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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谢榕

9月1日下午5时，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混合料摊铺、碾压完毕，聊
城市2024年普通国省道养护及路面改造工程施工一标G309青兰线
茌平实验高中路口至王桥村段主线施工完毕，该工程由聊城市交通
发展有限公司施工，工程的如期完工为沿线茌平实验高中、正泰翰林
学校、茌平第三中学等学校的学子铺平了上学路。

2024年普通国省道养护及路面改造工程施工一标工程分为两
段，第一段为茌平实验高中路口至王桥村，全长5公里；第二段为四
百路口至杨庄村，全长9.3公里，均为一级公路。在8月的项目调度会
议上，明确了施工目标和时间节点，项目部优化施工顺序，各部室积
极调度劳务、材料、机械资源，于8月20日正式转场施工。

作业期间正值高温，施工人员克服高温天气影响和拌合站维修、
雨天无法施工等困难，从护栏拆除清运、路面铣刨病害处理，到路面
摊铺、GCA路口施工、标线施工等，各个工序压茬进行，不断刷新施
工“进度条”。这一工程的顺利完工，不仅确保了学生上下学路途的
便利，也展示了“聊城交发速度”。

12天铺就学子上学路

本报讯（记者 王鲁斌 通讯员 马辉） 自8月16日我市开展办
理不动产权证发放消费券活动以来，广大市民踊跃参与，截至9月6
日，全市新办理不动产权证2531本，办证涉税3312万元。

9 月 6 日，家住开发区的胡女士一大早就来到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经过几道程序，很快就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并按照程序领取了消
费券。“今天太高兴了，办理了不动产权证，还领到了消费券，我可以
用消费券购买心仪的家电和生活用品。”胡女士高兴地说。

“通过办证让老百姓获得政策上的红利，得到更多实惠，这是开
展消费券活动的目的之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魏
安涛介绍。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应对业务量激增的情况，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制定了《办理新建商品房不动产登记返消费券活动工作方
案》，通过加强惠民政策宣传、科学调整办事窗口、强化业务咨询引
导、提升审批效率等措施，最大限度满足了业务高峰期工作需要，让
群众的办事体验感不打折扣，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狠抓制度建设和作风建
设，坚持改革创新，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干部职工队伍作风和素质明
显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主体的满意度显著增强。累计办理
不动产权证书 3.4 万本、不动产登记证明 2.6 万份，办证涉税 2.62 亿
元，抵押贷款涉及金额525亿元。

我市有序开展
办理不动产权证发放消费券活动

■ 本 报 记 者 贾新伟
本报通讯员 李屹桢

聊城的初秋，晨风轻拂有凉意，逐渐
告别高温、多雨的暑热天气。

虽然已过去了一个多月，但 9 月 6 日
度假区李海务街道蔡庄村76岁的蔡存海
回忆起7月中旬的那场暴雨时，仍然感慨
不已：“真没想到，那场雨下得那么大，也
没想到，雨水排出得那么及时，对村民生
活没造成啥影响……”

蔡庄村、闫庄村一带，地势低洼，一下
雨就容易积水。今年6月初，李海务街道
12345市民热线工作人员根据往年收到的

村民反馈，提前预判，并与各村“两委”、街
道水利部门及时联系，积极排查沟渠、雨
水管网，确保了今年雨季村民的正常生
活。

今 年 以 来 ，李 海 务 街 道 积 极 探 索
“12345”工作法，以主动服务倒逼政务服务
办理提质增效，高效办成为民服务“一件
事”，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我们坚持贯彻‘接诉即办、马上就
办，直至群众满意’这一工作理念，突出以
未诉先办实现服务前移、以‘有请当事人’
来提高满意率这两个关键，实现由单一受
理向督办落实转变、由个案问题向一类问
题转变、由电话答复向现场处置转变这三

个转变。”李海务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超
贤介绍，“我们落实‘网格管理’‘首接负
责’‘双交办’‘抽查回访’这四项机制，强
化街道办事处、人大代表工作室、党群服
务中心、村‘两委’、辖区非公企业等五方
联动，形成闭环管理工作体系，确保群众
反映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今年4月，据群众反映，米仓村灌溉用
电价格偏高。接到工单后，李海务街道及
时安排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对收取电费金
额进行调查，对国家电网应收电费金额、
管理人员电费管理费用分别进行了解，并
在米仓村召开村“两委”干部会议，决定对
管理人员电费管理费进行公开招标。招

