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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环卫卫考考核核连连续续6677个个月月全全市市第第一一
成立百姓城管工作站，历下“大城管”格局初步形成

外外来来娃娃有有特特长长，，放放了了学学““不不放放羊羊””
美里湖一小开设“四点半课堂”解家长后顾之忧

文/片 本报记者 范佳
通讯员 杨晓琳 张昊宇

3000多名城管、执法队员

和环卫工齐奋战

凌晨4点30分，深秋的城市还
在睡梦中，历下区趵突泉街道环
卫所的李安美已经起床，走到文
化西路的街头，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

6点刚过，在李安美完成第一
遍清扫后，历下区东部的甸柳新
村街道，城管执法队员管清斌走
出家门，来到他负责的吉祥苑便
民市场，查看是否有占道经营。

不一样的身份，同样的目的。
他们都是为了让城市更洁净靓
丽。在历下100 . 89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3000多名城管、执法队员和环
卫工，用自己的汗水“清洗”出城
市的美丽。

历下区城管局、城管执法局
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
持“巩固、提高、创新、规范、长效”
的工作思路，连续67个月在全市
环卫保洁工作考核中排名第一，
扬尘渣土治理工作30个月全市排
名第一，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作
连续57个月全市排名第一。近年
来，先后荣获全国环卫行业优秀
集体十佳单位、山东省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规范化管理先进单位等
荣誉称号。

全市环卫考核，

连续67个月排第一

据粗略估计，历下区的保洁
面积在617万平方米。如果算上开

放式小区和无人管理的庭院，这
一数字将达到1200万平方米。

这么大面积的保洁，一靠像
李安美这样的环卫工，二靠机扫
车。在历下环卫人的努力下，历下
已连续67个月在全市环卫保洁工
作考核中排名第一。

截至目前，历下累计投入1 . 3

亿元，购置洒水车、清扫车、压缩
车、降尘车等专业作业设备789

辆，全区主次干道机扫率、冲刷作
业率达100%，具备一定条件的老
城区人行道、背街小巷、开放小区
机械化作业率89 . 5%。

为了追求精细化，历下区推
出城市管理“36个无”标准，坚持

“横到边、纵到天”的保洁理念，不
断将城管服务工作最大限度延
伸。

同时，创新考核办法，保持日
常考核精细化。还出台实施“十
全”工作法，以开展扬尘污染、渣

土运输专项整治工作为重点，进
一步提升环境空气质量，将先进
技术与传统管理方式相结合，推
动扬尘渣土治理常态化，扬尘渣
土治理工作30个月全市排名第
一。

坚持以人为本，

高标准严格执法

历下区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为出发点，提高标准、严格执法，
在去年大规模创卫环境整治的基
础上，在主次干道、重点区域、窗
口部位安排城管执法人员进行高
密度巡查、盯守及整治，确保管得
好、控得住、不反弹。

今年以来，共整治流动商贩
1 . 5万多处（次），整治店外经营
9400余处，取缔露天烧烤113处，办
理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案件3 6 1 2

件，拆除违法违章建筑319处、近

9000平方米。
同时，历下区结合全市开展

的户外广告整治工作，按照“减
量、规范、提升”的原则，在全区范
围内，对42条主次干道和重点场
所的户外广告牌、店面标识、标语
牌、指示牌、橱窗、灯箱、显示屏等
进行调查摸底，登记造册。共拆除
灯箱、LED显示屏300余个，道旗
450余块，拆除大型广告牌匾20余
块。

今年，历下区城管局和城管
执法局承办人大建议、政协委员
提案、群众来信来访30余人次，受
理各类投诉4167件，办结率始终
保持100%，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
作连续57个月全市排名第一。

居民点赞，1184个网格

助力长效维护

据了解，为确保城管、执法
的长效化维护，历下区建立了
网格化管理格局。将保洁区域
划分成若干网格；再以网格内
的道路、街巷、设施等要素为个
体，划分成若干单元格，采取全
面、合理的管理方式。目前，全
区1 6个环卫所共设立5 6个网格
区域，划分1184个单元格，做到
空间上无死角、时间上无盲点、
细节上无疏漏。

同时，为了让城管执法工作
精细化和长效化，历下区还设立
了百姓城管工作站，标志着城管
执法工作的重心下移，“大城管”
格局初步形成。“触角延伸到社
区，不仅有利于发动居民也参与
进来，也利于城管执法工作的长
效化维护。”历下区城管局相关负
责人说。

走在历下的每一
个角落，整洁是给人的
第一印象。近年来，历
下区通过推出城市管
理“36个无”标准，建立
了网格化管理格局等
措施，连续67个月在全
市环卫保洁工作考核
中排名第一，扬尘渣土
治理工作30个月全市
排名第一，12345市民
服务热线工作连续 57
个月全市排名第一。

本报记者 李飞

11个社团

让外来娃有特长

10月20日下午3点半，济南
市美里湖第一小学，两节课后的
社团活动课正式开始了。

舞蹈室里，20多名学生统一
身着舞蹈服，正在老师的指导下
做着压腿动作。这是学校的舞蹈
社团，2012年由音乐老师张姝开
设，学生自愿报名，老师进行选
拔。张姝说，学习舞蹈不仅可以
塑造孩子的形体，还能磨练她们
的意志品质。“不用花钱就可以
学舞蹈，家长很欢迎。”

