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2 2022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岳殿举 于伯平 版式：李旭 校对：王博

■ 本报记者 林金彦

公益汇聚力量，爱心传递温暖。
在聊城，“尚善社工”是市民耳熟能

详的名字。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社
区，尚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者奉献
爱心的身影活跃在聊城每一个角落。

“从2017年成立之日起，一对一关爱事
实孤儿、为孤贫老人送温暖、用爱照亮
自闭症儿童的成长路，就成为我们的初
心。”4月18日，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理
事长、尚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刁
海刚向记者介绍。

刁海刚说，目前，尚善社工开展的
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一对一关爱事实
孤儿”。“事实孤儿不是标准意义上的
孤儿，他们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关爱
和关怀。”刁海刚说，这些事实孤儿需

要的不仅仅是物质帮扶，更需要精神
上的关爱。从2019年开始，尚善社工
每 年 向 符 合 条 件 的 事 实 孤 儿 发 放
1000—1800 元的助学金，为他们购买
意外险、发放学习礼包。为了从精神
层面关爱事实孤儿，尚善社工还定期
进行家访，开展心理疏导和亲情陪
伴。目前，他们已帮扶事实孤儿10300
人次，帮扶资金达1900余万元。

13 岁的萌萌家庭十分不幸，父亲
2016年因车祸去世，母亲随后改嫁，现
在，萌萌和弟弟跟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萌萌的爷爷和奶奶患有重病，长
年吃药，无劳动能力。刁海刚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给姐弟俩送去了助学金
和学习礼包，和他们结成了帮扶对
子。尚善社工还出资帮助他们修缮了
房屋。

“现在，萌萌一家已被纳入政府救
助体系，孩子也越来越懂事，我们感到
很欣慰！”刁海刚说。为帮助更多需要
帮助的孩子，尚善社工还在东昌府区
郑家镇、沙镇镇等地建成了12家“儿童
主任工作室”，设立了事实孤儿“动态
数据库”，根据数据库实施精准帮扶。

除了事实孤儿，65 周岁以上的孤
贫老人也是尚善社工的重点服务对
象。刁海刚说，他们在工作中发现，很
多老人因为没有子女、子女重疾等原
因缺乏关怀，心理上十分孤独，很多人
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于是，尚善社
工启动了“为孤贫老人送温暖”项目。
目前，“为孤贫老人送温暖”项目已资
助2639位老人，在为孤贫老人送去最
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同时，还为他们送
去了情感关怀。

尚善社工还建设了一处孤独症儿
童康复中心，尽己所能，点亮残障儿童
的生活之光。

2020 年下半年，在团市委的大力
支持下，“一对一关爱事实孤儿”“为孤
贫老人送温暖”项目被纳入全市乡村
振兴青年志愿者计划，与“牵手关爱”

“金晖助老”项目融合推动。通过与各
级团组织合作，项目得到了更好的发
展，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挥了积极作用。

“奉献爱心，服务社会。我们永远
在路上。只要我们每个人多做一点，
特殊群体的境况就能多改善一点。”刁
海刚说，今后，他们将发挥优势，提高
社会工作的专业水平，积极融入和参
与社会治理，为社会文明和谐贡献青
春力量。

尚善社工：追光逐梦 不忘初心

■ 本报记者 苑莘

“现在，哪个村没有三五个坑
塘？这些坑塘可都是‘宝贝’，若真
能够利用起来，不但农村生态环境
可以得到极大改善，还能让村民的
钱袋子鼓起来。走，今天带你看一
看我们村的‘宝贝’！”4月24日上午
8时，市位山灌区管理服务中心派驻
莘县妹冢镇杨楼庄村第一书记李秀
远对记者说。

李秀远身穿休闲装、运动鞋，走
路很快，看上去和村里的其他年轻
人没什么两样。

这条“探宝”路线，李秀远已走
过不知道多少次，路上会经过谁家
门前，他都一清二楚。“二建，上棚里
去啊？想着带着你父亲去查体。”路

上碰到村里的乡亲，已经在村里生
活工作了半年多的李秀远会主动打
招呼。

记者跟着李秀远从村委会办公
室旁的胡同向南走，经过原来村小学
的院落，没走多远就到了村子南部的
一个坑塘旁。这个坑塘四四方方，占
地约五亩，被土堰分成了四个方块。
坑塘边的新土、刚栽的小树苗、塘底
浅水中刚钻出的莲叶……这些元素
给人的感觉就是“新”。

