
免费提供场所。

过去，圣城街道南胡村底子穷，党员班
子涣散，民心不齐，上访事件时有发生，村
里的道路也是出了名的烂。

“只要下场雨，一个星期进不来车。以
前打车，司机一听去南胡，先讲条件，只到
村头不进村。”2011年上任的南胡村党支部
书记孙乃刚说，南胡村以前的路不叫路，是
“龙须沟”。

在村监委监督下，孙乃刚带领班子成员
将家底理了个清，将十多年来拖欠的土地承
包费收了起来；将村内的空闲厂房和闲置土

地重新打包出租；地头、沟渠、土坡等犄角
旮旯也都“变废为宝”。同时，圣城街道支出37
万专项资金，用于南胡村村庄规划、改造。

“修路、架路灯、绿化、安装250千瓦的
变压器、建设文化大院……”72岁的南胡村
民刘洪信说，村里的变化，只有一个词能形
容，那就是翻天覆地。

孙乃刚说：“百姓日子好了，我们的工
作才会更好干。”

育龄妇女错时查体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在征求意见建议的过程中，圣城街道计
生站收集到一条意见：育龄妇女大部分人群
查体时间与上班时间冲突，查体日人太多。

“每次来查体，队伍都排成长龙。有时
专门请了假过来，排队就占了一上午。”圣
城街道向阳社区居民李敏说，希望街道和社
区想个办法，让查体变得有序、高效。

据了解，圣城街道育龄查体人群包括193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育龄妇女以及大量城
中村无地妇女。

“为这些有固定工作单位、工作日查体
较费周折的育龄妇女，提供错时服务，安排
周末查体。”圣城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
副主任张少杰说。

“孕期妇女不宜久站。”圣城街道社区
办工作人员王萍说，配备休息室、叫号机、
电视、饮水机、图书等，让等待查体的过程
不累人，也不再枯燥。

“通过叫号，避免了插队、拥挤等混乱
状态。”王萍说，“就像去银行取款一样，
一个一个来。与上班时间错开，查体也不用
专门请假了。”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马爱凤

6月5日14时，寿光化龙镇钦西村东西大
街，工人正在修筑两旁排水沟。

村民纪万义说：“今年就不用担心家门
口积水了。”

2008年，村里修好了水泥路，却没有配
套的排水沟。每逢下雨，街上的水汇集在纪
万义家附近，好几天排不出去，苍蝇蚊子乱
飞，变质的水还发出臭味。在今年村委干部
入户走访时，纪万义提出应该修好排水沟。

排水沟全长6600米，修筑需要50多万
元，而村里的集体收入一年也不过20多万。
“我们紧一紧，也得把这个事办好。”钦西
村党支部书记纪庆春承诺。如今，再过十多
天，排水沟就会全部修好。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化龙镇转变作风，变“由上到下，党委干群
众看”为“由下往上，群众提党委干”。自
3月中旬起，分别由镇党委书记、包片领
导、驻村指导员、村支部书记牵头召开了四
个范围的座谈讨论会，全面征集群众意见建

议，切实了解群众的内心期盼和实际需求。
活动过程中共发放调查问卷3000余份，征集
意见建议280余条，内容涵盖工业、农业、
城建、民生等方面。

“潍高路两侧柳树遮挡路人视线，给群
众出行带来不便。”“丰城商贸街乱搭乱建
严重，希望政府对广告牌统一管理。”“希
望出台办法增强集体经济造血功能。”

面对群众的一条条建议，化龙镇党委决
定，对属于镇层面的问题由分管领导认领，
能及时解决的在一周内解决到位，对不能及
时解决的则由分管领导作为牵头人，制定时
间表和路线图，有措施有步骤地及时推进，
确保将群众意见落到实处。

近期，化龙镇民政办正在为全镇老年人
办理老人证。然而民政办公室在二楼，部分
老人腿脚不好，上楼不方便。对此有群众反
映，能否将办公地点搬到一楼。化龙镇党委
副书记李伟祥立即协调，将办公场所进行了
调整，当天就将办公地点调到一楼。

