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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一场创意扎染
活动在东昌府区公安消防大
队活动室举办，10余名消防员
在扎染老师胡雅博的带领下，
用手中的各种材料制作出与
众不同的扎染作品。

扎染古称扎缬、夹缬和染
缬，是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
染色工艺，用纱、线、绳等物品
对织物进行扎、缝、缚、缀、夹
后再染色。它既可以染成带
有规则纹样的普通扎染织物，
又可以染出构图新颖、色彩绚
丽的工艺品。 ■ 赵琦

创意扎染 传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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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蒲二利） 记者日
前从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2021 年度，该局投诉举报系统共收到
各类投诉举报咨询73301件，办结率达
100%，为消费者挽回损失 741.6 万元。
其中商品和服务质量投诉、食品安全
投诉、售后服务投诉、价格投诉、广告
投诉是消费者投诉的5大热点，广告违
法举报、产品质量违法行为举报、钢管
举报、食品违法举报成举报4大热点。

从全年投诉消费类型上看，商品
类消费投诉 37351 件，占比 70.42%，服
务类消费投诉15691件，占比29.58%。

从全年消费者诉求内容上看，商
品 和 服 务 质 量 问 题 咨 询 投 诉 达 到
11360 件，占总数的 21.42%，与上一年
相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推
广和应用服务业等行业受理量下降明
显，零售业、批发业、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房地产等行业受理量有所上升。
食品安全仍然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问
题，全年投诉达到 5649 件，占总数的
10.65%，主要涉及食品包装标签标识不

符合国家标准规定、食品过期等。售
后 服 务 类 投 诉 5407 件 ，占 总 数 的
10.19%，主要是预付款消费类投诉举
报。价格投诉主要涉及物业收费、水
电费、停车收费等。新兴购物平台、直
播平台类的投诉举报问题呈持续增长
态势，主要为虚假宣传、夸大宣传和商
品售后无保障等问题。

2021年度举报总量13966件，其中
广告违法举报5323件，占比38.11%，产
品质量违法行为2376件，占比17.01%，
钢管举报1299件，占比9.3%，食品违法
举报1048件，占比7.5%。

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费
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理性消费、
合理消费，按需购买，切勿盲目跟风购
物，谨防假促销假优惠。网络购物需
选择正规网络交易平台，出现购物纠
纷及时维权。预付卡消费需慎重，养
成索取并妥善保管购物发票、小票、电
子交易码等有效凭证的良好习惯，以
便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我市发布市场监管领域
投诉举报9大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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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曹天伟 通讯员
赵璇） 为进一步完善市城区机动车停
放服务收费机制，从2月中旬起，市发
改委、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成立专门
调研组，就市城区智慧停车管理项目
建设运营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调研中，调研组实地察看了市城
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设置及规划、兴
华昌润智慧停车场运行等情况，详细
了解停车泊位建设施工成本、管理运
行成本、“聊城慧停车”App使用及推广
等情况，并听取了聊城市智慧停车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项目进度的汇报。

记者了解到，智慧停车项目是我
市为加快补齐城市停车供给短板、改

善城市交通环境而实施的一项重点民
生工程，计划总投资约 2.8 亿元，2021
年已完成投资约 4000 万元，2022 年计
划投资约5000万元。项目运营以智慧
停车管理平台为抓手，将路内外停车
场、不同产权主体的停车场、不同经营
主体的停车场纳入市级统一平台管
理，应用视频识别、移动互联网传输、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技术，构建城市停车资源统筹规划、信
息交互的智能管理体系，切实解决停
车难问题。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5000
多个泊位的智能化改造，2022 年计划
再完成5000个泊位的智能化建设。

市城区智慧停车项目加速推进
已完成5000多个泊位智能化改造

本报讯 （记者 张承斌） 2 月 20
日，市城区东关国际小区（东区）业主
张先生向本报记者反映，小区虽已建
成入住，但与小区西门紧邻的南北路
一直没有修好，给居民出行尤其是孩
子上学带来不便。

张先生说，按照规划，该道路向北
接通肖新街，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
有修通，“小区不少孩子在附近的河东
小学上学，因为这条路没法走，只能绕
行后菜市街、柳园路、利民路等道路，

