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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明天去泉城广场义务劳动
欢迎“百姓城管”和热心市民一起参加

本报11月19日讯(记者

马云云 邢振宇) 你对
政府工作报告有哪些建
议？你希望政府办哪些实
事？21日上午，《政府工作
报告》起草组组长、市政府
秘书长许强将带领政府工
作报告起草组全体成员接
听12345热线，有建议的市
民可以畅所欲言。此外，本
报已与12345实现联动，当
日市民也可拨打本报热线
96706345为政府建言献策。

20日起，2011年度“我
为《政府工作报告》建言献
策”暨“为民办实事”征求
意见活动正式启动，21日
上午10点30分，《政府工作
报告》起草组成员将接听

12345热线，并通过济南政
府网政务在线就济南“十
二五”发展规划、如何打好
转方式调结构攻坚战、全
面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
平、着力保障改善民生、维
护省城稳定、加强政府自
身建设及2011年“为民办
实事”等方面的工作与市
民进行交流、沟通。有建议
的市民可通过拨打12345、

发送短信到 1 0 6- 3 5 3 1-

12345、登录济南政府网政
务在线(www.jinan.gov.cn)，

或者拨打本报联动热线
96706345等多种方式，就
济南2011年《政府工作报
告》起草工作表达想法，并
提出意见或建议。

《政府工作报告》请您提建议

明日可拨打12345或96706345

跟起草组说说

本报11月19日讯(记者 赵伟

实习生 欧英男) 11月21日(本周

日)，本报联合济南市城管局、市城管

执法局将再次在泉城广场组织“百姓

城管”义务劳动，欢迎热心市民积极

参加。

据了解，在“周日百姓城管义务
劳动”中，来自省城的小学生、中学生

和济南大学、山东大学、山东政法学

院等驻济高校青年志愿联合会的大
学生等组成的近千人队伍，将与济南

市城管执法队员和环卫工人共同打
扫泉城广场环境，清洗路面，维护广

场市容秩序。“百姓城管”将体验城市

保洁先进车辆，并随城管执法队员现

场执法，体验数字化城管专用车辆。

“百姓城管”还将向广大市民群众发

出倡议，号召更多市民参加周日全民

义务劳动。

此次活动也得到了泉城广场管

理部门的支持。泉城广场管理处负

责人表示将全力支持此次活动，管

理处工作人员也将参加活动，还为所

有参加此次活动的市民准备好了工

具。

城市广场是展示济南形象的一

个重要窗口和脸面，是济南市社会文
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节假日

市民休息游玩的好去处。我们衷心欢

迎广大市民周日能够加入到义务劳

动中来，自觉抵制各类不文明行为，

共同维护城市广场秩序，一起来擦亮

城市的“脸面”。

本报11月19日讯(记者 赵伟

实习生 欧英男) “堵了半个多月

的化粪池终于通了。”19日上午，城

肥二处工作人员在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紧张工作后，终于将黄屯小区六区

堵了半个多月的化粪池疏通了，市民

再也不用踩着石头出行了。

近日，市民孙先生致电“百姓城

管热线”反映天桥区黄屯小区六区2

号楼门前一个化粪池往外淌脏水有

半个多月了，一直无人管理，希望有

关单位能给疏通一下化粪池。

19日上午，记者来到黄屯小区
六区2号楼前看到，被堵的化粪池位
于楼东头，井盖已经被粪水覆盖，

周围满是溢出的粪水，一股股的臭

味扑鼻。宽约1 . 5米、长约30米的

小道已经被粪水覆盖了，为了方便

行走，居民自己在小道中间凌乱地放

了一排砖，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踩着砖
头过。

住在二单元401的王玮说：“这

个化粪池半个月以前就堵了，现在市

民都踩着砖头出行，这栋楼里住了不
少八九十岁的老人，老年人踩着砖头

走很危险。”这个楼的老住户孔先生

也说：“别说我这个老头儿了，就是年

轻人走这条路也得小心着点。”住在

一单元的一位80多岁的老人，出门

都带着塑料袋，从家里出来把塑料袋
套到脚上，走到道口就坐下来歇会

儿，再把塑料袋脱下来，从楼东头走

到楼西头短短三四十米的距离，老人

得歇好几歇。“我看着这条道就心慌

啊。”这位老人说。

接到“百姓城管热线”反映的问

题后，19日上午，济南市城管局城肥

二处副处长程延华马上带领陈传明

车组一行赶到现场。经过现场查看，

经验丰富的陈传明称，污水渗出是因
为楼道东头两个检查井之间一段长

约15米的管道堵塞了。“这座楼年久

失修，管道老化，最主要的是这座楼

的化粪池被东面一座二层小楼盖住

了，所以化粪池多年来都得不到抽

除，现在对管道的清理也只是治标不
治本。”陈传明说。

由于道路狭窄，吸粪车根本进不
了现场，陈传明和同事张士真就亲自

上阵下手通管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奋战”，两人都出了一身汗，管道也
终于疏通了，地面上的污水很快渗下