在另一间教室，扬琴社团的
学生正集体弹奏曲子《小星星》。

“特别好玩儿。”邱如意同学告诉
记者，老家是外地的，以前既没
见过扬琴，也没听说过。现在她
已经可以独立弹奏简单的曲子
了。“许多内向的学生因此变得
自信了，也有胆识了。”该校大队
辅导员官小煜说。

学校操场上，足球社团的同
学们正在教练带领下练习踢球。
2012年足球专业老师史学超的
到来，催生了足球社团，也使得
学校的足球运动如火如荼地开
展起来。

科技、扬琴、合唱、舞蹈、书
法、儿童画、航模、葫芦丝、地掷
球、足球、数棋，美里湖一小副校
长张立华告诉记者，近几年，学
校一共开设了11个社团。“这些
社团课每天都有，但内容不同，
从15点30分到16点30分，共一个
小时。”

“让这些学生尤其是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也能和城区学生一

样，有自己的特长，能够体验多
彩的学习生活。”校长王其泉表
示，作为槐荫区的一所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定点学校，1500多名学
生，三分之二为外来娃儿。

为此，学校鼓励学科老师根
据自身特长开发社团活动课，让
学生在学习文化课之余，也能有
多种特色活动课可选。“社团课
的开设正是围绕着学校的教育
理念——— 为幸福人生奠基而展
开的。”王其泉说。

经典诵读和书法

成校本课程

美里湖一小作为城乡接合
部的一所学校，不仅开设了11种
社 团 ，还 开 发 了 两 门 校 本 课

程——— 经典诵读和书法。
20日下午，几十名学生正在

进行经典诵读展示，不单纯是诵
读，还有表演。“他们都是经典诵
读表现突出的学生，正在排练节
目。”教导主任孙凌霄告诉记者，
作为一门校本课，全校学生每天
都要进行经典诵读，每月还要进
行测评，而且每个年级均制定了
详细的经典诵读测评计划，包括
背诵篇目和阅读篇目。

“经典书籍的篇章如《诗经》
《大学》《论语》等，优秀的古典诗
文如唐诗、宋词、元曲等都在诵
读之列。”孙凌霄说，一年级学生
背《诗经》、二年级学生背《大
学》、三年级学生背《中庸》……
到六年级毕业，学生要背完《孟
子》、《论语》、《道德经》、《楚辞》

等十本经典著作。
每天8点10分前是经典诵读

的早读时间，由班干部或班主任
负责；语文课前3分钟，是经典诵
读的“课前一吟”，由语文老师负
责；课后的经典诵读由班主任或
家长负责。学校还开展了“诵读比
赛”、“诗文书画比赛”比赛、“古诗
文诵读先进班”评比等系列活动，
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

学校自编了经典诵读的校
本教材———《国学经典》。由于一、
二年级学生年龄小，教材还结合
经典小故事，人物介绍等方式，以
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经典。

书法同样是学生都要学习的
一门学校课程，每个星期二和星
期四下午，还是书法社团的上课
时间。学校不仅设置了专门的书

法教室，还有专职书法老师。
“让传统文化对学生成长做

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学生在经
典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塑造健全的人格和
良好的个性。”校长王其泉说。

“四点半课堂”

学生放学有去处

22日下午4点半，学生陆续
离校。但五年级3班的张斯曼并
没有走，她和其他几十个同学又
来到学校的科学实验室，打开书
本，开始写作业。这里就是美里
湖一小的“四点半课堂”，每天不
能及时回家的学生都可以来这
里做作业、看书。

大队辅导员官小煜告诉记
者，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在济南
务工，爷爷奶奶则在老家。学生
放学的时间段，不少家长不能到
校把孩子接走。而学校又临近二
环西路，如果置之不理，这些学
生的安全令人担忧。

为此，学校开办了“四点半
课堂”，放学后，家长不能及时来
接的，学校开辟专门的教室，将
这些学生集中起来，并安排两名
教师志愿者执勤，直到最后一名
学生被接走。

当天负责执勤的老师是五
年级4班的王芳芳和五年级2班
的姜琪。王芳芳告诉记者，曾经
有一名学生快到晚上7点才被家
长接走。

“四点半课堂”备受学生和
家长的欢迎。张斯曼说，妈妈每天
5点多才能到学校接自己，在此之
前没有地方去，呆在学校里的时
间就可以把当天的作业写完，有
不会的问题还能请教老师。“在学
校里安全，家长也放心。”

美里湖第一小学是槐荫区的一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三分之二学生为外
来娃。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和城区孩子一样有特长，学校开设了11个社团，并把经典诵读
和书法开发成校本课程。更为难得的是，学校还开办了“四点半课堂”，让学生放学后

“不放羊”，安心在校写作业等待家长来接，解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历下环卫工在辛勤工作。

机械化联合作业。

舞蹈社团
的学生在练习
压腿。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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