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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两会特刊

本报讯 近年来,桓台县新城镇
积极探索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管理与
服务工作的新途径 ,突出一个“全”
字 ,探索一个“新”字 ,务求一个“实”
字,用先进的理念指导计划生育流动
人口管理与服务工作。

突出一个“全”字,就是要有大局
意识。该镇明确在计划生育管理中 ,

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享有同等的权
利、负有同等的义务、享受同样的服
务；明确应把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
务融入计划生育总的工作机制中,拓
宽管理与服务渠道,减少流动人口管
理与服务中的死角和盲区。

探索一个“新”字,就是从流动人
口管理与服务工作的实际出发,积极
主动探索与当前形势相适应的新机
制、新方法。该镇按照“动态管理、及
时变更、人机一致”的要求,做到已婚
育妇女居住情况清、持证情况清、节
育措施清；同时加强部门协作 ,把好
流动人口证件办理关；加强阵地建
设 ,突出管理重点。依托城北村人口
文化大院建立了流动人口计生协
会，定期组织流入人员开展健康查
体，计生政策知识宣传等活动，并引
导她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强化了
管理新机制。

务求一个“实”字,就是始终抓住
管理与服务工作不放松,确保各项工
作做到实处,使流动人口得到真正的
实惠。该镇各村人口文化大院向流
动人口免费开放，使她们享受到与
本地人同等的文娱生活。 (邢 伟)

新城镇深化计生

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
新城镇打造婚育新风宣传品牌

本报讯 桓台县新城镇积
极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
强化宣传服务，满足群众的需
求，着力打造婚育新风宣传品
牌。

建立“五个一”婚育新风基
地。建好一个阵地 (村人口学
校 )，稳定一支队伍(设立专职
宣传员)，培树一个典型(村计
生文化中心户)，营造一个氛围

(建立计生宣传栏)，转变一个
观念(由“养儿防老、多子多福”
旧婚姻观念向“优生优育、少生
快富”新型婚姻观念转变)。

开展“四个一”进村服务项
目。把开展关爱女孩行动作为
进村服务主要项目，下基层，进
农户、听民声、解民意，抓双女
户致富的典型经验；组织一支
计生服务队深入各村提供妇科

病普查普治和“婚育新风进万
家”宣传活动，开展“四个一”活
动，即“看一场计生科普知识宣
传资料片、发一套避孕药具、宣
传一些生殖保健、优生优育知
识、做一次妇科健康检查”，倡
导“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
传后人”的婚育新观念。镇计生
服务站联合镇卫生院、妇联等
部门，先后组织三次进村便民

义诊活动，开展宣传咨询和妇
科疾病普查普治活动。

入户访视宣传做到“三个
一”。开展“访千家农户”活动，
要求各驻村干部深入到育龄群
众家中开展面对面宣传访视，
具体做到“三个一”，即认真听
取育龄群众一项合理化建议，
宣传一项计生知识，提供一项
优质服务。 (邢 伟)

新城镇开展特色服务强化协会凝聚力
本报讯 桓台县新城镇计

生协会通过多年探索总结 ,推
出了利用自身资源大力开展特
色服务活动的服务模式。

营造文化氛围,宣传群众。
在镇主要街道及人口易于聚集
的地方制作图文并茂的人口与
计生巨幅广告牌、板报、宣传栏
和宣传橱窗等,形成了计生宣传
一条街，营造良好的宣传环境。

搞好文艺宣传,教育群众。镇
计生协会组建起了协会艺术团,

艺术团成员由本镇爱好文艺的
农民组成，每年“5 . 29”、“7 . 11”等
日子都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以国
家法律法规为基础，以计生先进
典型为素材,演身边人,说身边事,

形式新颖,风格独特,贴近群众，
为群众喜闻乐见。

创建会员之家。镇计生协

会指导各村建起了高标准的会
员活动室19个 ,制作了看板 ,摆
放了图书 ,方便了会员学习和
活动。各村会员活动室不定期
开办计生培训班和知识讲座 ,

全镇每年累计参加培训和接受
教育的达3万多人次。

心与心交流,贴近群众。全
镇各村协会会员和联系户之间
每年定期开展了解居民需求 ,

解答居民疑难活动,把《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山东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等5万余份宣传
单直接送到居民手中。会员参
与率达90%以上,宣传服务面达
95%以上。

通过开展特色服务活动，
极大增强了镇计生协会的凝聚
力，促进了本镇计生工作的开
展。 (邢 伟)

“关爱女孩行动”创造良好人口环境
本报讯 桓台县新城镇积

极推进“关爱女孩行动”的深入
开展 ,为构建文明和谐社会创
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在开展“关爱女孩行动”
中 ,该镇计生办以宣传教育为
先导 ,以转变婚育观念为目的 ,

实现了“关爱女孩行动”与婚育
新风进万家活动相结合。免费
发放宣传品入村、入户,使广大

计生家庭了解关爱女孩的具体
措施。镇计生办与镇文化站开
展合作，编排了许多计生法律
法规、婚育新风、优生优育知识
的节目定期演出，并指导协调
各村 ,积极组织一系列影响广
泛、效果良好的宣传活动，使群
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在
全镇营造“生男生女一样好、女
儿也是传后人”的科学文明的

生育观念氛围 ,有效遏制了重
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不良传统
习俗。各村也根据自身实际，制
定出台了适合本村实际的对独
女户、双女户的照顾措施。

