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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晓磊 范艳红

民生民心，情之所系。今年 1—3
月份，12345市民热线共受理市民诉求
591653 余件，日均受理近 7000 件。“有
问题，就拨打12345。”“12345真管用！”
成为市民普遍的心声。

行动快，点亮公园景观灯

“公园里的景观灯亮了，天黑时公
园里不再是黑漆漆一片，也更漂亮
了！”4 月 6 日，困扰冠县清泉河小竹林
公园附近居民的景观灯问题得到了解
决。景观灯亮了，居民的心也跟着亮
堂起来了。

在冠县滨河路路南清泉河小竹林
公园内，景观灯有部分电线裸露，不仅
影响公园附近居民出行，而且存在安
全隐患，4 月 6 日，李伟（化名）拨通了

12345市民热线，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
维修公园内景观灯的电线裸露问题。
冠县执法局接到工单后，立即组织技
术人员赶赴现场查看核实，发现景观
灯具已丢失，电缆线头裸露在外，存在
安全隐患。工作人员现场安装了新的
景观灯，为了更好地保护行人的安全，
还为景观灯加装了保护罩。经过两个
小时的积极抢修，公园内的景观灯全
部恢复正常。

“别着急，我们帮您找孩子”

两个孩子离家出走 17 个小时，这
可把莘县王庄集镇居民赵鑫（化名）急

坏了。这时，他想到了 12345 市民热
线，一个电话打过去，在派出所民警和
热心群众的帮助下，成功将孩子找
回。赵鑫连声感叹：“这真是一条为民
排忧解难的热线！”

4月5日18时左右，平日已经到家
的两个女儿却迟迟没回家，这可把赵
鑫急坏了，立即发动家里人外出寻找。

4 月 6 日，心急如焚的赵鑫拨打了
12345市民热线，“别着急，我们帮您找
孩子。”话务员一边在电话中安慰赵鑫，
一边第一时间将工单派出至基层单
位。群众的“揪心事”不能等。接到诉
求后，莘县公安局王庄集派出所立即行
动，以孩子就读的小学为中心向四处散

开寻找，并调取沿途监控，查看是否有
两个孩子的身影。考虑到两个孩子在
近几年多次与家长吵架离家出走，王庄
集派出所民、辅警加大寻找力度，扩大
寻找范围，终于将两个孩子找到并送回
家中。群众反映的诉求能快速得到解
决，这与12345市民热线受理中心完善
的接诉即办工作机制密不可分。在各
基层单位的通力协作下，12345市民热
线已经成为一条让群众安心的“暖心
线”。

听民声，洒水车“变温柔”

在音乐声中，洒水车缓缓驶过道

路，水枪沿路喷洒清水，这一日常作业
有时却带来矛盾。“洒水车刚才从身边
经过，水溅了我一身，因为还有工作要
做，回家换衣服也不现实。”4 月 8 日上
午，在临清市原税务局门口路段上，一
辆洒水车正在作业，却给经过的市民
赵继东带来了不便。

“洒水车洒水的主要作用是抑尘，
因为空气是流动的，洒水抑尘是必不
可少的。而针对市民提出的问题，环
卫中心也在不断地改进。”为了确保市
民的安全出行，临清市环卫中心叮嘱
所有路段作业人员在洒水过程中，把
水量调小，频次调低，适当调整洒水时
间，避免道路湿滑，规范洒水，礼让行

人，确保市民安全出行。“接诉即办”既
要就事论事、一事一议，更要举一反
三。为解决降尘清洁洒水车作业时对
广大居民造成的不便，临清市环卫中
心已规定 07:30—08:30、11:30—12:30、
13:30—14:30、17:30—18:30四个时段内
禁止洒水车辆进行降尘作业。与此同
时，洒水车在行驶喷淋作业时需文明
驾驶，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用实际行
动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洒水车对城市清洁起到一定作用，为
我们营造了干净、整洁的环境，环卫工
人也很辛苦。”在接到 12345 市民热线
的回访电话时，赵继东表示支持和理
解。

为群众服务没有终点。市 12345
市民热线受理中心抓住关键小事，办
好民生大事，让市民从一点一滴中感
受到服务温度。

为群众服务没有终点

■ 本 报 记 者 王培源
本报通讯员 王丽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咱们
青年人才要积极主动地工作，勇于到
一线锻炼提升，努力练就有担当的‘铁
肩膀’！”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青年人
才座谈会在高新区举行。

座谈会邀请高新区区直各部门、
国有企业优秀青年人才代表参加。青
年人才代表立足岗位工作和生活感
悟，讲述自己到高新区就业后的工作
感受、学习感悟及生活状况。“大家要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为高新区发展积
极建言建策。”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党
群工作部部长马欢作为本次座谈交流
会的“召集人”，通过分享个人工作经
验，勉励青年人才成长。

为建设好青年人才队伍，高新区
多措并举激发人才活力，努力形成人
才的“井喷效应”，使更多优秀青年人
才挑大梁当主角。

畅通成长渠道

为了打造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相匹
配的人才队伍，高新区开辟多个渠道，
助力青年人才成长。建立青年人才座
谈交流长效机制，定期召开青年人才
座谈交流会，进一步了解青年人才思
想与工作情况，激励青年人才干事创
业、担当作为；定期举办专题化的青年
人才“火炬论坛”讲座，通过邀请专家
学者授课，使青年人才把握住继续前
进的优势和机遇，明确奋斗目标，加强
战略谋划；对有学历提升意愿的青年
人才，提供免费研究生培训名额，鼓励
技能人才进行专业技能提升。