这个坑塘确实很“新”。李秀远
的手机相册里还有它一个月前的模
样：塘底坑坑洼洼，一棵棵杨树下满
是杂草和落叶，坑塘边还有些生活
垃圾。

“为了提高村集体收入，给村里
打造一个新景观，村党支部征求了

群众意见，决定把坑塘清理出来种
植莲藕。”李秀远说。

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这个坑
塘很快变了模样。

经风一吹，坑塘水面泛起“皱
纹 ”，在 阳 光 照 射 下 波 光 粼 粼 ，
煞是好看。看着眼前的景象，李
秀远很有成就感，他告诉记者，这
次坑塘改造将为村集体每年增收
8 万元。

离开村南的坑塘，李秀远领着
记者沿着胡同向北走，很快就看到
了村北的一处坑塘。“这个坑塘已经
打扫干净了，村里计划明年把它打
造成藕塘。”他指着眼前的长方形坑
塘说。

在村东头的生产路两旁，一南
一北还有两个坑塘，几位村民正在

那里垂钓。“南边这个坑塘我们整
理出来后，承包给村民养鱼，目前，
已经蓄了一部分水；北边的坑塘计
划搞水产养殖，但是引水问题还没
解决。”李秀远说，这段时间他正在
争取从附近的河沟引水进村。

“李书记为我们村集体增收想
了很多办法。”同行的杨楼庄村党支
部书记张虎增说，最近几年，村集体
每年有 10 万元的收入，只能满足村
内修路之类的基本需求，坑塘改造
拓宽了杨楼庄村的增收渠道。

“杨楼庄村的老年人比较多，咱
们好好干，等村集体有钱了，可以在
村小学原址建一座养老院，解决咱
们村村民的养老问题。”李秀远道出
了心中的想法。

第一书记坑塘“淘金”

开栏语
创建文明城市的最终目的是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和生活品质，精准满足群众需求，让群众共享城市发展成果。随着我市文明创建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创建

成效与城市变化非常显著，然而，不文明现象依然存在。即日起，本报开设“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进行时”专栏，直面问题，点名曝光，督导跟进，以曝光促整改、以整改
促落实，确保问题高标准整改到位，让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净起来、绿起来、美起来、文明起来。

本报讯 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
区市容环境，我市积极推动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然
而，记者在东昌湖边走访时发现，虽然
大多数市民都能够文明游玩，但店外
经营、占道经营、乱摆摊、乱停放、乱扔
垃圾等不文明现象依然存在，给美丽的
风景“抹黑”。

4月25日下午，记者来到东昌湖
畔的金龙广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在
这里游玩，记者看到，周围胡乱停放着
不少车辆，另有几位商户在广场上摆
摊售卖儿童玩具，地面上，方便袋、烟
头、饮料瓶、纸屑等垃圾格外显眼。

湖边的步道上，不时有人将电动
车、三轮车停放在那里；绿化带中有市
民丢弃的纸屑、方便袋等垃圾；北关桥

西，不少机动车停放在人行道上；东昌
宾馆附近水域的岸边，部分车辆乱停
乱放；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门口，也有
部分车辆乱停乱放；在光岳楼周边，有
部分商户把商品搬至屋外出售，还有
商户摆地摊出售书籍、糕点等……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自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市
城区环境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但还存在一些卫生死角，希望相关
部门下足绣花功夫，提升精细化管
理水平，让城市更宜居，让市民生
活更美好。本报呼吁广大市民从身
边事做起，共同维护聊城的城市环
境和城市形象，为文明城市创建贡
献力量。

（本报记者）

东昌湖风景区
不文明现象煞风景

聊城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根据聊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的提请，于2022年4月26日表决通过，决定任命：

王东方为聊城市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工作室主任。
免去：
苏永侠的聊城市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工作室主任职务。
现予公告。

聊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4月26日

聊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7号）

聊城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根据聊城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张百顺的提请，于2022年4月26日表决通过，决定任命：

郭守印为聊城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丁耀伟为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王相东为聊城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解志超为聊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景志国为聊城市民政局局长；
商光胜为聊城市司法局局长；
任海波为聊城市财政局局长；
张玉录为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张建军为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张亚为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韩德振为聊城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王同章为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盛强为聊城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
周江涛为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魏天山为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刘立新为聊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赵松俭为聊城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陈长华为聊城市审计局局长；
金同元为聊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闫友亮为聊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宋一丁为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宋家元为聊城市统计局局长；
郑娟为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杜娟为聊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许德伟为聊城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主任；
任凯为聊城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范纯志为聊城市大数据局局长；
杨国强为聊城市信访局局长；
李其超为聊城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现予公告。