原本比较短的路程一下子增加了不
少，很不方便。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
快把这条路修好。”

东关国际小区工程部负责人告诉
记者，居民所说的这条南北路是市政
道路，而非小区内部道路，因此有关情
况需要咨询相关部门。

东昌府区住建局城建科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该道路已被列入年度
建设计划，并将于今年上半年动工修
建。

这条路何时能修通？
住建部门：今年上半年动工

本报讯 （通讯员 孙晶） 为深入
推进志愿服务工作健康发展，高唐县
多渠道推动志愿服务活动开展，齐心
构建尊老爱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
礼貌宽容的人际关系。

目前，高唐县在中国志愿服务网
注册的志愿服务队 131 支、志愿者
52483 人，开展服务项目 124 个。根据

《山东省志愿服务条例》要求，该县各
志愿服务队开展关爱乡村孤寡老人、
为烈士寻亲、替烈士回家看爹娘、致敬
英雄慰问抗战老兵、送烈士回家等特
色志愿服务活动70余场次，先后动员
志愿者1500多人次，服务群众7000多
人次，发放助学金和生活补助金20余
万元。

“为孤贫老人送温暖”和“一对一
关爱事实孤儿”慈善项目由聊城市公
益顺风车志愿者协会发起。作为项目
执行方，高唐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对符
合条件的孤贫老人和事实孤儿进行资
助，截至目前，已开展活动43期，累计
救助260人次，发放助学金42万元、生
活礼包260个。

今年年初，高唐县成立了社会组
织发展服务中心。据介绍，这是一个
为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场地支持、政
策咨询、日常辅导、资源整合等多种服
务的“一站式”平台，可以实现互动交
流，共同探索独具特色的标准化、规范
化社会工作服务运作模式。

高唐志愿者注册人数逾5万

■ 文/图 本报记者 蒋红帅

2月27日，周日。随着天气转暖，
位于开发区东昌路和中华路交叉口的
知秋园越发热闹起来。市民们带着孩
子在春日的暖阳下，散步、玩耍，惬意
中透露着满满的幸福。在知秋园内的
一座小木屋式公厕内，公厕值守人徐
世华、翟春莲夫妇却无暇欣赏这大好
春光。对于他们来说，游人越多，预示
着越忙碌。

这里被他们称为“家”。之所以这
样称呼，是因为夫妻俩从 2018 年接管
这座公厕后，日夜值守在厕所最北头
的管理室，一天都没离开过保洁岗位。

“我们夫妻俩接管这座公厕4个年
头了。老头子负责清扫男厕，我负责
女厕。”翟春莲一边用毛巾擦拭着洗手
台上的水渍，一边和记者攀谈。

翟春莲说，她今年 63 岁，老伴 62
岁。知秋园是开发区最大的街角公
园，又因为地处商业区和住宅区密集
的黄金地段，所以每天来上厕所的人
特别多。

“清理便器、擦拭洗手台水渍、给
门把手和地面消毒……需要干的活太
多啦，所以我们老两口得勤快，不能停
歇。”翟春莲说。

记者看到，这座厕所虽然来往的
人不断，但在徐世华、翟春莲夫妇的管
理下却十分干净。仿木纹的地板砖从
地面一直延伸到墙面，每一块都光亮
整洁；镜子、洗手台被擦拭得一尘不
染；旁边的报纸订阅栏和公益雨伞架
摆放得整齐有序；墙壁上挂的绿植，更
是给整个厕所增添了生机。在厕所入
门处，挂着一张消毒登记表。表格上
显示，每天从上午 8 时到下午 5 时，每

隔一个半小时就对厕所进行一次消
毒。这张表格被蓝色圆珠笔画满了对
号，记录着两人的辛劳。

默默付出，收获满满。在4年的坚
守中，夫妇俩收获了周围群众的无数
好评和点赞。“我家就在知秋园后的小
区，天天来园子里‘遛娃’，所以也是厕
所的‘常客’。翟大姐夫妻俩真是非常
认真负责。365 天，无论天气好坏，不
分节假日，天天把厕所打扫得整洁干
净。”说起徐世华、翟春莲夫妇，市民邢
淑敏竖起大拇指。

