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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民民创创卫卫 打打造造干干净净甸甸柳柳
大家都参与，创卫才能更持久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林
媛媛 通讯员 刘亚男) 济南
创卫已开展半年时间，为让更多
居民对创卫有更直接的认识，甸
柳街道推出了全民参与的“四定
四保”策略，让更多居民体会创
卫的辛苦，感受着甸柳的变化。

在创卫工作中，其一就是网
格管理定“责”，确保纵横边界全
覆盖。以社区道路为边界，将辖
区划分成为36个网格，各网格联
系人由楼长担任，与社区居委
会、社区城管站实行三级分化交
叉管理，对社区创卫工作形成网

格化精细分布，实现了纵横边界
的全覆盖。发挥楼长来自社区、
熟悉社区的优势，特别是针对院
落环境、楼道占用、垃圾死角等
问题，各网格负责人联合社区党
员志愿者联盟共同对居民起到
第一时间宣传教育、劝导及管理
的作用，带动提高了居民参与创
卫工作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其二是包挂模式定“量”，确
保限时任务速完成。街道对创卫
工作目标责任、具体任务、时间
节点、工作标准等作出明确规
定。充分发挥“包居挂点”工作法

的优势，以包居领导干部为第一
责任人，对一个社区的创建任务
实行划片定量；由科室、社区居
委会工作人员为直接责任人，对
社区里的具体楼宇、单元实行定
人定点包挂，细化责任分工，逐
项落实到人，形成由点促面的工
作局面，确保创建任务在限定期
限内圆满完成。

在执法管理方面实行定“向”，
确保城市管理见长效。加强辖区城
管执法管理和巡查力度，重点针对
违章建筑、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等
城市“八乱”问题，通过街道自主研

发的社会管理服务指挥平台，将城
市管理与社会管理有机结合，利用
三维地理虚拟现实展示与电子防
控视频智能化联动发挥“科技创
卫”的优势，实现第一时间发现事
件、第一时间定位定责、第一时间
处理见效，大大提高创卫工作效率
和城市管理信息化和智能化工作
水平，形成城市管理服务、防范、控
制一体化长效工作机制。

为确保创建成果得巩固，社
会参与上定“心”。街道多次组织
街道机关干部、社区居委会工作
人员、居民志愿者和山东航空公

司、中铁十四局、省电力咨询院、
省地震局、济南公交总公司、省
农机局、甸柳一中等辖区企事业
单位志愿者，联合驻济高校山东
师范大学科学院大学生，共计
400余人次，开展“创建卫生城
市”“美化城市环境”为主题的专
项志愿服务活动，对辖区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居民楼道、绿地广
场等重点地段和关键部位进行
全面巡查和清理，加大对群众的
宣传引导力度，巩固已有创建成
果，在辖区内形成齐抓共管的良
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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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卫工作中，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工作人员、城管、环卫工等深入到小区参与创卫工作，社区居民志愿者、社
工等等，小区内也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不论是常年没有清理过的卫生死角、堆满了杂物的楼梯间，还是贴满小广
告的楼道，大家用自己的汗水换来了社区的整洁，他们是大家的“贴心人”。

为此，本报推出“我的创城故事”专栏，讲述他们与创城的故事。

27日，已接近深秋，济南又吹起
了大风，不断有落叶从树上落下。在
甸柳二区内主干道上，一名环卫工正
在认真清扫着落叶。

她叫孔祥真，是甸柳环卫所一名
普通的环卫工，来自济宁曲阜的她，
已经在这里做了7年环卫保洁工作。
作为一名参与者，她经历了“创城”时
的忙碌和紧张。

据孔祥真介绍，她负责清扫甸柳
二区1—7号楼院落、楼道以及小区内
两个南北道、一个东西道。由于区域
较大，平时她都是4 点多钟就上路了，
普扫一遍之后到8 点半，才回家吃早
饭，然后回到路面上继续清扫、捡拾
垃圾。

“‘创城’几个月里，虽然工作与
平时差不多，但是明显感觉到紧张和
忙，不单单是我们，街道办事处工作
人员、居委会人员，还有城管、社工，
大家也都参与进来。”孔祥真说，那段
时间，居委会人员每天也都会帮着她
一起清理卫生，而且还与居民一起清
理楼道内的杂物，她的心里也格外紧
张，比平时干活更要快一些、仔细一
些，生怕因为自己的失误，影响了小
区的环境卫生。

孔祥真回忆说，“创城”那段时
间，不止她一个人，其他环卫人员都
比平时上路要早，回家也要晚很多。

“我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工作都值得，
你看，现在小区多干净了，楼道内也
明亮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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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真

甸柳环卫所环卫工

作为一名社工，刘红霞一直觉得
自己很自豪，每天都从事为居民服务
的工作，奉献之后的劳累也让她觉得
特别充实。

记者在社区居委会采访时了解
到，在“创城”工作中，由于社区居委会
工作人员偏少，社工在其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清理小广告、帮居民搬运杂
物、召集志愿者等等，很多工作都由社
工承担起来。”第一社区居委会工作人
员介绍。

