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城街道一中遵循“学生思想品德
的形成和发展是在活动中实现的教育
原则”，注重通过德育实践活动来培养
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

学校的主要教育活动有三个类型，
一是根据《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要求，
针对学生的行为倾向，创设情景，有计
划地通过游戏、课本剧、知识竞赛等形
式，对学生进行正确行为方式的专门训
练。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确立一个
主题，宣传一个观点，培养一种道德行

为习惯，以主题班团会的形式，开展行
为规范教育，如为了强化学生的道德、
法制教育，开展“模拟法庭”、“道
德诊所”主题团队活动；为了配合百
部爱国主义影视教育，开展“我心中
的人生楷模”的主题班会活动；为强
化学生遵章守纪的意识和行为习惯，
开展“象邱少云样……”的系列主教育
活动。三是与学校常规教育结合，如：与
每学期开学时的三新(即新任务、新起
点、新风貌)教育结合；与“学雷锋、树新

风、创三好”活动结合；与争当“升旗手”
和“文明学生”活动结合；与“读好书、唱
好歌、看好片”活动结合；与节日性德育
活动结合；与集会、劳动、参观访问、社
会实践过程的管理相结合等，充分发
挥活动在行为规范教育中对学生明
理、冶情、炼志、笃行、养性的作
用，有利于克服知情脱节、知行饽离
的现象，以增进学生道德行为和个性
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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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8岁岁老老楼楼，，建建筑筑材材料料都都““酥酥了了””
二十多户居民没水没电已住了十年
本报记者 王琳 赵磊

38岁老楼

建筑材料都“酥了”

1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虞
河路上虞河桥以北的一座砖红
瓦老楼里，这就是已经建成快四
十年的老宿舍楼。住在该宿舍楼
里的一位女士向记者介绍，这栋
老楼是原来轴承厂的宿舍，已经
建成38年了，原来里面住着三十
多户居民，后来因为楼体越来越
破烂，很多居民不敢住搬了出
去，眼下只剩下二十几户了。

在该女士的带领下，记者进
入老楼内部，发现楼里面的设施
几乎没有一处是完整的，门和窗
全部脱漆生锈，无论楼梯还是墙
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脱皮和裂
缝，很多裂缝的宽度都在一厘米
以上。在三楼的过道里，大家来
回走时都紧贴着里面，没有人敢
靠近扶手的位置。“扶手早就松
动了，轻轻一扶就晃晃悠悠的，
还往下面掉碎石头。”一位居民
指着屋里的一塑料盆水，这栋楼
因为年数太久所有的建筑材料
都“酥了”，根本不堪一击，每当
下雨天气，家里就滴滴答答漏
水，墙面也被渗透得变了颜色。

老楼里停水停电

已有十年了

“这栋楼从2004年前后就已
经被断水断电了，这十年来也没
给通上。”在这座楼上住了二十
多年的一位女士告诉记者，没了
水和电居民的生活非常不方便，
无奈之下只能从北边一座居民
楼上往家里扯电，关系好的人家
能给扯条粗点的电线，晚上能看
个电视、吹个风扇，关系一般的
只给扯条细线，晚上除了电灯照

明，别的什么也干不了。
记者从该楼北侧外面看到，

有二十几条电线从北侧另一居
民楼里车过来，几十米长的电线
密密麻麻交错着，看起来就让人

捏把汗。
“家里没有通水，每天都从

楼下的公共自来水管道里提水
上楼。”一位居民告诉记者，这个
公共自来水管道每月产生的水

费由楼上的住户平摊，不管家里
用的多少，都拿一样的钱。

参加了集资建房

却没房产证

既然该楼房已经破旧不堪，
住在里面随时可能产生危险，那
大家为什么不搬走呢？

一位居民倪女士说，这个房
子是当初轴承厂分给职工的福
利房，原本是应该参加房改办理
房产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
办理。“前段时间住建局和街道
联合发了个通知，让我们搬走。”
在倪女士出具的通知里记者看
到，临时搬迁安置办法里提到，
于6月25号之前限期搬走，对具
有其他住房的产权人，政府不提
供过渡性住房，对唯一住房的产
权人，有产权人自行解决住房，
政府提供临时过渡性住房，临时
性安置房是区内的廉租房。

