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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高宏璟

加大古树名木保护
古树公园成新打卡地

在历下区旅游路上，有一处
以古树为主题的公园———“文昌
古槐园”。

这是一棵480岁的古树。树干
太粗了，一个人抱都抱不过来。粗
大的树根被几棵小树支撑着，
固定树干的铁环也在生长过程
中慢慢和树融为一体。古树边
上，几座斑驳的石碑还记录着
当年的故事——— 光绪3 0年、康
熙10年的古碑在一侧静静放着，
诉说着这棵老树的经历，也见证
着这里的变迁。

老树也不只是老树了。今年
以来，陪伴老树的不只是石碑，历
下区文昌古槐园以保护树龄480
年古槐为主题，形成“古树+古井
+古碑”特色古树园。如今走在古
树园里，树影斑驳，植物茂密，以
古槐为主题和特色的公园，成了
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古槐沧桑，古井汩汩，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画面跃然纸上。今
年以来，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
化局坚持保护为主、近自然生
境原则，因地制宜建设古树园，
为市民提供亲近古树、自然科普
的好去处。市中区九曲庄320年

的古槐树，扩大古树树池，布置
休憩空间，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一
个闹中取静的休闲娱乐场所。

突出适儿化文化主题
打造儿童友好公园

最近，历城区贸易时空乐园成

了附近市民的遛娃胜地。“有运动
场、篮球场、足球竞技场、贸易时空
乐园、动感草坪等等，娃儿来了就
不想走！”据了解，历城区贸易时空
乐园项目面积5500㎡，展现古今贸
易形式的发展之路，集亲子陪伴、
科普研学、童趣游乐等沉浸体验于
一体，是国内首个以“丝路”文化为

主题的儿童无动力乐园。
今年以来，为助力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
化局体系化打造儿童友好主题公
园，聚焦“适儿化”，细化建设指标
与要求，用“1米高度”看世界，将
城市公园绿地建设成鼓励儿童亲
近自然生态环境、丰富自然认知
体验的自然教育空间，助力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贡献儿童友好城
市实践的“济南样板”。

2023年计划建设历城区贸易
时空乐园、历下区绸带公园星空
乐园等10处儿童友好型公园。截
至5月底，已完成5处。公园规划设
计阶段，严把方案审查关，突出文
化主题，因地制宜规划设计符合
儿童身心特点的公园或活动场
地。历下区绸带公园星空乐园分
为全龄活动区与低龄活动区，既
有蹦床、秋千等互动设施，还布置
了一个大沙坑，配套了滑梯、摇椅
等设备，为孩子们提供了攀爬探
索、释放天性的活动空间。

提升公园文化内涵
实现绿色惠民

从颇具特色的古树园、儿童
友好公园，到槐荫区汽车主题公
园，为提升公园文化内涵，济南积
极探索“主题公园＋”模式，以文
化赋能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为市民提供更多有品位、有特
色、可互动的文化体验场景。

据了解，今年，济南市政府
将“新建口袋公园、社区公园、
古树公园等各类公园100处”列
为市政府为民办实事事项。济
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系统按照
年度建设任务，统筹协调，加快
推进项目立项、招投标、规划设
计、工程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
初步成效。

坚持规划引领，以增加百姓
身边公园绿地为目标，进一步提
高公园绿地布局的均衡度。对已
规划为公园用地的地块，根据实
施难易程度，督促区县园林绿化
部门，加快推进公园建设。坚持

“公园+”注入多元活力，融入功
能相宜的公共服务设施。

厚植绿色生态本底，因地制
宜，优先选用抗逆性强、寿命长、
体现地方特色的乡土适生植物，
塑造公园绿色基底。注重保护原
有地形地貌和大树古树，增加绿
荫林下休闲空间。探索“生态+”
模式，通过乔灌草、乔草等复层群
落种植模式，创新生态价值，实现
绿色惠民、全民共享。

突出文化主题。按照“一园一
品、突出主题”的原则，深挖泉城
人文、历史、非遗、生态等文化资
源，为市民提供更多有品位、有特
色、可互动的文化体验场景。打造
以“运动、健康”“铁路记忆”“济南
地名文化”“机场文化”“公交文
化”“玉兰文化”等为主题的各类
文化公园。

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美”上下功夫，“服务”上做文章

“公园+”为泉城注入多元活力
仲夏时节，走在泉城济南的街头，处处郁郁葱葱，一步一景，让

市民惊喜连连。
今年以来，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立足“以人为本”大格局，

着眼“生态、功能、文化”小细节，在“美”上下功夫，在“服务”上做文
章，利用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因地制宜，为群众提供更多方便
可达、管理规范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实现居民“推窗见绿、出门入
园、转角即景”。

