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区到广平、蒋官屯的公交车早都开通了

到韩集的公交车啥时能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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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2 月 21 日讯(记者
李璇) “韩集乡早已划归聊城开发
区，但到现在还没开通到城区的公
交车。”21 日，家住聊城开发区韩集
乡的王先生建议，为方便日常出行，
希望能尽早开通韩集乡的公交车。

王先生说，韩集乡以前属于茌
平县管辖，但早已划归聊城经济开
发区。他经常来聊城城区办事，但
公交车一直没有开通，出行十分不

便。王先生说，虽然乡里有专跑客
运的客车，但没有固定的发车时
间，并且只有一辆。有时为了不错
过这唯一的一班车，光等车就得一
个多小时，冬天冻得直打哆嗦。

“广平乡也划归开发区了，但
人家已经开通公交车了，还有安排
好的发车时间。不知道韩集乡的村
民什么时候也能在家门口坐上公
交车。”王先生说，不少来聊城城区

办事的村民，有时骑着摩托车或自
行车去附近的广平乡或冯庄倒车。
但去倒一趟车，光自行车就得骑上
半个多小时，骑摩托车倒是能快
点，但冬天天冷风大，时间长了谁
也受不了。

而另一位市民姜先生说，北城
办事处、蒋官屯等乡镇都开通了到
城区的公交车。“希望有关部门也
考虑一下韩集乡通公交车的问题，

韩集乡的群众都在盼望着呢！”
无论是您在交通出行、环境、

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遇到的问
题，还是您对城市管理、行业发展
的建言，都欢迎及时联系本报两会

“民意直通车”，本报上会记者将第
一时间把您的建言送交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将您的呼声传至两
会。广大读者可拨打本报热线
8451234 倾诉，也可将建言发送至

邮箱 liumingqlwb@126 .com，也可
通过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qlwbjrlc)留言。

去年暑假，留守儿童参观聊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参观防爆车、通信指挥车等。(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在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
莘县代表渠滢提出关注留守儿童的
问题。去年 7 月，在本报和团省委、省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举办的活动中，
聊城市有 20 名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参加了全省“留守儿
童红色齐鲁行”。8 月份，全市农村的
90 名留守儿童代表走进警营，参观警
察博物馆、感受 110 指挥工作、观摩特
警装备训练，并在民警的带领下参观
聊城的景点。

关爱帮扶留守儿童

寄宿制学校将建
“留守儿童之家”

建议名称：关注留守儿童，打
造和谐社会

建议人：渠滢

承办单位：市关工委

渠滢在所提建议中表示，聊城是山东
的农业强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经济意
识的增强，聊城逐渐成为劳务输出大市。与
此同时，由于受户籍、经济、居住等客观条
件的限制，他们的子女大多在家乡接受教
育，从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留守儿童”队
伍。据有关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
检出率高达 57 . 14%。

渠滢说，由于留守儿童大多是隔代抚
养或托养、寄养，家人往往只满足孩子物
质、生活上的需求，缺少精神、道德上的教

育引导，导致部分留守儿童纪律散漫，在学
校道德品行较差，迟到、旷课、逃学、迷恋

“网吧”已成为家常便饭，甚至与社会上一
些有不良习气的人混在一起。

孩子父母长期在外，觉得亏欠孩子太
多，大多采取“物质+金钱+放任”的方式来补
偿，致使子女好逸恶劳，产生“拜金主义”及

“读书无用论”的思想。而相当一部分留守儿
童渴望得到父母的关爱，希望能多与父母进
行心灵交流与沟通，有的因父母不在家而感
到遭受歧视，从而引发一些违法犯罪行为。

缺少父母照顾 留守儿童问题多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部门积极协调
社会力量为留守儿童这一弱势群体提
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包括发展“代理
家长”和各种服务性机构，动员社会组
织及各界人士开展救助工作。教育部门
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纳入教育发展总
体规划，并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和家庭联
系卡，记录孩子们的个人情况和监护人
情况。

据统计，聊城市共有留守少年儿童 8
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各乡镇农村。根据安排
部署，妇联、公安、教育部门将对全市留守
儿童进行摸底，全面掌握本地留守儿童的
基本情况和生存现状，建立统一的留守儿
童档案。各部门将明确自身职责，建立健全
关爱留守儿童的组织和场所，教育部门要
在寄宿制学校建立“留守儿童之家”，在非

寄宿制学校建立“关爱留守儿童会所”等。
公安部门要实施“一对一”关爱留守

儿童亲情帮扶，组织民警开展争当“爱心
警察妈妈”活动，并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活
动。各级妇联充分发挥儿童维权工作站
点、留守儿童活动站、12338 妇女儿童维权
热线和 110 家庭报警点的作用，维护留守
儿童权益。

从去年以来，聊城公安机关巧用心
思，盘活整合警营现有资源，利用公安机
关特别是基层所队的阅览室、健身房、心
理减压室等设施，在全市公安机关建立了
136 个“留守儿童之家”，并统一安装了亲
情电话，添置了书橱、书籍、学习桌、多媒
体、玩具等文体娱乐设施，警营场所“摇身
一变”成为了孩子们休闲学习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刘铭

关爱留守儿童 多部门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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