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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金松） 1月9日，
记者了解到，2月2日—25日，九州洼月
季旅游景区将举办2024新春灯会，丰富
市民的春节文化生活。

此次灯会以“2024首届千年苗族女
儿节花灯会”为主题，将彩灯文化、苗族
文化、非遗文化、国潮文化与我市历史
文化相融合，让文化更有“年味”，让节
日更有“文化味”，打造一场年味十足、
文化氛围浓厚的的光影盛宴。届时，景

区内将展出灯组42组，北门内广场、西
门内广场、花海、玫瑰城堡等地为主要
展示区。

活动期间，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
将同步举办2024新春文化演艺演出活
动，包括苗族风情演出、非遗铁花演
出、威亚国潮秀。此外，景区还将精心
打造非遗集市，满足市民的休闲娱乐
需求。

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

新春灯会2月2日亮灯

■ 文/图 本报记者 赵艳君

1月8日，周一，寒冬里最平凡的
一个工作日。早晨8时许，胡再利走
进办公室，习惯性地拿起一个黑皮笔
记本，向后翻了几十页，在一个空白
页的最顶端写下了当天的日期、天气
以及值班民警的名字。

胡再利是聊城市公安局度假区
分局湖西派出所四级高级警长。从
警 32 年，他写了 56 本工作日志。“这
一本，又快写满了。”翻翻手里日志
本，他笑着对同事董明亮说。

上世纪90年代初，从警校毕业的
胡再利被分配到一个颇为偏僻的基
层派出所工作。那个地方距离城区
很远，地处三县交界。在那里，他一
待就是9年。

“那个时候，电话还没有进入普
通百姓家，群众报警基本都是跑到派
出所当面说。我们处警往往也是骑
着自行车，一天下来，要骑行几十里
路。”胡再利回忆说，他所在的辖区民
风淳朴，工作虽然苦一点累一点，但
内心总是被群众的善意温暖着。“有
时候下村，赶到饭点，拗不过群众的
热情，会跟他们一起吃顿家常饭，尤
其在冬天，身上暖心里更暖。”

谈起从警生涯中难忘的点点滴
滴，胡再利感慨不已。他笑着向记者
讲述从警之初的一件往事。

“辖区的一个村里，兄弟俩闹矛
盾，开始是口角之争，慢慢升级成肢

体冲突。我和同事赶到现场后，将当
事人以及围观群众全都带回了所里，
与每个人都进行了详细的谈话，并形
成文字记录。”胡再利说，那个上午，
他记录了 16 份材料，30 多页纸上密
密麻麻写满了字。

“记完所有材料，我的手都止不
住地发抖。”胡再利一边说，一边下
意识地活动了一下手腕，“也正是从
那时起，我慢慢养成了写工作日志
的习惯。”

32 年的从警生涯，浓缩成 56 本
工作日志。胡再利说，日志本里记
载的内容其实很杂，有加班加点工
作的辛苦，有处警时不被理解的无
奈，有漫长的蹲点后成功抓捕嫌犯
的欣喜，也有节假日无法陪伴家人
的愧疚。

当然，日志本里记载最多的还是
工作内容。对胡再利来说，这些日志
本既是资料库，也是“纠错本”。同事
们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所以，大家

想查看哪一天的值班信息，想了解哪
个案子的案发时间，想查看矛盾双方
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时，都会去翻看胡
再利的日志。而他自己，也经常翻看
这些日志，提醒自己有些事情原本可
以处理得更完美一些。

“你看，这本都快被翻坏了……”
胡再利从柜子里拿出几本“老古董”，
翻开其中的一本，扉页上清晰地写着

“2009年7月”，这是他调到湖西派出
所工作后写的第一本日志。

2024 年 1 月 6 日，湖西派出所接
到群众报警称，辖区某村村口有一
名疑似智力障碍的中年女子，已独
自徘徊了很久。接警后，胡再利立
即带领民辅警赶到现场。到达现场
时，该女子正在一家小卖铺内，吃着
热心群众送给她的面包。胡再利试
图与该女子交谈，但对方总是答非
所问，既无法准确提供家人信息，也
无法说出准确住址。几经周折，胡
再利终于和女子家人取得联系，在
获得其详细家庭地址后，驱车将女
子护送回家。