镇区人行道花砖破损，影响镇区面貌。
化龙镇土管规划部门组织人员更换花砖130
平方米，路沿石36块，方便了群众出行。群

众反映文化生活匮乏，化龙在全镇50多支文
艺队伍中精心选拔了28支近200名演员为全
镇群众献上精彩的文艺汇演。

化龙镇马庄村有1665口人，其中60岁以
上的老人有310人。村民反映，平时老人就
在路边打牌、下棋，也没个地方玩。去年，
化龙镇中心小学启用后，原来的小学闲置下
来，村委把学校改造成老年幸福院。

据了解，化龙镇把属于村级层面的意见
建议梳理汇总为226条，分解到53个村党支
部、3个企业党支部和4个镇直部门党支部，
并为每个项目明确了具体责任人。经过近两
个月的努力，丰一、西丰等9个村整修了生
产路。前王、夏店等5个村增容农用变压
器，改造农用电网。前王、二十里等6个村
新上健身器材30余套。中李、岳家等8个村
配套完善了村卫生室设施。李家、务本、蔺
家等6个村流转和重新发包土地近600亩，实
现了村民和集体的双增收。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关键是
要有所作为。群众有意见，我们立即办。”
李伟祥说。

□ 本报记者 单辰 本报通讯员 李彦

“以前，镇上的卫生院床位太少，住院还得跑
到市里的大医院，太麻烦了。”6月16日，寿光市
田柳镇崔家村村民崔玉鑫说，原来的接种门诊面积
小，又是平房，带孩子来做幼儿接种，对卫生条件
总是不放心。

田柳镇卫生院的老病房楼已经建成近40年，设
备设施陈旧，床位也仅有30个，不少附近村民提出
改造病房、增加床位的意见。

“经仔细研究决定，将门诊楼前的2个仓库和
职工宿舍拆除，新建高4层、面积为3560平方米的
新病房楼。”田柳镇卫生院副院长杨清波说，总投
资700万元，4月底开始老房拆除工作。新病房楼建
成后，床位将由30个增加到100个。投资140万元的
数字化接种门诊也于4月底动工，年底前完工。

“配备了无菌室、空调、叫号器、休息室和显
示屏。”杨清波说，以后来做接种，可以边休息边
等待叫号，接种全程达到无菌条件。

田柳镇有68个行政村，68000多口人，共有
18060个蔬菜大棚。

“每天，全镇产生的大棚垃圾数以吨计。”田
柳镇环卫所工作人员桑寿泉说，镇上配备了6辆大
棚垃圾清运车和2辆大棚垃圾装载机。镇区主干道
两侧，合理设置了60个大棚垃圾暂存点，安排24人
专职清运。

以前，很多种植户都习惯把垃圾堆放在自家大
棚附近，或直接倾倒到临近的排水沟内。经田柳镇
环卫所工作人员多次劝说，种植户了解到，大棚垃
圾乱堆乱放不仅有碍交通，更会污染环境，其携带
的残留药剂也会威胁人身安全。

“群众的意识上来了，现在已经形成了大棚垃
圾定点倾倒的习惯。”桑寿泉说，有了群众的积极
配合，清运车每天可以以最快的时间统一收集、压
缩大棚垃圾，运送至垃圾处理厂，保证了日产日
清。

在田柳镇邵家岭村，新型社区建设正如火如
荼。

“原来村里都是1985年左右建的老房子，破的
破，漏的漏，根本没法住了。”邵家岭村村民李文
田说，村里人都盼着住上新房子。去年7月，邵家
岭村170户村民整体搬迁，原来老房子占据的100多
亩土地全部复垦。

“去年7月动工，今年10月就可以竣工入住
了。”邵家岭村两委成员李文杰说，有老房子的可
以分得一套120平方米的住房。若是三代同堂，还
可以多分得一套55平方米的住房。