而面对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夸奖，刘
红霞则表示，他们也都是在做着该做的
事情。据她回忆，在“创城”时期，清理小
广告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几名社工
进行了责任区域划分，带着钢丝球、水
桶、小铲子等工具去清理。

“针对不同类型的小广告，采取不
同的办法。”刘红霞介绍，对于纸贴的
小广告，他们先浇上水，然后用小铲子
清理，而对于用油漆或者是喷在墙面
上的小广告，他们则需要用钢丝球慢
慢打磨。

后来，街道办事处引进了一批清
理小广告的工具，这种类似刮胡刀的
工具，也被刘红霞以及同事们称为“神
器”，在“神器”的帮助下，清理小广告
也相对容易了一些。

刘红霞告诉记者，不只他们，连上
居委会工作人员一块，只要有空了，就
要跑到社区里面，看看有没有新贴的
小广告，有没有什么地方的小广告没
有清楚彻底。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给社区内很多
老居民做思想工作，鼓励大家把楼道内
存留的杂物清理干净。“居民同意了，我
们还要负责帮着他们搬运，然后再找专
门的车辆运走。”刘红霞回忆，那段时
间，他们每天都是七八点钟才下班，周
末也不休息。(图为社工代表刘红霞)

出镜人物

第一社区服务站

社工集体

“‘创城’那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
累了一天回到家，饭不想吃，澡也不想
洗，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但现在看到居
民生活环境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心里也
觉得很值。”说这话的是甸新街道城管
科城管姚海成，虽然才到工作岗位不到
一年时间，但经历了“创城”的紧张，姚
海成连称，“这份工作很充实。”

据姚海成介绍，他们的工作比较
杂，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对户外乱贴乱
画情况进行集中清理、对非法灯箱进
行拆除、同居委会人员一起清理楼道
内杂物以及对路面摆摊、占道情况进
行集中规范。

社区内早市开市较早，占道经营
情况严重，再加上噪音等原因，不少居
民对此投诉较多。而为了对早市进行
规范，姚海成和他的同事们每天早上5

点就开始上班了，往往早上饭都要等
到九十点钟才能吃上，然后接着上路
巡查以及进行清理工作，中午饭也就
顺延到下午3点多钟才能吃上。

为了整治室外环境，济南市出台
了禁止室外露天烧烤的规定，最终的
执法权也主要由城管部门负责。“刚开
始阶段，我们动员商家安装油烟分离
设备，然后将室外烧烤摊点规范到室
内经营。”姚海成说，但有些业主不自
觉，看到城管人员下班或者检查过去
之后，再次把摊位摆在马路上。为此，
姚海成和同事们每天晚上都要在路面
上值班、巡查到十一点钟才能下班。

说到“创城”期间印象最深的事
情，姚海成说，看到小区里环境发生了
很大变化，他们心里也高兴。由于几个
月来一直处于连轴转的状态，至少有
三个月时间没有休过周末，而且每次
在路上巡查时，汗水都会湿透衣服，

“还有就是，三个月时间，我磨坏了两
双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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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圣

甸柳小区三区7号楼居民

说到今年72岁的老郭，甸柳小区
三区7号楼的居民都会竖起大拇指，居
委会工作人员夸起老郭来，也连称，

“很热心，是个合格的志愿者。”
27日，当记者来到郭志圣老人家

中采访时，老人反而显得特别拘谨和
不好意思，“我也没干什么事情，就是
一些平常的小事情，不值得提。”

据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老郭自
从退休之后，就经常参与居委会的活
动，经常到居委会帮忙，如果需要什么
事情传达给居民时，老郭也总是跑在
前面。

在“创城”期间，老郭与居委会人
员、社工一起，深入小区打扫卫生死
角，清理楼道内杂物。“不只我自己，居
委会工作人员工作很尽职，有的人孩
子还很少，但也没时间回家照顾，有的
人忙得没时间回家吃饭，他们都这么
干，我们帮帮忙还不是应该的啊。”郭
志圣说，和他一样，还有几名居民也参
与到“创城”志愿者行列中来。

记者了解到，在“创城”期间，郭志
圣还定期更新黑板报内容，把“创城”宣
传内容第一时间传达给社区居民。每当
听到不了解情况的居民对“创城”有误
解时，郭志圣也都会耐心地给居民解
释。“创城是个好事，你看现在，小区里
更干净了，花草树木也多了起来，楼道
里也明亮了很多，这真是给社区居民带
来实惠了。”郭志圣说，文明卫生城市，
还需要每个人自觉，提高文明素质，他
倡议大家都加入到“创城”行列中来。

我我的的““创创城城””故故事事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倩

甸柳创城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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