同时，高新区加快用人机制改革，
实行以岗位竞聘和组织推荐为主的干
部任用机制，逐步规范用人机制，破除
人才流动壁垒，努力选拔出一批优秀
青年人才。实行“揭榜制”项目管理模
式，打破原有的层级限制，辖区具备一
定领导能力和综合协调统筹能力的人

员都可以进行揭榜，以灵活的机制最
大限度激发干事活力。

擦亮爱才品牌

人才聚则事业兴。高新区不断健
全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
擦亮“金月季”爱才品牌。率先建立了
全市第一个综合性人才政策体系“金月
季人才工程”，重点针对高端人才、青年
人才、在外人才、创业人才、技能人才等
实施人才队伍提升“八项行动”。对引
进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
等普惠性人才，在市级补贴的基础上，
每月再给予生活补贴3000元、2000元、
1500元，实现按月发放到位。

为了让来区人才感受到家的温
暖，高新区“以节为媒”借助端午节、中
秋节、冬至等传统节日，举办青年人才
交流座谈会，真诚关心人才、爱护人
才。推出全市首个免费人才公交专
线，惠及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入
驻企业机构106家，满足400余名人才

通勤需求。

实施高效服务

高新区把强化人才服务作为拴心
留人的重要措施，推出“月季花开·人
才服务季”活动，先后举办“云上高新·
人才说”及“精准服务、送岗到家”青年
人才对接等人才服务活动100余场，线
上线下累计吸引7万余人次参加。创
新推出全市首个人才服务IP——人才
影享会、人才乐跑团、人才学习社、人
才成长吧，累计服务人才2万余人次。

同时，高新区打造“人才归谷”新
概念人才社区品牌，升级改造了第一
批人才公寓的环境，给人才打造温馨
舒适的人才之家，筹建了第二批聊城
高新人才公寓176套。优化“一站式”
服务流程，完善“一站式”人才服务，受
理“一窗受理”业务2092件，帮办代办
2400 余件，推进“无形认证”“政策找
人”工作机制，为来区人才营造了良好
的发展环境。

让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高新区打造人才聚集“洼地”

4月11日，在东阿辰康药
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
人在赶制订单。

近年来，东阿县淘汰旧产
能，培育新动能，以东阿阿胶
为龙头的大健康产业已扬帆
起航，西部医疗康养和东部产
业聚集两大功能区基本形
成。东阿辰康药业有限公司
便是东部产业聚集区的优秀
企业代表。辰康药业小分子
肽项目总投资4.8亿元，全部
达产后年可生产15种小分子
肽 1600 吨，年销售收入 6亿
元。

■ 商景豪 温新宇

机构名称：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
茌平支行

机构编码：B0325S33715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921240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

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券；
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
证服务；代理收付款项；经中国银保监会或
其他享有行政许可权的机构核准或备案并

经上级机构授权的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2022年4月7日
机构地址：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民生路

名人府小区沿街楼
邮政编码：252100
发证日期：2022年4月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聊城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网站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聊城监管分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供电设施检修，我公司计划在下列时段对以下线路进行停电检修，现将检修线路、停电区域及主要影响客户范围（公告见附表）。

我公司对电网检修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将努力缩短停电时间。衷心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聊城供电公司

2022年4月14日

停电公告

■ 本报记者 李政哲

4月的太平新村，田野披绿，百草吐香；水光灵秀的沉
沙池，微风习习，碧波荡漾。4月14日上午，一支新闻战
线的年轻队伍在度假区于集镇太平新村党建广场上整装
待发。聊城日报社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的7名记者和度
假区文明办工作人员一起，举行“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
代”记者“蹲点行动”联合采访。

此次活动是聊城日报社和度假区多年来深厚友谊的
美好见证、延伸升华，也是今后携手并肩，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一起向未来的美好起点。

简短的启动仪式后，在太平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周润秋引导下，记者们开始了采访之旅。

太平新村位于沉沙池中心，是聊城市重点革命老区
村，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曾经因为泥沙长期沉积在
村两侧，导致群众生产生活困难，成了沙窝窝里的苦村子。

“刚才参观村史陈列室，我对‘血换太平’的牌匾印象
很深。当时太平庄保卫战到底有多惨烈？”记者刘小希对
当年的红色故事相当感兴趣。周润秋介绍，当时太平庄仅
有400多人，侵略者为了攻下这里，从十几公里外调来军
队，最终却失败而归，是我军民用鲜血换来了今天的太平。

红色精神代代传承。如今，这个经历过两次整村搬
迁的太平新村今非昔比！

这些年，太平新村建成了村办公楼、卫生室和学堂，
种上了树，发展了产业，群众全部搬进了二层楼房，吃水
难、行路难、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逐一得到解决，村里有
着说不尽、道不完的幸福故事。

“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和现在相比，村里变化大不
大？”记者岳耀军问。“那时出村进村只有一条土路，雨雪天
到处是泥，车辆和人常会陷进泥里。”70岁村民周庆喜说。

在锦鲤养殖基地，记者刘桐耐心询问锦鲤繁育、优
选、精养、销售等情况；在羊肚菌和大球盖菇试种大棚，记
者尹腾淑仔细观察食用菌的长势……记者们认真听、细心看、仔细记，用心感受太
平新村的可喜变化。

“这次采访让我对太平新村这些年的发展有了全面了解，作为媒体记者，我们一
定要践行‘四力’，用笔尖和镜头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记录太平新村
发生的巨大变化，讲好来自基层一线的鲜活故事，既深入反映基层人民生产生活的
不断改善，又充分展现聊城儿女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聊城日报社新闻中心经济新
闻部主任曹天伟说。

最后，记者们返回太平新村党建广场，结束了当天的采访。此时，一阵阵笑声
从广场上传出，面前是群众一张张质朴的笑脸，身后是绿树成荫的春景，对于每一
位记者来说，这是感受太平新村变化最生动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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