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咱咱们们甸甸柳柳有有自自己己的的社社区区报报了了
本报的又一份社区报创刊，做好居民家门口的报纸

“社区报是社会的基础单
元，也是最贴近生活的新闻富
矿，社区报大有可为。”15日，

《甸柳社区报》首发现场，历下
区委副书记赵东升充分赞扬了
社区报在提升社区文化水平、
促进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作
用，并将给予大力支持。

对于《甸柳社区报》的创
刊，赵东升认为，社区报不只为
社区居民提供资讯，还应在给
予居民思想启发和提升上有所
作为。“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单
元，也是最贴近生活的新闻富
矿，社区报能够多形式地反映

普通民众的生活。”赵东升说，
社区报能够使党委政府的方针
政策直达辖区居民，能够从最
基层收集民声民意，是党委政
府和居民之间、居民和居民之
间紧密联系的桥梁。

赵东升介绍，历下区今年
加大投入，以提升社区管理水
平 ,要让社区有人办事、有钱办
事、有地方办事,为社区居民提供
更多、更好的服务。同时，区委、
街道将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各
种便利和支持，以社区报为载体,

全面提升社区的文化建设,满足
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

本报8月17日讯（记者 王
倩 林媛媛 李文平 实习生

杨逸超 郭传京） 做居民
家门口的报纸，讲述咱老百姓
自己的故事。继齐鲁晚报《解放
路大社区》创刊之后，《甸柳社
区报》也正式与读者见面了。15
日，在甸柳北区小广场，反映甸
柳社区居民生活的《甸柳社区
报》举行了首发仪式。

15日一早，飘着浓浓墨香
的《甸柳社区报》运送到甸柳社
区北广场时，早已等待在此的
居民就围了上来，迫不及待地
读了起来。“你看，咱街道的业
务，写得明明白白，我得回家保
存起来。”“还有小区微循环的
示意图，我替儿子保存一份。”

甸柳小区建成于1984年，

是甸柳新村街道办事处的构成
主体。办事处辖区面积1 . 4平方
公里，东至二环东路，西至燕子
山路，南至经十路，北至益寿东
路。下设8个社区居委会。辖区
现有人口6 . 4万余人，1 . 7万户。

同时，甸柳新村街道辖区
内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6 0多
个，包括省食药监局、中铁十四
局、公交总公司等。近年来，甸
柳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实
现了又好又快发展，地方财政
收入连续五年过亿元，还成为
全省唯一一个入选“山东省人
居环境范例奖”的街道办事处。

近年来，甸柳新村街道办
事处推出文化惠民政策，深耕
社区文化，丰富居民精神文化
生活。而此次《甸柳社区报》的

创刊，也正是街道办事处与本
报加强文化创新、整合资源的
成果之一。

《甸柳社区报》是本报联
合历下区甸柳街道办事处为
居民“量身定做”的社区报，立
足甸柳街道辖区，挖掘社区文
化，发挥齐鲁晚报主流媒体影
响力，围绕社区、社区居民，专
注社区居民家门口的人和事。

在内容设置上，《甸柳社区
报》立足做居民家门口的报纸，
也是居民的“自留地”，居民可
以在这里看到身边的新鲜事、
感人事、烦心事。齐鲁晚报记者
也会深入社区，做社区居民的
眼睛、耳朵和腿，在社区里，为
居民搜寻、收集、报道与民生相
关的新闻和信息。

本报8月17日讯（记者 王倩
林媛媛 李文平 实习生

杨逸超 郭传京） 作为齐鲁晚
报重点打造的社区报，《甸柳社区
报》的创刊引来了甸柳社区居民
的关注，不少社区居民高兴地看
着报纸，“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和
事，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出现在报
纸上。”社区居民范女士表示。

15日社区报首发现场，新
鲜出炉、飘着墨香的社区报成
了现场主角，刚刚晨练完的社
区舞蹈队成员、抱着孩子的居
民等，都收到了一份免费的《甸
柳社区报》。不少人还高兴地与

社区报合起了影。
“我们家门口的报纸，我们

要为这份报纸代言。”社区舞蹈
队成员刘女士高兴地招呼舞蹈
队成员摆出漂亮的舞蹈动作，
与社区报合影。“我们也要上社
区报，还要为社区报投稿。”

而更多的居民则特地向记
者要社区报，有的是希望能够帮
忙给邻居发放，有的则是希望寄
给其它社区的亲戚朋友看看。

随着社区时代的来临,社区
报逐渐成为社区主流媒体平台,
一份好的社区报,亦可以成为社
区精神文明的新名片,有效增强

社区居民归属感和自豪感,使社
区居民把社区事当“家事”。事
实证明,社区越发展,越需要一
份属于自己的报纸。齐鲁晚报
开拓社区报领域,助力社区文化
建设，于5月份创刊发行的首份
社区报《解放路大社区》，已经
成为解放路社区居民不可或缺
的精神食粮。

如果您有意为社区创办一
份“自己”的报纸,可以和我们联
系,我们欢迎各大街道办事处、
企事业单位成为我们的合作伙
伴,共同见证社区美好时代。联
系电话:96706126。

