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旧物物堵堵路路，，老老太太把把自自己己愁愁坏坏了了
老人恋旧是好事，搬进新小区这习惯得改改了

“华城北区有4000多户，回迁居
民占90%以上，目前基本上全部上
房。”观音阁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长
新说，四个村合并为一个大社区

“华城社区”，相关部门已经批复，
社区经济与社区服务分离，社区工
作人员将能集中精力，更好地为社
区居民服务。

除了每月定期的文化活动外，
观音阁街道网格员入驻社区，深入
到华城社区居民中间，深入了解居
民的各种需求，目前正在对社区居
民入户调查、对居民信息进行录
入。

“2000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
马上就要动工建设，计划6月份投入
使用，服务群众的硬件设施会有进
一步提高。”孙长新说，通过社区服
务扩大居民在社区发展中的影响
力，强化居民自治意识，结合社区
大学、文体活动、志愿者服务等活
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管理，
调整原有的生活习惯，进一步丰富
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社区服务再提升

老习惯也得改改

2月29日下午，阳光明媚，
观音阁街道华城小区内的迎
春花开了，小区里有三五个老
人坐在休闲椅上晒太阳……
一只泰迪犬踱着步子在主人
面前走来走去。

从平房直接住进高层楼
房，冯玉娥已渐渐适应了这种
新生活。她是东五里营村的村
民，棚户区改造后，2015年4月
25日，他们拿到新房钥匙。现
在老两口和大儿子住在一起，

近130平米的房子。
“二哥，又下来啦，你的帽

子快遮到眼了！”在小区的凉
亭里，老陈和江玉明笑着说。
江玉明拿起拐杖，顺势敲敲老
陈的小脚，旁边的人哈哈大
笑。在这里晒太阳的大都是东
五里营、东发、东兴、东达四个
村的村民。

虽然他们搬进了新房和
新小区，但恋旧的生活习惯也
给他们带来了不便。搬完家，有

些旧家具不舍得扔，家里又没地
放，小区居民陈秀英就堆到楼梯
里。最近，物业进行环境整治，要
求居民把消防通道和楼道里的
杂物全部清理掉，陈秀英很发
愁，一下子不知道咋办了。

其实不止是陈秀英，在10

号楼的楼道里，一些楼层堆有
鞋子、小桌子等杂物。

“杂物堆放在楼梯里，特
别不安全，有消防隐患，我们
清理过多次，而且经常下发通

知。”华园物业华城小区物业
服务处经理沙彤说，刚上房
时，有的居民在小区公共区域
堆放空瓶子、旧纸箱，保洁人
员每天都会清理。有的居民在
楼下烧“快壶”，在草坪上种
菜，还有的居民破坏草地内的
水龙头。

“经过一年的磨合，现在好
了许多，但有些居民素质还有待
提高。”沙彤说，居民从平房住上
了楼房，还需要个适应过程。

本报济宁3月3日讯(记者
李倩 康宇 通讯员 孟

庆楠) 今年万名保健医生进
农户活动更加人性化，保健医
生服务团队将根据联系村群
众健康需求，向派出医疗机构
的专家组预约所需专业的临
床医生进村服务。

3日上午，兖州区新驿镇
乡镇卫生院里十分热闹，由济
医附院兖州院区12名医务人
员组成的专家团为当地村民

免费查体。在4楼的基层指导
站内，医院产科专家朱秋梅正
为镇上的50余位村医讲课，内
容为如何识别高危产妇。

济宁市卫计委基层卫生科
科长刘仍强说，今年万名保健医
生进农户活动将更加公开、透
明，实行临床医师预约制和提前
告知制，由保健医生服务团队根
据联系村群众健康需求，向派出
医疗机构的专家组预约所需专
业的临床医生到村服务。济宁将

组建6215个保健医生服务团队，
对口服务6264个村，全年完成巡
诊家庭165.2万户。

“在创新服务模式的同时，
我们还将开通转诊绿色通道，
让群众就医、转诊更加方便。”
刘仍强说，各个保健医生服务
团队将结合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协助需要向上级医疗机构
就诊的村民办理转诊服务，各
医疗机构开通绿色就诊通道。

各个保健医生服务团队

还将积极开展联系村高血压、
糖尿病、重性精神障碍、脑卒
中、冠心病等慢性疾病防治，
协助乡村医生落实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任务并详细做
好记录。在农村贫困居民健康
服务月活动的基础上，对于因
病致贫家庭重点关注定期给
予疾病诊治、康复护理等方面
的指导，让贫困家庭享受到医
疗保险报销、医疗救助和慢性
病门诊报销等惠民政策。

万名保健医生进农户活动更人性化

村村民民需需要要啥啥医医生生，，可可提提前前预预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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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3日讯 (通讯员
朱璐 ) 邹城市供电公司始终把安
全放在工作首位，一轮以安全为主
题的培训讲座过后，公司员工的安
全意识更强了。

此次安全专题培训分5期举行，
涉及变电、配电、线路等专业，重点
对《农电检修、施工现场“三防十要”
反事故措施》、《山东电力集团公司
防人身伤害特别措施30条》等内容
进行专题培训。采取业务主管讲师
授课、典型案例分析、笔试考试结业
相结合形式进行，公司“三种人”、生
产经营部室、班组安全管理人员及
2013年以来新进公司人员等300余
人参加了培训。

安全不放松

供电更放心

文/片 本报记者 范少伟
通讯员 史红岩

棚户区改造，让部分
市民住进新房和新小区，
生活条件也发生巨大的
变化。但部分老人恋旧的
习惯，与新的居住环境有
些不适应，旧物、旧家具
堵塞了楼道和消防通道，
给自己和邻居带来诸多
不便。老人们恋旧是好
事，但这习惯也得改改
了。

华城小区环境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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