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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一竿子管到底”，网格化管理责任到人

大大美美历历下下，，创创卫卫清清风风吹吹绿绿每每个个角角落落

全区部署

明确“三个目标”，建立

“三项措施”

为了让创卫工作深入开展下去，
历下区成立了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指
挥部，并设置了5个专项工作组。全区
各部门、街道也成立了领导小组，明
确负责人和完成时间，做到任务到
人、责任到人。

针对国家卫生城市测评中的10
大项、66小项指标和1000分总分，历
下区立足实际，明确“三个目标”、建
立“三项措施”，全面深化创卫工作。

“三个目标”包括：现场可看，可
随时检查“八小场所”等任何场所和
街道，确保不出问题；资料可查，从
2012年的创卫所有资料包括前期动
员、具体实施、迎查准备的具体资料
都留存保管，归档到位；内容可问，让

“人人参与创卫，创卫惠及人人”深入
人心。

“三项措施”首先是每个办事处
都承担起创建主体责任，对辖区社
区、驻地单位等具体创卫内容全面负
责。其次，部门对创卫中所涉及自身
承担的具体内容“一竿子管到底”。最
后，人员对点，辖区内每条街巷、每一
个门牌号都有工作人员对应负责，每
个路段、每个实地考察点都责任到
人。

在具体实施上，历下区还确定网
格化管理和实行“动态消零”措施。将
街道、社区划分网格、责任到人，各街
道将创卫基础数据中涉及的内容划
分成区块，由科室负责人带队，分块、
片包干，同时，根据创卫目标任务，排
出工作整治表格，工作表上明确列出
督查存在的问题、责任社区及负责
人、整改要求、整改责任部门等，完成
一项销一项，实行动态消零。

街道更整洁

“横到边、纵到天”，保

洁全覆盖

在历下区，城市管理一直坚持树
立“横到边、纵到天”保洁全覆盖的服
务理念和作业模式。自创卫以来，为
适应环卫现代化发展局势，历下在全
区范围内实行网格化管理。

根据各个环卫所保洁区域内的
实际情况，将各个环卫所的保洁区域
合理划分成若干个网格，再将每一个
网格划分成若干个单元格。全区16个

环卫所共设立56个网格区域，划分
1184个单元格。共设立网格负责人54
名，网格队长68名，保洁作业人员
1184人；配备水车13部，机扫车2部，
垃圾压缩车6部，小型机扫车11部，垃
圾收集车36部，玻璃钢保洁车603辆。

网格化管理实现管理人员全覆
盖、管理单元全覆盖、管理环节全覆
盖、管理时限全覆盖。

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网格化管理区域要求统一保洁服装、
统一保洁工具、统一保洁车辆、统一
保洁时间、统一保洁规范、统一保洁
程序、统一保洁标准、统一考核制度、
统一奖惩标准。严格网格内道路保洁
机械化作业时间。每日6:30之前完成
主次干线快车道全覆盖冲刷作业，根
据辖区路段实际情况定期定时刷洗
主次干线人行道，对街巷小区等非机
扫队保洁区域每日进行冲刷。各单元
格保洁作业人员上下班各延长15分
钟，彻底消除保洁交接期间的断档现
象。

吃得更放心

划拨专项经费，确保舌

尖上的安全

污水横流的丁家市场变身为整
洁的农贸市场；在小吃店铺林立的芙
蓉街，吃个臭豆腐、铁板鱿鱼，顾客也
能索证索票；“马路市场”走上规范化
之路，所有摊位统一办理卫生许可证
和健康证，并依托蔬菜农药残留检测
点，建立进货查验、不合格食品退市
等制度。在历下区，为辖区居民舌尖
上的安全，细化创卫标准，确保食品
安全创卫达标。

泉城路食药监所针对辖区小餐
饮、小食品存在的“小、散、乱”的问
题，通过电子建档、重点区域逐户逐
家上门调查等方式，目前已对360户
饮食业户、392户食品流通业户进行
电子建档。通过分片定岗定责，将小
餐饮、小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食
品安全承诺书统一张贴在区局统一
制作的监督公示栏中。要求业户将统
一印制的食品采购索证索票台账记
录簿、餐具消毒记录表，每天随时记
录，有效地提高了小餐饮、小食品单
位的自我管理水平和食品安全保障
能力。对各类投诉举报高度重视，大
多数投诉举报做到当天收到、当天调
查。两日答复的高效率受到群众的好
评，满意率达到98%。

