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专 题4 2023 年 6 月 2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吕臻 美编：宫亮杰 校对：李吉洋

■ 岳耀军

城市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也考验着管理者的治理智慧。近
期，聊城市城管局下足“绣花功夫”，园
林、市政、环卫采取错时作业模式，不
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在创新
中打造更有温度的城市。

为做好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作，
市城管局园林中心遵循植物生长规
律，自5月14日开始，避开交通拥堵时
段，在晚间实施苗木浇灌及病虫害防
治，确保城市添绿不添堵。

“我们的错时作业是从夜间 8 点
至次日凌晨，对城区主次干道两侧苗
木进行灌溉、病虫害防治。这种作业
方式能够让苗木在夜间空气湿度大的
情况下，吸收足量水分，加速生长发
育，并能避免给市民白天出行带来压
力。”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绿化维护第四

大队队长薛伟介绍。
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该中心

组织单位骨干力量，集中调配水车、打
药车及高空作业车等大型车辆，沿市
城区主次干道，按机非分车带、人行道
绿化带、背景林的管护层次，进行夜间
浇水和病虫害防治，以及全域覆盖权
属范围内 38 条道路的绿化养护。作
业期间，该中心还配备专职安全检查
员进行巡查，确保夜间作业安全。

最近，细心的市民不难发现，城区
部分路段路面一夜之间多出了一些

“补丁”。坑洼不平的路面在不知不觉
中就被修复好了，这主要得益于市城
管局市政中心推行的错时作业模式。

为提升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保障市民安全出行，最大限度减少施
工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市政中心组织
养护队采取错峰错时施工方式，夜间
加班加点，对城区破损路面进行集中

修复。
为保障快速施工，市政中心组织

鲁西市政专业养护队伍 30 余人，集中
调配翻斗车、铣刨机、摊铺机、压路机、
雾炮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在夜间对前
期排查的问题路面进行修补，并采取
有效措施减少噪声和扬尘污染，最大
限度保障施工安全和质量。

截至目前，市政中心已完成了向
阳路路段、湖南路路段、花园路与湖南
路路口、卫育南路等路面的修补工作，
共修补路面面积约 4600 平方米。“以
前一修路就要封路，大型设备白天在
路上施工，既影响交通又不安全。现
在改为夜间施工，将施工的影响降至
最低，这种做法确实很好。”市民纷纷
点赞。

错时错峰清洗城市道路，是市城管
局环卫中心一直坚持的做法，但如何把
这种精细化深度保洁工作做得更好，是

他们努力的方向。今年，市城管局环卫
中心按照市委“三提三敢”要求，紧盯作
业一线，对道路保洁模式进行实地调
研，制定工作新标准、新目标。

针对白天、夜间城市道路不同的
交通状况，环卫中心深化实施错时错
峰作业模式，对道路“夜间洗街净土、
白天洒水降尘”，将往日的“单枪匹马”
改为“兵团作战”，紧抓道路车少、人少
的晚 10 时至次日早 6 时时间段，采取

“六车联合”“八车联合”“单车道联合”
等作业方式，大幅提升了机扫效率，有
效保证了作业效果。

夏天气温升高、空气干燥，道路浮
尘增多，环卫中心采取“道路冲洗+机
械清扫+人工保洁”三位一体作业模
式，确保城区洒水降尘规范化、精细
化、常态化。同时，环卫中心持续开展

“十大洁净行动”，以整洁的环境面貌
为市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下足“绣花功夫”雕琢水城之美
——市城管局错时作业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园林中心夜间喷药防治植物病虫害。（资料图）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小麦
条锈病防治，不能只靠政府部门和农
技人员，咱们广大农户和经营主体更
要提升自主防治意识和能力。”5月30
日，“空中课堂”如期开讲，聊城市农业
农村局正高级农艺师张素芳就当前阶
段小麦的病虫害防治进行授课，学员
们踊跃提问、交流，气氛热烈。“智汇春
耕行动”开展两个月来，我市邀请农技
专家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题，500余
名种植大户从中受益。

