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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2015年度环境质量状况发布

聊聊城城““蓝蓝天天白白云云””同同比比增增加加五五天天

本报聊城1月25日讯 (记
者 李军 ) 省环保厅正式发
布2015年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去年全年，山东“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能见度≥10公里)
天数平均为214 .7天，同比增
加了15 .1天；聊城市“蓝天白
云，繁星闪烁”天数为 140余
天，同比增加5天。

在 重 污 染 天 数
(AQI﹥200)方面，聊城同比增
加最多，相比2014年增加了4
天，全年累计 55天达到重污
染程度；细颗粒物(PM2 .5)指

数方面，聊城浓度达到了101
μg/m3，与德州并列全省第十
六位。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天数最多的是威海，为342天，
最少的是德州，为141天。聊城
略高于德州和济南，位居全
省第十五位。同比分析，聊城
全年同比增加幅度位居全省
第十四位，同比增加了五天。
同比增加最多的是济宁，增
加35天；仅德州同比减少2天。
重污染天数最少的是威海，
为 5天，最多的是德州，为 59

天。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最
多的是临沂，减少25天；同比
增加最多的是聊城，为4天。

省环保厅还公布了2015
年10-12月份17城市排名。“蓝
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最多
的城市是威海市,为81天，最少
的是枣庄市，为19天。“蓝天白
云，繁星闪烁”天数同比增加
最多的是淄博市，增加3天；青
岛、临沂市同比持平；同比减
少最多的是莱芜市，为18天。

聊城“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天数为20天左右。

17个市均出现重污染天
气，重污染天数最多的是聊城
市，为37天。仅临沂市重污染
天数同比减少，为6天；日照市
同比持平；重污染天数同比增
加最多是济南市，为16天。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最好
的城市是威海市，为 71μg /
m3，最差的城市是聊城市，为
210μg/m3；同比改善幅度最
大 的 城 市 是 日 照 市 ，为
11 . 3%；威海市同比持平；同
比 恶 化 幅 度 最 大 的 是 德 州
市，为15 .9%。

图为聊城
城 区 雾 霾 散
去，出现蓝天。

记者 李
军 摄

聊城获310万

生态补偿资金

2015年，省级财政共发放生
态补偿资金13261万元，有关市上
缴生态补偿资金1971万元，合计
发放11290万元。其中，临沂市获
得的资金最多，为1471万元；德州
市和聊城市获得的资金最少，为
310万元。

近日，省财政厅、省环保厅联
合下发《关于下达2015年第四季
度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预
算指标的通知》。根据《山东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修改山东省环
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的
通知》(鲁政办字[2015]44号，以下
简称《办法》)和省环保厅发布的
各设区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数据，省财政厅、省环保厅对
2015年第四季度全省环境空气质
量生态补偿资金进行了清算。通
知要求，各市收到资金后，要严格
按照《办法》及国家和省关于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将资金统筹用于辖区内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的项目支出；各市要按
照省政府关于大气环境质量逐年
改善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切实加
大投入，严格落实《山东省2013-
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和《山
东省2013-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
规划一期 ( 2 0 1 3-20 1 5年行动计
划)》，加快项目实施，加大环境执
法监察力度，确保实现大气环境
质量改善目标。

第四季度，省级财政共发放
生态补偿资金362万元，有关市上
缴生态补偿资金1935万元，合计
上缴1573万元。其中，临沂市获得
的资金最多，为186万元；东营市
上缴的资金最多，为281万元。聊
城排在全省倒数第四位，上缴资
金为219万。

本报聊城1月25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张以尚) 1月
16日至21日，聊城市技师学院积
极响应市扶贫办、团市委、市教育
局号召，启动了寒假扶贫专题调
研志愿者活动，从各系选拔了50

名学生志愿者，深入到高新区、江
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的47个全市重
点贫困村、2800余贫困户，积极参
与全市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再回
头看”工作，协助第一书记对贫困
人口进行逐户精准识别，再鉴定，
再建档。

活动期间，志愿者们冒着严
寒，走村入户，深入重点贫困村，
开展精准再识别工作，他们利用

“贫困户信息采集手机APP”，实
时录入、上报贫困户户籍、贫困信
息、照片录像、GPS位置等各项数
据，统一汇总录入信息系统。工作
强度虽然大，但志愿者们都干劲
十足，没人喊苦叫累，受到了各级
领导的好评。同时，他们也通过调
研，了解了村情、民情，锻炼了工
作能力，社会担当意识得到了进
一步增强。

扶贫专题调研志愿者活动是
我市扶贫工作的重要一环。旨在
引导广大团员凝聚青春力量、展
示青年作为，发挥聪明才智，为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市技师学院

学生志愿者

助力全市“精准扶贫”

头条相关

聊聊城城法法律律顾顾问问制制度度成成全全省省范范本本
20个执法单位窗口被授予“全市依法行政示范窗口”