同时，历下区将食品安全综合监

管经费纳入区政府财政预算的基础
上，在区政府常务会议上追加食品抽
检专项经费340万元，并明确规定各
街道每年对食品安全的资金投入不
少于60万。区财政按照有关规定和程
序划拨经费770万元，用于执法车辆
购置、执法装备、设施购置、食品安全
宣传培训、“厨房亮化”及农贸市场快
检室改造提升。以财政拨款形式为招
聘的食品安全协管员(大学生公益
岗)解决工作待遇问题，广泛调动工
作积极性。

加大环保力度

基本取缔露天烧烤，油

烟净化设施年底全安装

结合大气污染防治“八大行动”，
历下区还针对创卫工作开展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治理行动。

区环保局联合区交警大队将历
下区所属“黄标车”按办事处分发到
各个管分所和六个勤务中队，共计
9088辆。

截至目前，公交公司所属1555辆
“黄标车”已报废或已改为绿标1531
辆；其余车辆已改绿标346辆，已回收
182辆，被盗抢1辆，完成率21 . 92%，
剩余7345辆。已现场查处黄标车7辆，
抓拍886辆。

餐饮油烟集中整治行动方面，结
合创卫期间整治违规露天烧烤工作
经验，按照“疏堵结合、规范提升、综
合治理”的原则，加大宣传力度。目前
露天烧烤基本取缔，对辖区1454家餐
饮单位实施摸底调查，有156家单位
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已转交区执法
局处置，确保2015年底前餐饮单位全
部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历下区严格按照省地方标准第
三阶段排放限值，分阶段、分行业加
快实施燃煤锅炉、燃煤炉具等限期治
理、淘汰工作，坚决取缔经济型低空
排烟设施，杜绝秸秆、垃圾焚烧现象。
现已对辖区16家在用燃煤锅炉、3家
危化品实施2次全面检查，取缔低空
小燃煤炉具74家。

疾控抓落实

创新创卫方法，医院建

立微信督导群

在创卫的攻坚阶段，历下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逐步将创卫工作瞄准

“传染病防控、疫情管理、免疫预防”
等工作重点、难点，加大对辖区医疗
机构督导力度。

历下区疾控中心创卫督导组联
合市创卫专家，全天进行辖区医疗机
构创卫督导，成立中层干部以上全体
人员的创卫工作督导小组，实行一天
一日报，三天一调度，一周一总结，并
对辖区15家二级以上公立和15家民
营医疗机构进行不间断督导，实现创
卫工作“靠上去”、发现问题“亲自
抓”、最新动态“上门送”的工作模式，
对涉及的指标问题逐项看，并对之前
工作职责范围外并未开展的控烟、病
媒防治、院内环境以及公共厕所卫生
等创卫问题，加大督导力度，要求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将过往好的成绩继
续巩固保持，对发现的新问题或不
足，按照方案提出相关整改建议，确
保不出现扣分情况。

检查过后，进行督导回访。区疾
控中心督导小组已累计督导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1000余户次，发现并指导
整改问题200余处，派出督导车辆100
余车次，上门传达各项方案，发放控
烟和毒饵标志等共计2000余份。

区疾控中心通过“深挖”创卫死
角，加大“暗访回头看”频次。经过不
间断督导、盯守，辖区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创卫工作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
齐鲁医院、千佛山医院、省中医医院
等建立完善感染性疾病科，设立预
检，分诊处实行24小时值班。

在后期盯守中，督导组成员和院
方还一同摸索出了贴近实际的创卫
工作方法，省立医院东院区和市中心
医院建立的微信督导群，方便督导人
员和院方及时沟通联系，及时做好上
传下达工作。还有济南医院、齐鲁医
院的“声文结合法”，院内不间断播放
创卫标语和广播，提醒来院就医者认

历下创卫得民心

居居民民感感受受家家门门口口
实实实实在在在在的的变变化化

“楼道里干净了，我们出来进
去也觉得亮堂。”燕山街道办燕文
社区52岁居民徐玉芹家中常备各
种清扫用具。除了一般家庭常备
的笤帚、拖把，还有铁锨、大扫把
等。冬天下雪时，她总会早早去楼
下清扫，为的就是大家方便。

对于这些别人眼里的“分外”
活，徐玉芹总是抢着做。去年，燕
文社区就对辖区内楼道、公共区

域卫生进行了彻底整治。其间，很
多普通的社区居民自愿加入进
来，徐玉芹就是其中一位。

“文明不是一句空话，它体现
在很多细小的方面。”燕文社区居
委会主任李长云说，在徐玉芹等
居民的带动下，不少社区居民改
掉了很多沿袭已久的坏习惯，文
明意识逐渐提高。