2023年山东省“智汇春耕行动”
启动后，组织 5000 余名农业领域专
家深入基层一线，为基层提供多种形
式的技术服务和支持，促进农业技术

创新和推广应用，全力保障春耕生
产。我市相关部门抽调市农牧领域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县镇农技
专家、农技骨干人才和职业农民专家
400余人，组成多个专家服务团，深入
田间、果园、农场等，进行专题授课，
重点围绕小麦管理、花生玉米间作、
大豆玉米间作、玉米栽培、果园管理、
农业机艺融合和农牧养殖等领域，指
导农民做好育苗育种、催苗早发、水
肥管理、防冻抗旱、病虫草害防治等
生产工作，开展规模性示范活动 12
次，实现涉农县（市、区）全覆盖、涉农
产业种类全覆盖。

行动中，我市以农业技术专题讲

座等方式，组织有想法、有思路、培训
意愿高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
责人、农村技术骨干参加培训，按经
营管理、生产技能、现场观摩三个阶
段开展集训活动，系统讲解农业生产
技术，重点培训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
理过程中所需基本素质及能力，包括
产业发展、经营理念、轻简高效栽培
技术、小麦中后期管理、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机械化生产减损等新技
术、新模式。同时，我市创新实施“互
联网+培训”模式，在全省率先举办

“农技升维开新局”系列活动，定期举
办农科大讲堂、邀请行业顶尖专家召

开高端报告会。专家张海燕、朱传
宝、张素芳等采取“空中课堂”云授
课，多平台同步开展直播授课15期，
解决群众问题500余条，服务群众累
计 14 万人，引导农民发展科技致富
项目和特色高效产业，促进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公室主任阮洪利
介绍，“智汇春耕行动”中，我市精准聚
焦春耕生产技术需求，有针对性地邀
请专家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题，累计
有500余名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合
作社负责人等参与活动，营造了专家
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

聊城“智汇春耕行动”惠及14万群众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一鸣）“感谢
社区，为我们解决了大难题！”5 月 31
日，看着被清掏干净的下水井和排污
管道，家住阳谷县博济桥街道金谷社
区中心广场南侧胡同的居民李先生
高兴地说。这是该社区坚持党建引
领社区治理，以“红色议事厅”架起

“民心桥”、破解居民难题的一个缩
影。

据了解，金谷社区中心广场附近
的排污管道年代久远、设施陈旧，再
加上周围商户和居民较多，导致下水
道经常堵塞，污物外溢，给居民生活
造成很多不便和困扰。日前，居民将
问题反映到东街党支部，东街党支部

将问题反馈给金谷社区，金谷社区随
即在“红色议事厅”召开由社区党委、
东街党支部、居民代表、商户代表参
加的专题会议，协商研究问题的解决
方案。

会后，东街党支部迅速联系施工
方实地排查，对排污管道进行彻底清
掏和疏通。随着问题的圆满解决，附
近居民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进一步
做好服务群众工作，着力解决居民关
切的问题，持续优化社区治理，不断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共筑幸
福家园。”金谷社区党委书记辛鸿雁表
示。

博济桥街道

党建引领解民忧

近年来，东昌府区围绕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的总目标，高标准推进“四好乡村路”建设，打造出“四通八达、互联互通、安全便捷”
的公路交通网络，为群众出行营造了“畅、安、洁、绿、美”的交通环境，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支撑。图为5月29日，车辆
行驶在东昌府区闫寺街道通往庞庄村的一条“绿美”乡村道路上。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周生毅