本报聊城1月25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孟伟 刘

向勇) 近日，记者从市司法局
获悉，全省率先实现政府法律
顾问全覆盖，聊城市政府法律
顾问制度成为山东省先行范
本。

据悉，近年来，聊城市制定
了《聊城市人民政府规则》、《聊
城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规定》，确保了政府议事和决
策依法进行。建立起职能集中、
管理规范、上下协调、运行有效

的综合执法体系，不断规范行
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进一步简
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积
极打造全省及周边地区审批项
目最少、速度最快、收费最低的
城市。在全省率先实现政府法
律顾问全覆盖，聊城市政府法
律顾问制度成为山东省先行范
本。建立网上政务大厅及行政
权力运行、监察等平台，积极推
行政务公开，切实把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群众最为关注的事
项作为公开的重点，确保群众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确保政府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在全市开展“法治机关”
和“依法行政示范窗口”创建活
动，有20个执法单位窗口被授
予“全市依法行政示范窗口”。

2015年以来，全市律师、公
证、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所
等共办理各类法律服务事项
38218件，业务收入4178万元。在
城市社区普遍建立了社区律师
工作室，今年以来，104个社区
律师工作室解答社区居民法律

咨询5280人次。全市12348热线
共接听群众电话9850人次，其
中市局热线解答咨询2400多人
次。

目前全市调委会总数为
6755个，调解员总数达到20142
人。探索实行人民调解网格化
管理,实行市、县、乡、村四级网
络调解。今年以来全市调解各
类矛盾纠纷30091件，调解成功
29610件，调解成功率达98 .4%，
防止民转刑案件72件，防止群
体性上访82起。

95%以上的社区建有法治宣传橱窗
本报聊城1月25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孟伟 刘
向勇 ) 近日，记者从聊城市司
法局获悉，近年来聊城市加大法
制聊城建设力度，组织开展了法
律下乡、赶法律大集等活动2800

余场(次)。全市90%以上的行政村
设立了普法宣传栏、粘贴了瓷瓦
式宣传标语，95%以上的社区建
有法治宣传橱窗，大力提高了人
民群众法律意识。

近年来，市财政拨付的市

级普法经费逐年增加，各县
(市、区)也按照市“六五”普法
规划的要求，将普法经费从每
人每年0 . 1元递增到每人每年
0 . 3元，做到了经费的充足保
障。同时，不断加强普法队伍建
设，去年以来，全市组建了由法
官、检察官、律师、法律工作者
及法学专家等法律人员组成的
普法宣讲团队56个，举办普法
骨干、法治宣传员、普法志愿者
培训班32期，培训人员5600人

次，有效提升了法治宣传人员
的素质和能力。

司法部门组织开展了法律
下乡、赶法律大集、法治文艺巡
演、法治宣传村村行、法律服务
大篷车等法治宣传活动2800余
场(次)，组织开展了法律服务
人员社区“大走访”活动630余
场(次)。组织编写《农村常用法
律手册》、《百姓身边法》等法治
宣传手册，刻录了农村法治光
盘共16 . 8万册(盘)，免费发放到

群众手中。全市90%以上的行
政村设立了普法宣传栏、粘贴
了瓷瓦式宣传标语，95%以上
的社区建有法治宣传橱窗，大
力提高了人民群众法律意识。
据悉，“六五”普法期间，全市有
4个村被命名表彰为“全国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17个村(社
区)被命名表彰为“全省民主法
治示范村(社区)”，102个村(社
区)被命名表彰为“全市民主法
治示范村(社区)”。

相关新闻

建立律师代理信访制度
本报聊城1月25日讯(记者

孟凡萧) 近年来，聊城市不
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扎实有
效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全面推
进依法治市。为进一步建成全
国法治城市，为聊城争先进位、
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众成清泰(聊城)律师事务
所党支部书记王荣正建议要积
极推进律师信访代理制度和有
律师参与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制度。

“律师可通过参与接访或
信访调查两种渠道参与信访。”
王荣正说，各级政府职能部门
在收到群众反映的信访事项
后，可通知律师参与调查了解；
律师可参与信访接待，现场接
受信访代理。律师事务所可轮
流到信访部门值班。“律师化解
和代理案件相关经费可由相关
政府职能部门申请专项经费
予以保障，然后再向造成信
访事件的责任单位、责任人

追偿。律师不得收受来访人
任何费用和其他酬谢。”

当前，全国范围内各省
市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
制的工作已经在逐步开展和
推广，上海、湖北、江苏、辽宁
等省市先后建立了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机制，进行了相关
的探索，出台了相关意见文
件，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践。为
此，他建议，聊城律师业可以
建立“聊城市重大社会决策、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法律服务平台”，旨
在整合法律服务资源，满足
重大社会决策、重大工程项
目等法律事务的综合性、专
业性法律服务需求，在政府、
企业与律师之间搭建沟通联
络的桥梁和平台，促进律师
事务所承担参与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并出具报告的工作，
为政府出台决策、立项审批
提供法律服务。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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