这一天，他在日志上记下了事情
的经过，并写下这样一句话：“作为一
名老警察，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让老
百姓有幸福感和安全感。警察节快
要到了，希望年轻民警发扬老一辈人
民警察的优良传统，踏上新的征程，
迎接新的挑战，朝着梦想的方向，全
力以赴、勇毅前行。”

民警老胡的56本日志

1月9日，在聊城阳光大姐家政培训服务中心孕婴护理技能培训班上，老师（中）在指导学员学习包裹新生儿。随着农历龙年将至，为了迎接“龙宝宝”的到来，
该培训服务中心加大月嫂培训力度，以满足孕婴服务市场的需求。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本报讯（记者 张承斌） 1月8日，
家住东阿县和谐花园小区的李雨涵
（化 名）拨 打 聊 城 日 报 党 报 热 线
2921234 反映，家中暖气一直不热，多
次向供热公司反映均未得到解决。对
此，记者进行了了解。

李雨涵住在和谐花园小区1号楼3
单元，自供暖以来，家里温度总是不达
标。“总共热乎了 20 多天，其余时间都
不达标，特别是上次下大雪以后，近一
个月时间里，温度基本一直在 15℃左
右，最冷的时候只有13℃。我本身就患
有类风湿关节炎，怕冷，晚上睡觉盖一
条厚被子，上面还要再搭一条薄毯子，
洗澡的话，得提前打开空调才行……”
李先生表示。

李雨涵认为，暖气不热的原因是循
环效果不好。他说：“进水管温度还可
以，能达到 48℃，但是回水温度只有

30℃左右，应该是循环不好，影响了供
暖效果，希望供热公司能够增加一台循
环泵，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尽快给我们解
决问题。”

当天上午，记者拨打东阿吉电能源
有限公司客服热线对此事进行了解。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公司进行
了设备调试，现已调试完毕，供暖已经
恢复正常。对于李雨涵反映的问题，他
们此前已经派过工单协助解决，如果暖
气还是不热，他们会再安排网格员前去
查看。

1月10日上午，记者就此事联系了
负责该小区供暖的网格员，对方表示经
过现场查看，发现回水压力不够，导致
供暖系统的循环效果不好。目前，工作
人员已经对回水压力进行了调整，并会
就后续供暖情况和业主保持联系。

暖气不热 居民闹心

供热网格员上门解难题

1月8日，胡再利在写当天的工作日志，办公桌上摆放着厚厚一摞日志本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 1 月 10
日，记者从高唐县了解到，该县树牢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
持待人民重如山，紧紧抓住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
有限财力优先用于民生改善，2023
年全县民生支出占比达到 83%。该
县采取了一系列惠民生、暖民心的
举措，着力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

雨污分流改造，是保障城市防汛排
涝功能，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市
品质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高唐县紧
扣城市长远发展和综合承载能力提升
目标定位，积极推动全城一体化设计，
加快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取得了明显
效果。

2022年，高唐县实施了鼓楼路、滨
湖路、人和路、官道街、春长街等排水
体系建设。2023 年又相继实施了汇
鑫路、光明路、金城路等路段的雨污分
流改造工作。目前，5 条路段雨污分
流改造项目均已全部实现竣工通车。
两年基本完成金城路、鼓楼路、时风
路、汇鑫路、人和路等主要路段103公
里“雨污合流管网清零”改造任务，实
施61公里果子市支渠、唐公沟河道改
造提升。