随后，记者来到他们居住的管理
室。不到10平方米的屋内，一面墙被
监控装置和各种仪表箱占据。靠着东
墙，摆着一张双人床、一张吃饭的桌
子、两个塑料小板凳、几个装满衣物的
纸箱，这些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天
气不好和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晚上

就住在这里。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周
围路口有花灯，游人多，晚上大家赏完
灯后，我们再把厕所清扫干净。”翟春
莲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连续4年守着岗
位过年。

“没有人要求，这是我们夫妻俩的
选择，要么不干，干咱就要干好。”一句
话，诠释了徐世华、翟春莲夫妇平凡中
的坚守。

夫妻结伴“以厕为家”
——环卫工徐世华、翟春莲的平凡坚守

▲ 徐世华、翟春莲夫妇已在公厕
工作了4年

改造后的威尼斯花园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许金松

■ 本报记者 王培源

“小区改造以后环境越来越好，我
们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虽然去年冬
天天气寒冷，但开发区滨河花园北区
居民陈玉华心里却十分热乎。

我市持续聚焦市民关注的热点问
题，把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城
市提升工程的重要抓手，高质量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努力建设有高度、有厚
度、有温度的城市家园，群众的获得
感、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怎么改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滨河花园北区建成于 2002 年，共
10 栋楼、637 户，建筑面积约 5.8 万平
方米。改造前，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管
理服务缺位，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

“原先，一下雨路面就积水，而且
往外冒出很多臭水。”在此居住多年的
陈玉华对小区环境早有意见。

老旧小区改造，这项实事好事要
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必须坚持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为破解老旧小区改造
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开发区在方案设
计、施工等过程中，通过召开业主见面

会，搭建三方议事平台，向业主征求建
议、通报进展，引导各相关单位及业主
共同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探索出了

“3+3+N”的推进模式。
“第一个‘3’是建设管理部、街道

办事处、社区委员会；第二个‘3’是施
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N’是
全体业主。通过各方参与，将这项民
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开发区建设管
理部物业科科长秦绪朕说。

改什么

既要“面子”新更要“里子”实

2 月 22 日，记者走进东昌府区朝
阳花园小区，人车分流的小区大门、粉
刷一新的楼体、图文并茂的文化墙让
人眼前一亮，很难想象，几个月之前，
这里还是一个设施老旧、卫生状况堪
忧的老旧小区。

“我们小区前期是单位家属院性
质，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墙面破
旧，飞线杂乱，车辆乱停。去年 4 月，
小区公告栏张贴了老旧小区改造规
划，工作人员走访每户居民，征求对小
区改造的意见。经过 7 个月的改造，
小区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谈起
小区改造后的变化，朝阳花园小区物
业负责人王秀春一脸幸福。

聊城市民安控股建设有限公司旧
改部经理王腾说：“去年，我们受政府
委托，承担朝阳花园小区改造项目，并
统一开展东昌府区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在保证安全、质量、环保的前提

下，我们组织各参建单位协同施工，认
真听取居民建议，加强与业主沟通，尽
量做到让每位业主都满意。”

谁来管

长效管理让小区持久“保鲜”

老旧小区改造后，如何加强后续
管理，维护改造成效，这也是居民十分
关心的问题。

“现在一拾掇一改造，群众很满
意。希望以后供暖、供水一旦出现问
题，也有人给操心。”看着变好的小区
环境，陈玉华还有些担心。

“老旧小区是城市管理的薄弱环
节，大多缺乏完善的物业管理。如果

没有一个长期维护和运营管理机制，
小区改造后的效果难以长期保持。”秦
绪朕说，“我们组织召开业主恳谈会，
征求业主意见后，选聘物业管理企业
进驻，确定服务内容、服务等级和服务
价格。”

为持续提升小区居民的生活品
质，我市把落实物业管理作为老旧小
区改造的前提条件，对小区实行物业
管理全覆盖，以“红色物业”破除治理
瓶颈，引导物业企业进驻老旧小区，对
无专业化物业管理小区实行托管服
务。截至目前，我市已全面完成 2021
年度“齐鲁红色物业”建设中的各项主
要指标任务。

“改”出居民幸福感
——从老旧小区改造看如何办好群众急难愁盼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