■ 张颖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随着越来越多电商企业将目光

转向农村市场，电商渠道下沉成为

一种趋势，农村电商市场蕴藏着巨

大的发展潜力。今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也对农村电商物流、农产品供应

链、冷链物流等提出了相关要求。

聊城作为传统农业大市，具

有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区位、资

源等天然优势。在互联网飞速发

展的影响下，我市农村电商规模

近年来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上线

产品日益增多，也掀起了一股农

村电商的创业热潮，在助力乡村

振兴和“三农”发展中作用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我市发展农村

电商目前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

题，如农产品同质化严重、质量标

准认证困难，物流建设滞后、人才

缺乏、金融支持滞后等。相信随着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叠

加效应显现以及投入力度的加大，

这些问题未来几年都将迎刃而解，

农村电商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

在乡村振兴和促进县域农业农村

数字化转型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

用。

认清新形势，把握新机遇，迎

接新挑战。农村电商自身也要加

快升级，才能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要注重与平台合作，各平台运营模

式不同，应选择相匹配的合作对

象。注重上游产品，把货源做好，

产品过硬是根本条件；注重数据驱

动，有了好产品，还得用数据说话，

毕竟，不能用数据说话就很难拿到

进入智能化供应链的“门票”。要

因地制宜，以农村电商升级全面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包括助力质量兴

农，助力农产品原产地精深加工和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各种农

业新业态的发展；面向市场，开展

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工作；升级

人才队伍，培育电商人“数商兴农”

新能力。同时，将农产品出村与消

费者进村结合起来，将农产品生产

与经营结合起来，将农产品经营与

乡村经营结合起来，立足本地产业

实际匹配电商，不断提升农业电

商、数字商务以及农业全产业的数

字化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发展农村电商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4月中
旬，东阿县农技人员在普查过程中，
发现小麦条锈病情，及时上报并采取
应对措施，给全省拉响了警报。”5月
30日，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
公室主任阮洪利介绍了“智汇春耕行
动”发挥的重要作用。

阮洪利说，4 月 13 日，东阿县植
保技术人员在鱼山镇张半仙村发现
小麦条锈病，发病中心为5平方米左

右、发病病株在 100 株左右、发病面
积达 100 亩，感染品种为济麦 22，是
我省首个发病点，始见期较常年偏早
约 20 天，比去年偏早 13 天。发现全
省首例小麦条锈病病情后，该县立即
向上级部门作出汇报，第一时间启动
农业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采取地面与空中防治相结合的方
式，对周围 300 余亩麦田进行了飞
防，并组织技术人员下乡进村指导，

密切监测小麦条锈病发生态势。
4 月 19 日，东阿县组织“智汇春

耕行动”系列活动，重点结合此次早
发的小麦条锈病灾害，组建了由市指
导专家、县农技专家、农技骨干人才
和职业农民专家共 30 人的服务团，
理论授课与现场指导相结合，深入一
线补齐农民病情防治和生产技术短
板，为小麦条锈病防治提供了可靠智
力支撑，有效切断了传播源头，控制

了扩散态势。
4月27日上午，农业农村部种植

业管理司一级巡视员朱恩林率队到
东阿调研小麦条锈病防控工作，对东
阿小麦病虫害防控做法表示肯定，并
指出要持续做好技术指导，严防条锈
病扩散蔓延，为夏粮稳产增收打好基
础。

阮洪利介绍，结合“智汇春耕行
动”，我市各县（市、区）通过多种方式
组织开展关于惠民补贴、农业资助等

“三农”政策宣讲，指导小麦水肥管
理、病虫草害防治技术等生产工作，
小麦条锈病等多个科普视频吸引20
万余人次观看。

及时发现全省首个小麦条锈病发病点，东阿——

农技服务团把“麦”开方

本报讯（通讯员 彭月勇）“这块
牌子分量很重，我会好好珍惜，把美德
健康生活传到村子里的每个角落。”5
月26 日，茌平区杨官屯乡豆腐赵村村
民初士英从杨官屯乡党委副书记姜翠
茹手中接过“新时代文明实践家庭站”
的牌子，激动地说。

“‘新时代文明实践家庭站’是以
家庭成员为志愿者主体，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有针对性开展志愿服务、理论
宣讲等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群众就近
即可得到帮助、参与活动。”姜翠茹介
绍，“初士英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

勤劳俭朴、热情善良，是十里八乡人人
夸赞的好媳妇、好妻子。我们希望通
过‘初士英家庭站’，更好地传播移风
易俗、勤劳致富、爱护环境等理念，拉
近群众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距离。”

典型引领，示范带动。“新时代文
明实践家庭站”利用贴近群众的优势，
着力打通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米”，为打造乡村振兴“铸魂”工程和
提高乡村文明素养、改善社会风气提
供了有效途径，成为人民群众拥抱新
时代、践行新思想、迎接美德健康新生
活的新窗口。

杨官屯乡

文明阵地建到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