进一步加强利益导向机制
建设。将“关爱女孩行动”与利
益导向机制相结合 ,在用足用
活国家政策的基础上，该镇还
积极帮助实行计划生育的独女

户和双女户家庭脱贫致富 ,建
立和完善有利于女孩成长的利
益导向机制和社会保障体制。

通过开展宣传教育 ,转变
婚育观念 ,完善利益导向 ,促进
生殖健康等系列措施 ,有效推
动了“关爱女孩行动”在该镇的
深入开展 ,不断推进人口与计
划生育工作上新水平。

(邢 伟)

市政协委员岳恒学参政议政13年，身有残疾却坚持替百姓解忧

““当当一一天天委委员员，，为为百百姓姓办办一一天天事事””

市政协委员岳
恒学在13年期间提
交了20多个提案，
可能数量并不多，
但大部分提案都被
采纳、落实。他腿部
有残疾，走同样的
一段路要比别人多
花一倍的时间。他
心中只有一个信
念：“当一天委员就
要为百姓办一天
事，为老百姓跑腿，
跑断了也乐意。”

所提提案大部分被采纳、落实

岳恒学是一名专业妇科医
生。腿部有残疾的他，一直受到政
府的关心和支持，他立志要回报
社会。他2001年成为博山区政协
委员。“我成为政协委员，最大的
愿望就是能为老百姓做些有意义
的事情，反映他们的疾苦，替他们
解忧。”5年后岳恒学又当选为淄

博市政协委员。在当政协委员的
13年里，他先后提交了20多个提
案，内容涉及医疗卫生、社会治
安、残疾人权益、公路建设等各个
方面。20多个提案大部分都被采
纳、落实。2008年，他关于加强治
安巡逻，建设平安淄博的提案成
为淄博市为民办10件实事之一。

今年提案希望规范城市养狗

今年，岳恒学带着他关于规范
城市居民在居住区养狗的提案来
参加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

岳恒学说：“近几年，城市居民
在居住区养狗遛狗已成为一种时
尚，但却存在一些问题。夜间猛犬
狂吠，影响了邻居休息；猛犬咬伤
人的事时有发生。还有狗的粪便，
使传染病的发生传播机会增加，和

创建卫生城市的要求不相符。”
因此，岳恒学建议市政府有关

部门制定相应政策，杜绝城市居民
在居民区养大型猛犬的现象。对于
小型狗，要规定狗的身长大小，且
要定期对狗进行检疫登记。

“希望这个提案能引起相关部
门的重视，狗伤人、狗扰民的事情
不再发生。”岳恒学说。

因为腿部残疾的原因，每次调
研了解百姓的困难或者去政府部
门协调解决问题时，岳恒学遇到的
最大困难就是上台阶。“对我来说，
走路上台阶比较费劲。”岳恒学说。
也因为腿部残疾，平常人十几分钟
就能到达的目的地，岳恒学需要多
花一倍的时间才可以。据了解，在
调研出台淄博市残疾人无障碍通
道实施细则的过程中，岳恒学跑了

博山区建委又跑博山区规划局，后
又联系市建委、市规划局。一个月
内，仅博山区建委和区规划局，他
就跑了十几趟。在帮老百姓协调解
决问题的时候，岳恒学研究出了找
人的小窍门。“一般刚上班的那个
点比较容易找到人，所以我都一大
早赶去。为老百姓跑腿，跑断了我
也乐意。我当一天委员，就得为老
百姓办一天事。”

“为百姓跑腿，跑断也乐意”

本报1月9日讯 (记者 罗
旭君 ) 关于如何加强城市道
路井盖的管理，淄博市政协委
员赵毅在今年两会上带来了他
的提案，按照“谁所有、谁负责”
的原则，认真落实井盖的维修、
养护和管理责任。

赵毅在提案中提到，随着

城市建设的全面提速，城市道
路急剧增加，依附于道路的各
种检查井也不断增多，各地“马
路陷阱”伤人事件时有发生。此
外，城市道路窨井设施管理部
门众多，存在多头管理、相互推
诿的现象，造成出现险情后排
除不及时。

当务之急是探索构建综合
协调机制，并按照“谁所有、谁
负责”的原则，认真落实井盖的
维修、养护和管理责任。相关部
门要建立健全井盖巡护责任制
度，加强井盖工程建设全过程
的监管，可探索实行井盖数字
管理，加强井盖安全和应急防

灾知识的普及教育，增强公众
保护井盖意识。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建议
所有的井盖加装“防坠网”，尤
其是城区雨污水井，建议逐个
加装“防坠网”。此外，建议公安
部门加强对偷盗井盖等犯罪行
为的打击力度。

政协委员支招消灭“马路陷阱”

井井盖盖维维修修管管理理要要落落实实到到人人
2013年12月19日，淄博市政府

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窨井盖安全管理的意见》，要求井盖
产权单位和监管部门发现窨井盖缺
失、破损后，应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
进行处理，确保其处于良好运行状
态。对多个产权(管理)单位共同使
用同一窨井盖的，市政设施行政主
管部门要协调确定一个单位负责维
护管理。各窨井盖产权(管理)单位
和监管部门发现窨井盖丢失、破损
的，一律“先处理，再协调，后追责”，
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意见将从
2014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

本报记者 罗静

市政环卫局：

发现窨井盖缺失

2小时内到现场处理

提案内容：加强城市道路井盖管理 提案人：赵毅

岳恒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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