据介绍，新社区占地50余亩，全部采用地暖供
热。

“老房子没暖气，我几乎年年冻脚，到了冬天
腿疼。”李文田说，“以后上了楼，不用受这个罪
了，剩下的半辈子享福了。”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田柳镇
将服务重心和职能下沉到基层，采取包村入户、蹲
点调研、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形式，全方位、多
层次地与群众沟通，听取意见。

据田柳镇党委书记崔欣介绍，全镇先后召开座
谈会25次，发放征求意见表1500余张，走访交流300
多人次。归纳出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工
程、安全环保、教育实践等方面意见建议8大项108
条，全部建立了整改台账，明确了整改责任人、整
改措施和整改时间，并进行公示。

目前，田柳镇已采纳并落实合理化建议51条，
解决党员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16个。

下一步，田柳镇将对三号路进行整修，硬化西
后路和东张僧河路；新建2个农村幸福院；整修15
个村级办公场所；建设10处高标准文体广场。

“心有群众天地宽。”崔欣说，“扎扎实实为
民办实事，把老百姓放在心头，就没有办不好的
事。”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张永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乡村医生承担了全市老百姓

80%的门诊量，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多方面原
因，乡村医生的待遇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但这项工
作我们一直在开展，一直在锲而不舍地呼吁，一定
想法设法解决。”诚意满满的答复，赢得了在场党
员、群众代表发自内心的掌声。

6月13日，寿光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群众意见建议第四次集中答复会召开，8个市直
部门就群众反映的9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答
复。

答复现场，市直部门单位负责人与群众代表进
行了面对面沟通。尽管很多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能现
场马上解决，但充满诚意的答复解开了群众心中的
疑惑。来自上口镇的群众代表段云提出的乡村医生
待遇差问题，反映了很多群众的共同呼声。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网上很多网友也反映了
这个问题。前些年，卫生系统为了尽量提高这部分
人的待遇，在内部为他们办理了一份养老保险，现
在每人每月可以领550元，但这与现在的消费水平
相比，确实很少。”寿光市卫生局局长张明水对问
题毫不避讳，并明确向群众表态：问题确实存在，
且不只是寿光存在，原因很多，工作一直在做，并
非刻意回避。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为这项工作呼吁、奔
波，5月份省卫生厅领导来我市调研，我们又反映
了这个问题，卫生厅领导答复说省政府和省卫生厅
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相信很快便会有措施出
台，希望大家耐心等待。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
们会一直呼吁下去。”答复人员的真诚换来了一阵
掌声。

这次答复会上并没有安排寿光市委组织部的意
见答复，但面对群众随机提出的大学生村官工龄和
住房公积金等问题，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不仅现
场回答了提问，而且留下了电话，供群众咨询问题
和提意见。

改造镇卫生院，大棚垃圾日产日清，

新型社区建设如火如荼

田柳：

心有群众天地宽

真诚答复

换来群众掌声

■践行群众路线，镇街在行动

规范市场经营，建设幸福社区，育龄妇女错时查体———

圣城街道：上下齐心，主动服务

路不好走，铺路；排水不畅，修沟；老人无处玩，建老年幸福院———

化龙：群众提意见，党委立即办

侯镇草碾子村村民在编织草编。

圣城街道兆祥小区居民小组长胡丽丽
(中)在收集居民诉求。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张海明

新学校有了新风貌

走进五台小学，记者没有看到任何“校
风校训”之类的标语，也没有“禁止喧哗”
等告示牌。

“培养孩子的自律自觉意识，而不是强
加给他们种种框架。”五台小学校长宋晓华
说，顺着孩子的天性，让学生对学校有归属
感，寓教于乐。

五台小学总投资1200万元，于2013年9月
建成投用。学校共有500多名学生，其中260
余名学生因离家较远，中午在校。

“11点30吃过午饭后，学生们可以参加
书法、绘画、舞蹈等兴趣小组，12点45分之
前准时午休。”宋晓华说，保证学生休息充
分的同时，全面培养学生兴趣。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五台小学向全体师生和学生家长征求意
见建议。有家长反映，到夏天了，孩子午休
应该更换透气性好些的床垫，以免生痱子。4
月份，五台小学投资2万余元，购置了90块
1 . 8米宽、2米长的棕榈床垫。

