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莒县城阳街道开展环境综合整治不留死角

成成立立巡巡查查组组专专拍拍脏脏地地方方““揭揭丑丑””

本报 7 月 24 日讯(记者 彭彦
伟 通讯员 马晓华) 今年以来，
城阳街道将民生工程建设作为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
容，通过自下而上收集群众建议，从
群众最不满意、最急需、最期盼的事
改起、抓起、做起，实现了执政理念
从“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的转
变，群众真真正正成了推动民生工
程的“主角”。

开展机关干部大走访，在广大
干部群众中组织开展开门纳谏、蹲
点调研、结对交友、交心谈心、对接
项目等形式，深入街道 13 个社区
75 个村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全面
了解街情社情村情。群众直接参与
4200 人次，整理出涉及道路交通、
社会保障、社区建设等十几个方面
的意见建议 210 余条，实现了征集
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在走访后，根据群众反映的实
际情况，针对部分社区教育基础设
施落后的现状，投资 2000 万元在墩
头、围子、西关、状元四个社区建设
四处规范化学校。目前墩头、围子社
区两处学校已完成主体建设正在进
行内墙及地面建设，西关社区学校
至地平以上，状元社区学校已放线；
针对群众反映的村村通道路毁坏严
重、出行不便的实际，主动与县交通
局沟通协调，投资 90 余万元对道路
进行挖补整修。

针对群众反映畜禽养殖污水乱
排，生活居住环境脏乱差的实际，对
街道各村街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

民生工程建设

群众成“主角”

文/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

18 日，记者在莒县城阳街道采
访时了解到，为让村民有一个更好的
生活居住环境，该街道从 6 月底开始
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活动。城阳街道按照城区标准对
每个村街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尤其是
对各村之前遗留的存量垃圾进行彻
底清理。为推进工作落实，街道还成
立巡查小组，对环境卫生的清理情况
每周进行录像，编辑配音后通过视频
在全街道工作会议上进行展示。

原先的垃圾场

成了小花园

在晨曦社区前城子村，之
前在村中间位置的一条排水
沟内，长年堆积着生活垃圾，
每到夏天住在附近的居民都
不敢开门。“一股臭味不说，
蚊子苍蝇到处嗡嗡乱飞，有
的时候还有老鼠。”一位叫刘
鹏程的村民说，“很多不认识
的人都来这里倒垃圾，所以
我们也没法制止。”上周，根
据城阳街道环境综合整治的
要求，村里将所有垃圾统一
进行了清理。当然也包括这
个天然的垃圾场，垃圾被清
理走后村里又铺了一层土，

“ 来 年 都 可 以 种 菜 或 养 花
了。”一位村民笑着说。

这只是城阳街道环境综
合整治的一个缩影。城阳街道
地处城区，随着小城镇建设的

不断发展，各村街的环境卫生
状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
的生活需求。尤其是近年来随
着社区建设的推进，居民赖以
生存的软环境已经远远与硬
件建设不匹配，有一个干净的
生活环境是所有居民的共同
愿望。

视频监督

不留一个卫生死角

“所有村街按照城市干道
要求打扫，不留一个死角”，这
是该街道本次环境卫生整治
的要求。街道按照每 500 人配
一名保洁员的标准，再按照各
村庄的实际情况，总共配有
180 个保洁员。同时每 250 人
配备一个移动式垃圾箱的标
准，垃圾定期送往回收站。

分管城乡环卫一体化工
作的街道党委班子成员赵廷
升说，“环境综合整治最大的

难题是对村街内一些长年遗
留垃圾的清理。量大而且脏，
平时村民都转路走。”为彻底
清理干净，街道成立了三个巡
查组，拉网式的对每个村内的
遗留垃圾进行摄像，然后再转
交给相应村的负责人，同时在
规定时间内打扫干净。

为防止出现说了不干的
现象，一周之后，巡查组将再
次到村里对之前拍摄的地点
进行对比拍摄，如果还没清理
的将在全街道中层干部会上
对视频进行公开展示，同时相
应负责人保证在规定时间内
清理干净。“如果还是不打扫，
就将在全街道工作大会上进
行展示，同时还有处罚标准。”
赵廷升说。

制定环境长效机制

设立巾帼文明岗

在所有垃圾都清理完之

后，为保证环境卫生的长久
清洁、干净，每个社区和村街
都将制定好自己的日常管理
规范，以村街为单位划分责
任区，每个责任区的负责人
要在墙上公布，接受村民监
督。

城阳街道还制定了长效
卫生管理机制，给街道每户
居民都发放一个垃圾桶和垃
圾袋，总量大约在两万个左
右。同时街道召开了“美丽城
阳 . 巾帼先行”动员大会，号
召街道广大妇女同志发挥半
边天作用，踊跃参与，积极作
为，每位妇女负责自己家门
前屋后的卫生，同时每月以
及每三个月等固定时间进行
评比，对表现优秀的还有相
关奖励。“奖励和处罚都不是
目的，就是希望人们都能树
立环境保护的意识，人人都
意 识 到 了 ，工 作 就 好 干 多
了。”赵廷升说。