工程投入使用以来，雨水收集利
用和管理排放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积
水点消除比例达 84.6%，污水处理水
平进一步提高，有力提升了城市环境
质量、城市品位和管理水平，切实改
善了广大市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和生
活质量。

高唐县大力提升供水品质，城乡

供水提升工程全面完成，改造县镇两
级主管网 672 公里和 508 个村的村内
供水管网，惠及 704 个村、40 万群众。
着力提升供暖品质，坚持“冬病夏
治”，新建供暖管网9.5公里；实行老旧
小区供暖设施改造政府主导、供热企
业和居民群众共担资金机制，完成 13
个老旧小区供暖设施改造。

高唐县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
开发城乡公益性岗位3368个，实现城
镇新增就业 5333 人。举办“春风行
动”暨人才招引大型现场招聘活动，探
索“1+12+N”零工就业服务模式，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 2.5 亿元，推动就业
1780人次。

高唐县新建、改扩建公办学校 6
所，建成启用县第三中学、第二实验小
学分校，新增学位 2720 个，有效化解

“首批二孩”秋季入学高峰难题。教育

集团化办学由4个发展为9个，涵盖校
区 45 处，实现“以城带郊”向“以城带
乡”覆盖。

高唐县14家镇（街道）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市率先完成

“优质服务基层行”规划目标。高唐
县人民医院不断加大与北京、上海、
济南等地医院的合作力度，全力打造
家门口的京沪鲁大医院，让群众不出
县就能享受高品质医疗服务。县妇
幼保健院新院区全面建成并投入运
营。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一站式”“一单制”结算，获
批省级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县。
在全市率先启动“物质+服务”社会
救助模式，改造提升 3 处公建民营养
老机构基础设施，全县1900余名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实现专业化、订单式、
持续性照顾护理。

超八成财政支出投向保障和改善民生领域

高唐县“民生账单”满载幸福

本报讯 （记者 岳耀军） 1 月 10
日，度假区民生 17 号院业主刘丽芳家
中暖意融融，室内温度达到 24℃左
右，这股暖流来自于去年底投入运行
的南部城区供热主管道。

南部城区供热工程 2020 年立项，
2021 年 7 月份正式进入实施阶段，系
省级重点项目、市十大民生项目。该
工程主管道起点为国家能源聊城发电
公司，沿聊堂路、城源路、松桂路至光
岳路，全长 24 公里，管道直径 1.4 米，
投资 7.6 亿元，供热能力 1800 万平方
米，能够有效解决高铁新区、度假区、
东昌府区南部城区集中供热问题。该
项目的建成投用，对进一步完善聊城
市热力环网，解决聊城城区热力供需
矛盾、管网分布不均、热源不足等问
题，以及拓展聊城高质量发展空间骨
架具有重大意义。

南部城区供热工程中包含 16 处
特殊接点，如穿越铁路、高速南水北
调、徒骇河等地段。其中，施工难度
最大的是穿越徒骇河地段，穿越单管
长度达 492 米。该工程管道采用了先
进的光纤报警系统，对后期运行维
修、应急抢险起到了预警作用，能够
提前诊断泄漏点，及时排除安全隐
患。

聊城财金热力公司承担着南部城
区供热主管网建设任务，2023 年，该
公司多方筹集资金，加快推动南部城
区供热工程主管道建设，主管道于 9
月 25 日全线贯通，10 月份完成注水试
压工作，并提前做好冬季供热准备工
作。这个供暖季，滚滚暖流通过这条
主管网“大动脉”进入千家万户，圆了
广大居民的集中供热梦。

解决南部城区集中供热问题

滚滚暖流进入千家万户

1月10日，在聊城文化活动中心举办的“大爱无疆·见义勇为”全国漫画作品巡
展（聊城站）引得市民前来参观。本次巡展用漫画艺术深入刻画和演绎了中华民族
和中华儿女充满大爱大义的担当与传承，对于弘扬社会正能量起到积极作用。

■ 孙文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