宋晓华说，学校定期向师生和家长征求
意见，“想法一起‘凑’，劲往一处使，让
教育充满爱。”

每周一，五台小学都会举行升旗仪式，
并进行“国旗下讲话”。

“根据学生和家长的意见，我们将原来
的‘国旗下讲话’由老师讲，改为现在的学
生讲。”宋晓华说，“每个学生都踊跃报
名，上台演讲。通过这种形式，学生们一步
步提升荣誉感和自信心，对成长颇为有
益。”

软弱的村班子硬起来

2014年春节前，侯镇李家官村原党支部
书记辞职，村委成了“空壳”。

“班子不健全，遗留问题多，全村处于
混乱无序状态。”驻村“第一书记”单民
说，根据寿光市委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的安
排，5月30日，工作组提前对李家官村进行了
换届选举。

据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李志鹏介绍，李
家官村人地矛盾突出，有的家里4口人种了7
块地，而且非常分散。有的村民家里增添了
人口，却没有地；有的家里有女儿外嫁或有
人去世，地还收不回来。

“统计不要地和要地的人口数，重新调
整土地，然后进行流转。”李志鹏说，首先
从土地上做文章，提升村民收入。

作为寿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农历
四月初十至四月十三，李家官村的“李莪华
庙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但村前1公里
长的出村路因过于狭窄、坑洼不平，严重影
响交通。

“下一步，先把这条路修成砂石路，至
少下雨下雪不用满身泥了。”李志鹏说，再
拆除村里乱搭乱建的房屋，改善村容村貌。

单民称，针对村里的财务收支情况以前
不透明的情况，现在李家官村每月15日在公
开栏定时张榜，给老百姓一个明白。

5月23日至6月7日，侯镇先后成功对黄桥
张西、李家官庄、地沟、马家等4个班子软弱
涣散的村党支部提前进行换届选举。党支部
班子配齐后，各村新一届党支部班子迅速进
入角色，原先软弱涣散的村子终于有了强村
富民的“主心骨”。

就医更方便 草编更值钱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后，侯
镇中心卫生院广泛征求意见。有病患家属提
到，院内路面凹凸不平、车位规划不合理。

“车位少，停车无序，很多时候根本停
不下车。”病患家属王秋生说。

“下一步，医院职工的车辆全部在院外
统一停放，不占院内车位。院内4350平方米
的路面全部新铺、重新划线。”侯镇中心卫
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杨荣国说，重新规划
后，停车位将从50个增加到80个。

“卫生院有3辆120急救车和1辆便民服务
车，接送免费，随叫随到。”杨荣国说，对
于某些特殊病人，侯镇中心卫生院将不定期
入户随访，了解病情现状，给出康复建议。

在对草碾子村征集意见和建议中，有村
民提出，草碾子村草编业发展面临中间商提
取高额差价的问题。针对该问题，侯镇党委
积极与商务部门联系，帮助草碾子村申请对
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完成备案登记等手
续后，草编出口可不通过中间商。

“草编价格提高，将带动村民的积极
性，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促进产业良性
发展。”草碾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学灿说，目
前以草碾子村为中心，周边数十个村都开始
从事草编业。

“干民生实事，办民心工程。”侯镇党
委书记卜庆华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让老百姓满意。

今年，侯镇党委结合教育实践活动，确
定了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生态环保，天
然气管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级活动场所等
“12件民生实事”。”目前，投资500万元的
五台镇区污水管网及雨污分流工程已竣工；
投资3000多万元的便民服务中心正在建设，
预计10月建成投用；投资400万元的后下舟路
拓宽及污水管网改造工程6月底将竣工投用；
投资300多万元新建5处村级卫生室、修缮改
造6处村级卫生室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新学校有新风貌，涣散村班子得到有效整顿，草编产业良性发展———

侯镇：根本目的是让百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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