“也就是说，要我们在没有
任何经济补偿的条件下搬离这
里。”另一居民高先生说，当初他
是交了一万块钱参加了集资建
房才分得现在这个屋，如今因为
没有办理房产证，这个房产就不
能算在他的名下，没有任何“名
分”，对自己十分不公平。“我们
不敢搬走，一搬走就更不算我们
的房子了。”居民倪女士说，她在
轴承厂工作了一辈子才分了这
个房子，应该是属于自己的财
产。“那个临时性过渡房不知道
让我们住到什么时候，万一以后
撵我们走，我们住到哪里去呢？”
倪女士说。

街道称这是遗留问题

没有参加房改

7月1日上午，记者来到广文

街道办事处，负责危房相关事宜
的董主任接受了采访。“这个通
知确实是街道下发的，老轴承厂
的宿舍从外观上、从年代上都已
经是危房了。”董主任对记者说，
从安全角度上讲，住户继续在里
面居住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前
一段时间发通知，街道是先解决
安全问题，居民的利益需要住建
部门和轴承厂方面协商解决。”

董主任解释，轴承厂宿舍的
遗留问题是没有参加房改。当初，
街道的领导约谈过重组后的华孚
轴承厂的负责人，但是对方一直
也没有拿出解决方案。因为当初
的住户都没有参加房改，没有房
产证，所以法律上不承认住户对
房子的所有权，这也是一个难题。

“通告中廉租房等政策，是广
文街道和住建局考虑实际情况，
争取到的政策。”董主任介绍，轴承
厂宿舍已经停水停电10年，也是社
区帮忙联系解决水电问题。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韩杰
杰)政府的财政收入怎么花、花
到了哪里，是市民关心并希望
能获知的重要的信息。据清华
大学6月30日发布的《2014年中
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
告》，潍坊全口径财政透明度
居全国第9位，较去年提升31个

名次，居全省第1位。
据悉，该报告由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课题组研究发
布，对全国285个地级市和4个
直辖市 (不含三沙、港澳台地
区)的公共财政透明度，按机构
设置、市级政府预算与预算执
行情况、其他财政项目三大指

标进行评分，指标总分值为540
分，其中，主要考察市级政府
预算与预算执行情况。潍坊以
399分居全国第9位，较去年提
升31个名次，居全省第1位，省
内进入全国前30名的地市还有
济南(第13名)、青岛(第22名)、
滨州(第28名)。

据悉，多年来，潍坊坚持

推进透明财政建设，每年主动

将财政预算报告、月度财政收

支情况等进行公开。特别是近

年来，进一步细化了预算编制

内容，扩大了列入预算报告的

范围。2014年已公开了103个具

体项目的预算资金安排，首次

公开了社保基金预算，将“四

本预算”全部纳入报告范围，

并新增了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

和报告编制说明。同时，还梳

理公开了全市7大类67项民生政

策，提升了全市财政透明度。

潍潍坊坊财财政政透透明明度度居居全全国国第第九九
今年已公开103个项目的预算资金安排

危旧楼房

近日，家住奎文区虞河桥附近的居民向记者反映，他们现在所居住的楼房已经建成将近四十年，年
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楼。居民们表示这座楼属于单位的福利分房，但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办理房产证，在没
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敢搬走，否则当年集资建房的钱都要不回来了。

没水没电，钻风漏雨，在
这样的房子里居然坚持住了
十多年！除了感叹这些居民
的顽强意志外，相关部门的
冷漠和不作为实在令人不可
思议。房子是中国老百姓最
大的生活保障，房子舒不舒
心直接关系到生活的幸福指
数。尽管，这些居民的房子有
些特殊，但老百姓的事儿，再
小也是大事儿，相关部门老
拿历史遗留问题说事儿，好
意思么？换你们进去住几天
怎么样？ 蔚晓贤

接接着着吐吐槽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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