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出远门也能享受大医院的医疗服务

省省级级区区域域医医疗疗中中心心，，济济宁宁有有俩俩

本报济宁12月27日讯 (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张媛媛) 2016
年，济宁继续推进城乡文化建设均
等化等，扶持建设100处农村文化大
院，广泛开展儒学普及活动，完善县
级博物馆体系等建设。

从26日的济宁市推进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上获
悉，明年济宁市将继续以遍布城乡
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和社会公益文
化阵地，广泛组织开展以传播儒学
思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

“儒学原乡 文化圣地”主题实践活
动，全市全年扶持建设100处农村文
化大院，100处农村文体小广场，150
个乡村(社区)儒学讲堂，150名民间
儒学普及推广人才，20个儒学社团，
全年开展各类儒学讲座及国学活动
3600场次以上，并争取以市政府名
义设立“儒学民间传承奖”。同时，加
快推进历史文化展示工程建设，完
善县级博物馆体系以及乡镇、村级
历史文化展示体系，为城镇化进程
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打造重
要平台。

明年建设100处

农村文化大院

本报济宁12月27日讯 (记者
公素云) 27日，小洸河、小府河直
排口封堵工程和配套设施完善改造
工程进入勘查、设计招标阶段，两条
城市内河将开展直排口封堵、清淤
以及设施提升工程，届时将一改过
去“黑臭”模样。

为全面提升城区河道环境，济
宁市排水管理处将组织开展小洸
河、小府河综合治理工程，包括河道
直排口封堵，配套设施完善改造以
及河道清淤工程三项工程，目前已
进入勘查、设计招标阶段。通过前期
排查，小洸河和小府河有15处直排
口需实施封堵，淤泥厚度也达到1
米。通过综合治理工程，沿线所有的
污水直排口将全部改造接入城市排
水管网，同时两条河道也将进行“清
肠”。

济宁市正积极实施“引水入城”
工程，建成后，梁济运河河水将通过
任城区北部南跃进沟进入小府河，
城区内河将源源不断地“喝”上大运
河水。在清淤过后，又有源源不断地
活水补给，整个城区内河将形成一
个循环的水系统。

“小洸河、小府河直排口封堵、
清淤工程，不仅是解决黑臭水体问
题，也是‘引水入城’工程的一部
分。”济宁市城市排水管理处工程管
理科科长邵新建说，按长远规划，小
洸河、小府河还将分步实施各项治
理和建设工程，最终目标是打造主
题景观公园。

小洸河、小府河

清淤补充清水

南池景区通过国家4A级景区验收评审

在在这这里里锻锻炼炼休休闲闲太太幸幸福福了了

本报济宁12月27日讯(记者
黄广华 ) 济宁市民可有福

了，今后可以在国家4A级景区
里晨练了。在日前结束公示的全
省15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名单
中，南池景区位列其中，标志着
南池景区通过了国家4A级景区
的验收评审。

27日上午，南池景区东大门
附近的小广场上，5名中年市民
正在踢毽，旁边的“绿色长廊”
畔，十几位老人边晒太阳边听着
京剧，悠扬的戏曲、老人的欢笑
融汇成一幅冬日温馨的画面。

“以前这个片区无人管理，
水塘里淤泥杂草脏乱不堪，附近
居民生活颇受影响。现在不仅环
境改善了，还成为南池国家4A
级景区，又可以随时到4A景区
里散步锻炼休闲游玩，真是太幸
福了。”正在晨练的刘大爷笑着

说。
任城区南池景区管理办公

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景区规
划时就围绕济宁市“孔孟之乡、
运河之都、水城风貌、生态宜居”
的特色进行定位，把挖掘历史名
城文化内涵，做好“水”文章作为
主线，将京杭大运河水引至越
河，再由西面的秋水河连通越
河、由北面的地下涵洞连通越河
引水至南池，再由任城河汇入老
运河，形成流动水系。

“规划中就考虑充分利用天
然降水补充湖水，将周边3平方
公里内的排水管网进行雨污分
流改造，将雨水通过雨水管网汇
入南池，既保障了湖水的补充，
又节约了城市排水系统向外排
水的投资，可谓一举多得。”任城
区旅游局局长王峰说。

“南池景区始建于唐代开元

天宝年间，距今已有1200余年的
历史，唐代诗人李白、杜甫都曾
在此吟诗作赋，留下了众多美丽
的故事和脍炙人口的诗篇。”王
峰告诉记者，扩建改建后的南池
景区总面积513亩，其中水面178
亩，绿化面积335亩，栽种大型乔
木近200种、2万余株，灌木160余
种，水生植物60余种。

南池是以传承历史文化为
主题的古典园林景区，突出“以
绿为题、以水为魂、以文为胜、以
人为本”，荟萃了运河文化、少陵
文化、王母民俗文化、梁祝爱情
文化。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
上，规划建设了王母阁、少陵祠、
古南池牌楼、百子献寿、晚凉亭、
南池荷净、碑廊、九龙叠水、乔羽
艺术馆、古南池桥、龙凤呈祥、南
池神石等南池二十四景，重现了
南池盛景。