聊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4月26日

聊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8号）

聊城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根据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贾富彬的提请，于2022年4月26日表决通过，任命：

姚之阁为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

免去：
张博的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袁家鹏的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职务。
现予公告。

聊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4月26日

聊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9号）

本报讯（记者 于新贵） 4月26日
是第22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市文化和旅
游局发出倡议，呼吁社会各界携起手
来，学习版权法规，做版权宣传者，树牢
正版意识，做版权示范者，参与版权管
理，做版权践行者，尊重知识、崇尚创
造，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版权保护
的浓厚氛围。

倡议呼吁，学习版权法规，做版权
宣传者。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和关于版权保护的政策、法
规，积极参与宣传保护版权的社会活

动，切实维护好他人和自身的合法权
益。树牢正版意识，做版权示范者。正
确认识侵权盗版产品危害，尊重他人劳
动成果，自觉拒绝盗版、远离文化垃圾，
不购买、不使用、不阅读、不传播盗版出
版物，让侵权盗版行为没有市场。参与
版权管理，做版权践行者。坚决与侵害
他人著作权的不法行为作斗争，积极举
报涉及著作权的违法行为，主动配合政
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对侵害著作权违法
行为的遏制、查处和打击工作。

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出倡议

做版权宣传者示范者践行者

◀湖边乱停乱放的老年代步车 本报记者

▲湖边步道上的垃圾格外显眼 本报记者

本报讯 （记者 王军豪 通讯员
岳宗磊）“这个平台自 2020 年 4 月开
始建设，我们在建设过程中逐渐完善
各项功能和数据。去年4月，平台的数
据已经应用于行政审批服务。”4月25
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
划科科长郭中哲告诉记者。

郭中哲说的平台是聊城市国土空
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
统。“以往，由于客观原因，国土空间
规划偶尔会出现城规、土规、林规相
互冲突的情况。有了这个平台，就可
以有效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郭中哲
介绍。

聊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

施监督信息系统以第三次国土调查成
果为基础，整合各类自然资源关联数
据，形成坐标一致、边界吻合、上下贯
通的“一张底图”。该系统叠加各级
各类自然资源数据成果，实现各类空
间管控要素精准落地，打造了标准统
一、可持续更新的数据库。

市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中心遥感监
测科副科长周辉介绍了平台的运行状
况。他在电脑上登录系统，随机点开
一个地块，地块的性质、用途等信息一
目了然。周辉介绍，从国土空间基础
信息平台调用数据后，系统可提供数
据资源浏览、专题图制作及对比分析、
查询统计等功能，推进政府部门之间

的数据共享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
交互。

在国土空间分析评价方面，该系
统利用模型管理构建双评价和双评估
模型应用，辅助分析自然资源禀赋、生
态环境本底情况、国土空间生态保护
程度以及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的适宜
程度，为三区三线划定提供支持，为国
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及风险识别评估
提供分析成果。

在国土空间规划成果审查与管理
上，该系统有成果质检、汇交、审查、管
理等功能，可为规划成果质量保障提
供成果完整性、拓扑错误等检查，并出
具检查报告，可为规划成果科学合理

性保障提供图数一致性、空间布局合
理性等审查服务。此外，该系统还实
现了规划管理行为全过程可回溯、可
查询。

郭中哲介绍，聊城市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有不少
亮点。“我们实行市县一体化建设，投
入资金约600万元。如果市县分开建
设，每个县（市、区）就需要投入三四百
万元。”郭中哲说。

聊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
施监督信息系统还收集了历年来的高
精度遥感影像，形成可追溯的聊城时
空影像图，可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便
捷的数据服务。

我市搭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平台
实现统一用途管制和实施情况动态监管

本报讯（刘桐） 4月26日上午，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柳庆发带队到东昌
府区调研统一战线工作，并督导创城工
作。

柳庆发一行先后到柳园街道第六
网格社区、鑫鹏源智能装备集团、聊城
二中民进民盟支部活动室、古楼街道铁
塔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东昌
府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新社会组织
实践创新基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小区
文明创建、产业经济发展、民进和民盟
支部建设、少数民族群众公共服务、“双

创”基地运行等情况。
柳庆发强调，要坚持条块结合，坚

持问题导向，对标对表，全面认真排查，
精准精细落实各项措施，高标准高质量
抓好创城工作。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强化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全面
提高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为少数
民族群众求学就业、务工经商、安居定
居创造良好环境。要不断创新载体平
台，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在服务大局中的重要作用。

柳庆发到东昌府区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