贸易时空乐园成了附近市民的遛娃胜地，孩子来了就不想走。

济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着力在创新方法、打造品牌上下功夫

以“五个一”推动国动宣教工作走深走实
文/片 记者 夏侯凤超

建立一套机制

针对国防动员工作特点和
人员实际，研究制定宣传教育工
作的制度和流程，进一步规范新
闻稿件的审核与推送、宣传教
育工作队伍的管理与培训、重
大活动的服务保障以及年度考
核等工作，构建了目标明确、组
织有序、运转高效、上下联动的
全链条宣传教育工作机制。一
是建立骨干培训制度。每年组
织一次宣传教育工作骨干培
训，通过交任务、压担子、教方
法，不断提高宣传教育工作骨干
的能力素质。二是统筹用好全媒
体资源。建立媒体对接联系制
度，设立联络员，畅通与媒体的
沟通渠道，第一时间向媒体提供
新闻线索，第一时间获取媒体的
新闻需求。三是突出做好重大活
动宣传。根据重大活动各阶段的
特点，制定信息采集、现场采访、
稿件推送的工作方案，努力实现
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新媒体，
以及城市大屏、公交移动电视、
地铁传媒的全覆盖。四是建立
考核讲评制度。每年对区县宣
传教育工作进行考核、通报和
定期讲评，鼓励先进、鞭策后
进，压紧压实责任，营造“比学

赶帮超”的浓厚氛围，激发和调
动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积
极性主动性。

打造一个品牌

今年以来，济南市国防动员
办公室创新开展“长城”系列宣
教活动，并着力将其打造成济南
国防动员宣传教育的品牌，通过

开展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宣传教
育活动，教育引导全社会增强国
防动员意识、提高国防动员能
力。今年4月20日至5月10日，组织
开展了“爱我国防 长城—2023”
国防教育知识竞赛，市民积极踊
跃参与，参与答题76 . 38万人次，
其中90%为济南市民，10%的来
自济南市以外，达到了良好的宣
传教育效果。

抓实一项重点

“金盾”系列实战化训练演
练，是济南国防动员训练演练的
重点，是国防动员宣传教育的有
利时机，是对特定群体开展针对
性、专业性教育的重要时机。今
年，济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研究
制定了《济南市国防动员2023年
度训练演练大纲》，策划了军地
指挥联合演练、重要经济目标防
护演练、黄河流域中心城市联合
拉练、省会城市群协同演练等八
大类训练演练项目。4月份，完成

“金盾—2023”济南市重要经济目
标防护演练暨人防专业队拉动
点验。5月3日，结合“五三”防空警
报试鸣，组织社区居民和学校师
生开展“金盾—2023”人防应急疏
散演练，参练群众达25 . 7万人
次，广大市民在亲身参与中接受
了一次生动的国防动员教育。

搭建一批平台

积极挖掘资源，充分发挥优
势，搭建具有国防动员特色的宣
传教育平台。一是“百姓大舞
台”，作为市民群众展示才艺、愉
悦身心的大众平台，纬十二路人
防工程“百姓大舞台”自2019年投
用以来，演出逾300场，近2400个节
目，30000多人次参与，品牌影响力

不断扩大。二是“济南国动初心长
廊”，2020年6月开放至今，1000余
个机关单位、8万余人次到此参
观学习，被市文明办确立为首批

“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被中国
少先队济南市工作委员会确立
为“济南市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三是“要纳凉到人防”，开
放人防工程避暑纳凉，10万余平
米的避暑纳凉场所，每年接待市
民300余万人次。

培育一批载体

紧贴群众需求，回应群众期
待，积极探索服务群众的新方法
新手段，打造更多更好的宣传教
育产品。一是组织发放应急救援
包，今年计划面向市民发放1 . 5
万个，通过宣传教育“五进”、知
识竞赛、训练演练等多种方式进
行发放，进一步提升宣传教育效
果。二是用好《人民防空教案精
编》系列教育丛书，会同宣传、教
育、党校等部门，持续推进学校
国防动员教育的规范化、标准
化。三是组织编写《国防动员教
育知识读本》，扩大社会面的宣
传培训，进一步筑牢全市国防动
员的群众基础。四是制作国防动
员科普知识视频，发挥互联网技
术和信息化手段的作用，培育更
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群众喜
闻乐见的宣传教育载体。

今年以来，济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在济南市委、市政府和济南警备区的坚强领导下，聚焦服务
强省会建设大局、服务“项目突破年”、服务国防动员体制改革，坚
持守正创新，主动担当作为，着力在创新方法形式、打造品牌载体
上下功夫，努力构建以“五个一”为主要内容的国防动员宣传教育
工作格局，推动形成了覆盖全面、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
工作局面，有力提升了宣传教育工作的传播力、影响力。

济南国动初心长廊展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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