社社区区大大学学里里的的讲讲座座挺挺实实用用的的
构建社区教育体系，观音阁街道先行一步

本报济宁12月27日讯(记
者 范少伟 通讯员 张娅
楠) 26日，观音阁街道前铺社
区大学开课，居民刘钢石认真
听着关于中医养生方面的讲
座。观音阁街道首批成立5个
社区大学，邀请济宁市名师名
家每周六开讲，构建“人人皆
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社
区教育体系。

当天上午，在前铺社区老
年大学，济宁市中医院副院
长、市名中医王乐荣给社区居
民讲解冬季养生常识。生动的
PPT演示，精彩的故事病例，

居民听得津津有味。讲座结束
后，有不少居民咨询一些身体
疼痛等方面的问题。“我经常
在电视上看中医养生方面的
知识，还没有听过现场的讲座
呢，这种形式挺好。”前铺社区
的居民刘钢石说。

前铺社区大学是观音阁街
道首批成立的社区大学之一，还
有后营社区、琵琶山社区、皇营
社区、前营社区4个社区成立社
区大学。社区书记任社区大学校
长，负责各社区大学全面工作，
贯彻和执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各社区大学成立校委会，由社区

两委成员担任，并设立校委会固
定办公场所，校委会办公室主任
负责大学日常运作。

观音阁街道社区大学的
学习内容包括各种公益活动、
论坛讲座、教育培训、节庆演
出、邻里活动等。“授课老师包
括圣地名师师资库、各高校的
优秀教师、各行业精英人才、各
类公益讲堂志愿者等。“观音阁
街道相关负责人说，社区大学
坚持分期实施原则，优先在条
件成熟、硬件设施具备的社区
率先发展，成熟一个挂牌一个，
最终实现各社区全部办学。

“观音阁街道坚持‘以文
化促和谐，以文化促发展’的
精神文明建设理念，以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提升百姓文化品
位、构建和谐街道为宗旨，积
极推进文化惠民战略。”观音
阁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长新说，
为搭建教育平台，构筑“人人
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
社区教育体系，街道开办社区
大学。社区大学将开放办学平
台、整合各方资源、统筹资金
使用、完善教学内容，不断增
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水平，
更好地服务社区、服务群众。

本报济宁12月27日讯(记者
李倩 康宇 通讯员 孟庆

楠) 今后，济宁市民不出远门也
能享受到省级医院的诊疗技术
和服务。根据省卫计委《关于潍
坊市人民医院等4家医疗机构通
过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审核验收
的通知》，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济医附院均通过省卫计委组织
的审核验收，成功创建两大省级
区域医疗中心，济宁成为鲁西南
最优质医疗资源的聚集地。

今年，市一院东院区启用，
城区患者看病难、住院难、停车
难问题得到极大缓解；济医附院
顺利通过JCI国际认证，医院的
服务能力发生着质的改变……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落户两大医
院，标志着两大医疗机构在疑难
危重病例救治、医疗技术应用和
管理能力等方面得到明显提升，
逐步达到与省级大医院的同质
化水平。

根据要求，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将围绕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和
构建分级诊疗服务模式等重点
工作任务，优化学科、人才梯队，
强化内涵建设，充分发挥技术引
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有效指导县
乡医疗机构在改善医疗服务、强
化质量控制以及医院精细化管
理等方面持续改进，不断提高医
疗服务、质量、安全、技术、管理
等同质化水平，有效促进本地区
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整体提
升。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不仅仅
是一个称号和荣誉，更是一种责
任和担当。”济宁市卫计委医政
医管科科长唐长冬介绍，省级区
域医疗中心作为一定区域内医
疗、科研、人才培养、教学等方面
的中心医疗机构，为城乡居民提
供代表全省先进水平的医疗服
务，具体负责本区域的疑难疾病
诊治、医疗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建设等工作，并承担服务区域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治、技

术支持等任务。
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是

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实施医学高地“28113”工程的一
项重要内容，这项工程的工作目
标是2015年底前在山东省鲁中、
鲁南、鲁西北、鲁西南、胶东半
岛、黄河三角洲各建设1—2个省
级区域医疗中心，打造区域性的
1小时优质医疗服务圈，逐步缩
小区域间医疗差距，为群众提供
方便、可及的同质化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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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府孟庙景区

曲阜孔子六艺城

峄山旅游风景名胜区

梁山旅游风景区

微山湖风景区

汶上县宝相寺景区

曲阜尼山孔庙及书院景区

山东万紫千红生态养生度
假区

北湖省级旅游度假区

金乡羊山古镇国际军事旅
游度假区

汶上莲花湖湿地景区

曲阜石门山绿色休闲风景
区

任城古南池景区
本报记者 黄广华

相关链接

4A级景区

济宁有13家

 居民们
在 南池景
区练太极。
本 报记者

黄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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