被改掉的一个坏习惯就是垃

圾不入桶，而是随手扔到桶边。徐
玉芹认为，让大家改掉坏习惯，光
靠说是不行的。

“有次我在楼下乘凉，看到一
位老人把垃圾扔到桶边。我便走
过去对她说，‘大姨，垃圾扔外面
容易招苍蝇蚊子，我帮您扔进去
吧。’”徐玉芹笑言，身体力行的威
力很大，现在大家都很自觉，垃圾
桶外不再有垃圾了。

历下区的很多居民有这样的感受，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惊喜地发现小区里又增添
了新设施，发生了新变化。楼道粉刷一新，小广告没了踪影，温馨的感觉扑面而来；街
道宽敞干净，畅通无阻，让人的心情也舒畅起来。宜居环境点燃了大家参与环保的热
情，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了创卫的队伍。

首善之区，大美历下。这份“大美”，不仅在于其辉
煌的历史和建设成就，更在于历下区不断抓住机遇，开
拓进取的气魄和实力。而创卫，就是让历下区提升城市
品质的又一次飞跃。舍得大投入，部门“一竿子管到
底”，更上一层楼的城市面貌中，凝结着历下区方方面
面的智慧和努力。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通讯员 杨晓琳 杨荣超

识创卫，了解创卫，爱护创卫果
实。

强力消杀“四害”

创立济南首家病媒

防治示范小区

历下区采取多项措施确保病
媒生物防治工作取得实效。历下
除害消杀站目前拥有一支具有丰
富工作经验的专业消杀队伍、2辆
专用消杀车，负责全区公共区域
消杀、除“四害”药品器械的发放
及技术指导工作。软硬件实力的
提升，为创卫工作的开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创卫期间，历下区除害消杀
站加班加点，为驻区单位、开放式
小区、医院、健身广场、学校、农贸
市场、河道沟渠、主次干道及背街
小巷、垃圾集散地喷洒灭蚊蝇药，
累计消杀面积500万平方米，用药
量900多公斤。

开展创卫工作以来，历下除
害消杀站为13个街道办事处、东
城中心商务区及驻区机关和单位
累计发放毒饵站45022个，鼠盒
6943个，鼠药6294公斤，灭蚊蝇药
1043公斤，粘鼠板3150张，粘蝇彩
条5000条，粘蝇板2000片，电动喷
雾器260台。

2014年，在历下区大明湖路
办事处县西巷居委会召开的全市
灭鼠工作现场会上，有关专家对
毒饵站的布置、投药及编号方法
作了现场指导和讲解，并确定了
县西巷为我市第一个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的病媒生物防治——— 鼠类
控制和防鼠设施示范小区。截至
目前，为提高区街道办事处和创
卫相关单位具体负责同志的病媒
生物防治的技术水平，邀请省、市
病媒生物防治专家开展了7次全
区性的培训。

彻底整治“四小”

卫生许可证持证率

达百分之百

在整治“四小”方面，历下卫
生监督所多措并举，为辖区居民
提供良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
环境。

为提高公共场所单位创卫
意识，历下卫生监督所按行业印
制了明白纸、创卫知识问答及培
训教材，共发放15000份（册），对
连锁快捷酒店、星级酒店、辖区

“四小”单位进行创卫知识培训
1 0次，提高了各单位的卫生意
识。

对小美容美发店、小旅馆、小
浴池、小歌厅茶座等“四小”场所
实行“七统一”模式，即统一卫生
制度、管理档案、卫生信誉度公
示、禁烟标识、消毒规程、消毒记
录、卫生要求。所有标牌、标识全
部免费发放给公共场所经营业

户，并且为各理发场所免费配备
了皮肤病专用工具箱、工作服。

为规范消毒程序，免费发放
消毒液配比容器和消毒桶，为“四
小”场所免费安装了防蝇帘。此外
还推出了大明湖社区、吉祥苑商
业街等13个示范街区，使公共场
所卫生状况全面提升。

按照市卫生局统一部署，历
下卫生监督所本着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原则，实行网格划分，落
实到每个社区，开展“四小”公共
场所、小网吧专项整治工作，针对
无卫生许可证单位免费健康查
体、监测，确保亮证经营，持证上
岗。

5月29日、30日，6月29日，历
下卫生监督所两次联合区公安、
工商、各街道办事处，对辖区美容
美发、住宿业、茶社、文化娱乐等
18家无证经营且卫生不达标的
“四小”场所开展了联合整治行
动。对11家单位要求其停止营业，
其余单位经过工作人员耐心的讲
解，负责人当场表示将按期整改
办理卫生许可证。通过有效整治，
辖区卫生许可证持证率100%，从
业人员健康证持证率100%，卫生
信誉度等级公示率100%。