城阳街道对村街里的存留垃圾进
行清理。

俩俩外外地地小小游游客客加加入入卖卖报报大大军军
第二期暑期营销秀周日 9 点在本报编辑部启动

T12 2014年7月25日 星期五

编辑：化玉军 杜光鹏 美编/组版：赵文华 张静

今日日照

身边

齐鲁晚报第三届暑期营销秀首期
将于 7 月 25 日(本周五)落幕，第二期
将于 7 月 27 日(本周日)上午 9 点在齐
鲁晚报《今日日照》编辑部盛大启动。
外地小游客看到本报营销秀活动的报
道后后，也报名加入小报童队伍，一起
为贫困山区的小朋友筹集善款、助力
加油。第二期继续接受报名，想锻炼自
己的小朋友，赶紧来报名吧。

本报记者 张萍

首期营销 2 万余份

小报童们收获多

上周日起，“齐鲁晚报·日
钢绿城·理想之城”杯第三届
暑期营销秀启动，200 余名中
小学生参与其中，目前已卖出
2 万 余 份 报 纸 。首 期 6 天 当
中，多是炎热的“桑拿天”，但
是酷暑并没有击退孩子们的
卖报热情，孩子们依然挥舞着
报纸奔走在日照的大街小巷。

万事开头难，走出第一
步是最困难的，一开始很多
孩子都不好意思，不敢开口，
也不敢大声说话。但是在父
母的鼓励和自我激励之下，
孩子们还是勇敢地卖出了第
一步，终于卖出了人生的第
一份报纸！

汗水湿透了衣衫，手上也
沾满油污，但是小报童们的脸
上却洋溢着开心的笑容。为期
6 天的卖报生活，孩子们吃尽

了苦头，同时也收获了充实和
成长。他们身上也不知不觉发
生了微妙的变化。

通过卖报，以前的小懒虫
不再睡懒觉了；通过卖报，小
报童大小大脚的习惯得以改
变，开始变得精打细算；通过
卖报，小报童们开始懂得感恩
与付出，懂得赚钱的艰辛与不
易。

首期卖报结束了，这对孩
子们而言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他们收获感动与快乐，也遭遇
了不屑与嘲讽，这样的经历是
一笔难得的人生财富，对孩子
们而言意义非凡。

第二期营销秀

本周日正式启动

在一片期待中，齐鲁晚报
第三届暑期营销秀将第二期
将于 7 月 27 日 (本周日 )上午
9 点在齐鲁晚报《今日日照》
编 辑 部 启 动 ，持 续 至 8 月 1

日。在第二期营销秀中，不仅
有日照本地的小朋友参与，外
地小游客也加入了营销大军，
一起为贫困山区的小朋友筹
集善款、助力加油。

从河北来日照旅游的龚
先生在逛商场时遇到了卖报
的小报童，经过了解，龚先生
便拨打了本报热线，也想给孩
子报个名。“我们几乎每年都
来日照旅游度假，今年度假又
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卖报。
这个活动很好，能锻炼孩子的
口才和毅力。我家两个孩子，
一个 8 岁，一个 6 岁，听说都
能参加 ,都希望第二期快点开
始。”

本次活动是为年龄在 6-
14 岁之间的中小学生精心打
造的，小朋友们可提前报名，
也可与 7 月 27 日到本报编辑
部现场报名。所有报名的小朋
友都需要参与启动仪式，启动
仪式上，本报均将免费赠送一
件 T 恤衫和太阳帽一顶。

本报设 2 个领报点

所有报纸需提前预订

从 7 月 28 日起，本报每天
都会在新市区和老城区分别设
1 个报纸领取点，新市区为齐鲁
晚报《今日日照》编辑部(丽城花
园西门沿街 19 号楼 105 房间)，
老城区为荣安广场售楼处(日照
利群斜对面，宜家家居以西)，领
取报纸的时间为早上 7:30-9:00。

另外，小报童们需提前一
天通过电话或者齐鲁晚报日照
妈妈群预订第二天的报纸，否
则将无法领取第二天的报纸。
每位报童每天最少预订 15 份，
可根据需要申请增加。

了解活动详情，还可加入
齐鲁晚报日照妈妈群，群号为
2 3 0 8 1 7 0 3 7 。报 名 可 致 电
18663392870。报名地点：齐鲁晚
报日照记者站(日照市住建委东
侧，烟台路丽城花园西门沿街
105 房间)。

小报童李佳轩在一商场内认真卖报。
本报记者 张萍 摄

高英杰 120 份 杨丰恺 105 份
徐升泰 90 份 毕竟然 90 份
宫雷皓 90 份 孙 坤 75 份
张昱明 60 份 韩 莹 60 份
刘普庆 60 份 张艺萱 60 份
程 心 60 份 秦 建 60 份
段伟昊 60 份 刘加启 45 份
孙 琳 45 份 徐 瑞 45 份
匡笑凡 45 份

日钢绿城·理想之城杯

7 月 24 日

营销秀英雄榜


	RT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