去了。

化粪池堵了半个月 奋战一小时得解决

居民出行不用垫砖头了

这些事，“百姓城管热线”给您办了
本报记者 赵伟 实习生 欧英男

市民反映：近日，市民王先生通

过“百姓城管热线”反映，桑园路中

段占道经营现象比较严重，希望相

关部门能够清理一下。

联合行动：15日上午10时，记

者来到桑园路中段调查发现，这里

的占道经营现象已经没有了，附近
居民反映这里的道路交通已经有了

很大的改观。

历城区城管执法局一中队队长

李健说，市民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因
为桑园路中段附近有一所幼儿园，

平时接送孩子的车辆就很多，路边

的占道经营更是阻碍了车辆的通

行，致使学生上学放学时道路不畅。

李健还说：“这里是一个自发形成的

市场，有五六百米，商贩主要是附
近的菜农，自产自销，菜农没地方摆

摊，只能在这里摆，管理起来比较困

难。”

接到“百姓城管热线”后，历城

区城管执法局一中队立即对现场

进行了清理，对商贩进行规劝，

并对市场进行限时限点规范化管

理。

市民反映：杨先生通过“百姓城

管热线”反映，北园银座商城对面

加油站附近有30余处饮食摊点，每

家都用煤气罐做菜，存在安全隐

患，荷香村居委会给他们安排了规

范的经营地点，他们仍在该处占道

经营。

联合行动：天桥区执法局中队

接到投诉后立即展开调查，荷香村

居委会表示对此处的商贩进行了收

费，以后会加强对此处的规范管理。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清理了占道经

营的商贩，日后将加强对此处的巡

查与管理。

本报11月19日讯(记

者 马云云 邢振宇)

20日，“我为《政府工作报
告》建言献策”活动正式拉
开大幕，本报开通的建言
献策热线96706345也同日
与12345“市长热线”实现
联动，通过本报表达的建
议将直达市长。

此前，96706345已接
到近百个来电，市民们就

交通、教育等问题提出了
建议。即日起，凡是对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

有想法，或者对政府下一
年为民办实事有建议的市
民，都可以拨打96706345

畅所欲言，本报将把这些
建议通过12345直接送到
市长手中，也许你的意见

将可能出现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

本报热线96706345

与市长热线实现联动

欣向泉：建议应持续

不断地开展公交车安全整

顿活动，加强对公交车司

机人身安全保护，营造良

好、顺畅的大交通环境。

建议建立济南“泉水

节”基地，把五龙潭水面扩

大、透明，成为开展泉水活

动的重要平台。

建议及早拓宽马鞍山

路等几条重要道路，既畅

通交通，又显现城市形象。

建议做大、做实、做强

百姓义务城管队伍，充分

发挥群众在城市管理中的

积极主动性。

权先生：建议多设立

交通微循环、公交专用道，

规范路口的交通秩序，并

加强管理。多设“电子眼”，

扩大监控范围。处理各种

交通违法行为时，对公车、

私车要一律平等。把优化

路网结构、公交优先、改善

交通拥堵列入“十二五计

划”，并当成重点。在交通

政策、交通技术、交通体制

和机制改革等方面全面提

升，顺利度过5到10年的交

通阵痛期。此外应考虑编

写、发布《交通白皮书》和

《年度交通发展报告》。

张女士：废旧电池现

在还没有回收的机构，建

议能建立一个回收机构。

徐先生：堵车问题再

发展下去，三年之后车就

走不动了，应限制车辆，让

大家知道车和路的比例，

政府部门实行班车制。

王先生：王先生住到

燕子山和平顶山附近，看

到山上卫生环境太差，道

路也不好，没有人管理，建

议政府应该拿出一部分钱

给绿化改造一下。

吴先生：现在心脑血

管病发展比较普遍，建议

政府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发

放油盐量具。此外建议公

园设立健步走的路线和标

志。

王先生：聚贤小区在

高架桥附近，现在高架桥

附近噪音太大，希望由政

府部门到小区测一下噪

音，给予解决。

张先生：华能路高架

路的限速应该再快一点，

再修几个下桥口，堵车就

会缓解一些。

张女士：历城区港沟

办事处有很多被政府关停

的采石场，山场现在破烂

不堪，很难绿化和复耕，基

本农田不能改变用途，但

是租赁费还在继续收着，

有些浪费，望关注，把荒山

用起来。

田先生：南辛庄北街

和中街，路上停满了车，停

车非常困难，还乱收费，也

没有发票。

孙先生：党扬路从马

家庄到104国道这一段特

别窄，这段路经常有重汽

车经过，希望能加宽。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邢振宇 实习生 马雪

琳 记录整理)

我给市长建言献策

本报读者来电选登

由本报联合济南市
城市管理局、市城市管理

行 政 执 法 局 推 出 的
96706111“百姓城管热线”

受到市民的关注，本报将
市民反映的问题整理后
转给城管部门，为民解决
了不少难题。

欢迎市民继续拨打

9 6 7 0 6 1 1 1“百姓城管热
线”，城管部门将在最短
的时间内为您排忧解难。

格时政信息

居民出行只能踩着砖块走。 记者 赵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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