本报8月17日讯（记者 李
师胜 实习生 王珏 曲晶）

今春，省城竹子8成开花干
枯。17日，记者从天下第一泉风
景区获悉，景区共栽植5个种类
的竹子27400根，总面积4300平
方米，明年春季完成竹林更换。

今年4月中旬，省城开花淡
竹达8成，专家会诊后表示无挽
救可能，景观自然恢复需要10
年，济南市园林局市内各景区
的竹林景观受创严重。

17日上午，记者在趵突泉

景区内看到，万竹园对面的两
小片竹林长势较好，而且竹子
之间用支架连接，竹林内竹子
比较稀疏，但是还是有不少游
客在此拍照留念。

天下第一泉景区管理中心
园容科科长姜庆超说，之前开
花的淡竹已被伐除，现在的竹
子品种为青竹，是从临沂引进
的，大约有2200棵。天下第一泉
景区趵突泉公园书记冯宇虹
说，截至目前，天下第一泉风景
区所属大明湖、趵突泉、五龙潭

和环城景区已栽植青竹、白荚
竹、黄秆京竹、黄槽竹、金镶玉
等5个种类竹子27400根，总面
积4300平方米。

“根据计划，天下第一泉风
景区今年雨季更换竹林面积约
6000平方米，目前已经完成了
80%。”冯宇虹说。

17日下起了雨。虽然淋走
了不少游客，但冯宇虹还是比
较高兴。“今年雨季降水少，竹
林更换计划被推迟，如果像今
天一样，竹林更换会加快。”

22 .. 7744万万新新竹竹进进驻驻天天下下第第一一泉泉
景区竹林景观明年春季可重现

“园林局也在苗圃储备了一
批竹子，长成后会供给各景区。”
趵突泉公园冯宇虹告诉记者。

济南市园林局有关负责人
说，园林局从不同地域统一引进
竹源。截至8月7日，从南京、扬州

引进的竹源已全部进入苗圃。这
次共引进竹子容器苗41700根。.

园林景区需要更新的竹林面
积约8 .29万平方米，目前竹林复壮
工作已全面启动。 本报记者
李师胜 实习生 王珏 曲晶

苗圃竹子
储备41700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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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区委副书记赵东升：

反反映映社社区区生生活活，，社社区区报报接接地地气气

我对社区报的期待

在《甸柳社区报》首发现
场，甸柳第一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陈叶翠拿起报纸，为
居民发放社区报。在发放社区
报过程中，陈叶翠不断与居民
唠着家常，询问大家对于社区
报的期待。

陈叶翠说，社区里的故事
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在快节奏
的生活中，人们往往忽略了结
识隔壁的邻居，忘记了小区周
边的风景。社区报能够让居民
休闲阅读时，回归家庭、回归社
区生活。“报纸上反映的事都在
社区范围内，大家一看就知道
写的是哪个地方、什么人，读起

来更亲切，这样有助于促进社
区人际关系的和谐，增强社区
的凝聚力、向心力。这样的报纸
能够真正进入社区居民家，点
对点服务，一对一帮忙，与社区
居民守望相助。唯有如此，才是
真正走基层、接地气。”陈叶翠
告诉记者。

同时，陈叶翠还表示，社区
还将成立小小邮递员队伍，让社
区小学生利用节假日免费为居
民送报上门，既锻炼了小学生，
也能够通过志愿者上门服务，发
现百姓疾苦，了解百姓需求，解
决老百姓所面对的困难，真正形
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和循环。

甸柳第一社区居委会书记陈叶翠：

增增强强社社区区凝凝聚聚力力向向心心力力

今年60岁的邢友爱是一名
退休职工，从历城区退休之后
来到甸柳社区，与女儿一家一
起生活。在社区报首发现场，邢
友爱领到了一份报纸，并与外
甥女一起认真读了起来。

“这封面设计得真好看，给
我们一种家的温暖和快乐。”邢
友爱说，她在这里生活的时间
不长，对于社区里的人和事，还
不是很熟悉，看到这份社区报
纸后，心里很高兴。在她看来，
社区报会成为她在这里生活的
参考和向导。

现场，邢友爱一边看报纸，
一边与记者聊了起来。看到社

区报上关于小区微循环、街道
办事处业务服务、亲子版面后，
邢友爱竖起了大拇指。“这些版
面都很有用，包括介绍银行的
这个版面，原来我只知道小区
里的自助取款机，还真不知道
小区里有个齐鲁银行社区支行
呢。”邢友爱笑着说。

对于未来社区报的内容，
邢友爱希望能够多介绍一下社
区内的服务资讯信息，涉及到
社区居民的衣食住行，让这份
社区报真正成为社区居民的生
活向导。 本报记者 王倩

林媛媛 李文平 实习生
杨逸超 郭传京

甸柳社区居民邢友爱：

希希望望社社区区报报成成为为生生活活向向导导

创刊当日向居民赠阅《甸柳社区报》。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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