重视健康教育

组建健康大使队伍，

开展健康大讲堂

据历下区爱卫会介绍，三年
来，历下区健康教育机构和各单
位根据《国家卫生城市健康教育
标准》和《济南市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方案》的要求，坚持开展健康教
育和控烟工作。

历下爱卫会通过各种新闻媒
体、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方
法，大力宣传创卫工作的意义和
重要性。区爱卫办对全区各街道
办事处及相关单位免费发放各类
健康教育宣传材料和展板，发动
全区人民参与到创卫工作中来，
营造出全民创卫的浓厚氛围，累
计发放控烟标识10万余张，开展
宣传活动350余次，制作宣传栏
3000余处，张贴健康宣传海报
1000余张，印发宣传材料100万
份。

历 下 爱 卫 会 以 社 区 为重
点，把健康教育融入社区卫生
服务之中，直接面向社区居民
开展健康教育。同时，加强与医
院、妇幼保健院和疾病控制机
构的协商对接，组织好健康教
育工作。继续协调教育部门，巩
固和提高中小学校健康教育的
开课率。

组建“健康大使”队伍，开展
健康爱心大讲堂、发放健康手册
等活动，在每个社区开展“健康大
使”演讲1次，利用健康宣传光盘
进行健康教育15次，受益群众13
万余人次。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通讯员 杨晓琳 杨荣超

提起近年来家门口的变化，
明湖小区居民谢女士笑着说：“近
年来，我们的楼道真是大变样了。
以前居民靠蜂窝煤取暖，冬天经
常买多了，便囤积起来，都摆放在
楼道里。这些蜂窝煤弄脏楼道不
说，还占用公共空间，影响邻里关
系。”

“现在可好了，小区通了双
气，楼道里再也看不到蜂窝煤的
踪影了。”谢女士介绍，去年春天，
大明湖街道启动了按市场价回收

蜂窝煤的行动，共回收40多吨。街
道专门在附近租用了一处废旧厂
房存放蜂窝煤，去年冬天已无偿
发放给辖区困难居民。

为彻底解决楼道存放蜂窝煤
的问题，大明湖街道深入推进“双
气进千家万户”工程，从去年至今
已完成800户居民燃气安装，以及
5万平方米的暖气安装，目前仍在
继续扩大暖气的安装范围。

谢女士回忆，以前除了蜂窝
煤，楼道内还堆积着多年的废旧

家具、废旧建筑材料和水泥等，以
及部分居民积攒的塑料瓶等废
品。

“街道办和居委会工作人员
义务帮助我们清运了各种垃圾。
工作人员有时邀请收废品人员一
起去回收居民的废品，碰到双方
谈不拢价格的情况，居委会还会
贴一部分钱鼓励居民卖废品，最
终把各种杂物清理掉。”谢女士笑
言，20年的开放式小区变成了花
园式小区。

老楼换新颜，整洁又畅通

在创卫中，不少人眼中地地
道道的马路摊贩也都摇身一变，
有了合理的身份和经营空间。对
这种改变，不仅摊主小贩们点赞
支持，居民也觉得干净了不少。

在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北门
门口，紧挨着大门，两个规整的便
民摊点隔着马路相望。与其他临
时摊点不同，它们都搭建了顶棚，
给周边居民提供修鞋、修车、配钥
匙等服务。

老张笑着说，他的摊点没有

被“一刀切走”，反而在创卫期间，
不影响交通、卫生的前提下保留
了下来。“像修鞋修车卖馒头的，
是老百姓生活必需的，如果都不
见了会很不方便。”老张举了个例
子，同样修一个鞋跟，在他这儿只
需八块十块，但到修鞋店起价就
要十五元，甚至二十、三十。

在老张摊点修鞋的小区居民高
女士感慨，“学校里面有超市小卖部，
所以对其他摊点需求并不大。多亏
有这两个摊，修鞋、修车都很方便。”

“通过整治，既保证了居民生
活的便利，又改善了小区的道路交
通环境，做得太周到了。”高女士回
忆，之前山大千佛山校区北门这条
街的占道经营现象非常严重。

“尤其是开学的时候，摊点影
响车辆进出，人和车堵得满满
的。”高女士说，那时人声、车声、
喇叭声混成一片很吵不说，摊贩
留下的一地垃圾，也让人看了心
里不舒服。“现在你看，这条街多
整洁敞亮。”

经营不占道，便民不扰民

观念入人心，创卫靠大家

对省府东街路面进行清洗。洁净的城市道路。

整洁的社区环境。

街道干部和群众齐动手。

对业户进行指导督促。

整洁的小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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