标全程公开透明、公平民主，将原来1度电
0.21元管理费用，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降
低到0.04元，切实让群众受益。

鉴于灌溉用电是农村较普遍的事情，
李海务街道12345市民热线负责人王风坤
举一反三，由点及面，主动对其他村的灌
溉用电问题进行调研，确保此类问题都及
时得以解决。

“12345 市民热线，一头连着群众，一
头连着政府，热线这头是‘出卷人’，那头
是‘答卷人’。”张超贤说，“我们就是要确
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真正做到办理全流程、各环节跟踪问效，
确保问题彻底解决。”

“暖心线”架起“连心桥”

本报讯（记者 赵艳君 通讯员 李爱
明）“现在村里的道路有了名字，在网络
地图上轻易就能搜到。这样我们就可以
把邮件准确无误地送达客户手中，这里的
特色农产品也能快速地发往全国各地。”9
月6日，刚刚送完邮件的东阿县邮政公司
黄屯支局邮递员高占喜说。

乡村邮路不仅是信息传递的通道，更
是乡村经济发展的血脉。前些年，由于地
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的限制，许多乡村邮路
并不畅通，有的乡村甚至没有进入地图软
件的导航系统，快件无法及时准确送达，

导致部分农产品积压，村民的生产生活也
受到了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东阿县系统梳理
排查有地无名、多地重名、地名不规范等
问题，以“沿黄九品”各村庄为“乡村著名
邮路畅通”先行区，组织资深文史专家深
入挖掘当地地名文化，广泛征求村民意见
建议，命名了一批包括龙门路、望山街、牡
丹路等弘扬乡村优秀地名文化的村级道
路名称，并在沿黄乡村上堤辅道与堤顶道
路交接处打造特色乡村地名标志9个，在

“艾山卡口”设置智慧标志码，打造地名主

题邮局，推动地名发展与当地乡村旅游建
设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乡村形象，助推乡
村发展。

为推进乡村标准地名使用与采集上
图，助力邮政快递服务效能持续提升，该
县借助乡村著名行动信息员、邮政寄递
员、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利用“乡村著名行
动”地名信息采集小程序，采集上传村级
物流站点、综合服务站、村邮站、农家乐、
采摘园等标准地名，提高了乡村邮政快递
站点图上精准定位度，打通了农村上门投
递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乡村地名信息

服务与邮政寄递、物流下乡、农村电商建
设等深度融合。“邮路更加畅通，我们通过

‘互联网+’模式把艾草产品推向广大消费
者。产品供不应求，也让村民实现了家门
口就业。”东阿九顶艾药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辉说。

截至目前，东阿县共梳理、命名乡村
无名道路2000多条，设置乡村地名特色标
志 100 余个，拟采用上图乡村地名标志
1200多个，方便了快递进村、农产品进城，
也带动了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乡村的面
貌焕然一新，为乡村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方便快递进村 助力农产品进城

东阿2000多条村路有了名字

本报讯（马麟 陈德珺） 9月6日下午，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与
韩国仁川新闻社签订国际传播合作协议，韩国国际新闻传媒交流协
会会长金萬洙、仁川新闻社长朴倉右、GLOBAl经济新闻仁川支社长
李丁奎、市新闻传媒中心总编辑玄志刚出席签约仪式。

《仁川新闻》创刊于1998年8月，是韩国首都圈地区代表性网络
报纸，立足仁川地方新闻，拓展报道韩国行政、经济、文化、社会新闻，
在首尔首都圈具有较强传播力和影响力。协议签订后，双方将在新
闻资源互通、文化交流传播、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务实合
作，努力打造中韩地方媒体合作交流的典范。

合作协议的签订，是聊城市“机遇中国 遇见聊城”国际友媒交流
互访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深化改革、构建更有
效力国际传播体系的创新实践，标志着市新闻传媒中心在拓展对外
传播渠道、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上迈出新的步伐。

签约仪式后，韩国友媒到东阿、高唐以及中华水上古城实地探
访，深入交流两河文化、阿胶文化、书画文化传播推介计划。

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与韩国仁川
新闻社签订国际传播合作协议

9月6日，白露前夕，聊城市美术馆举办二十四节气主题活动——“白露凝珠·艺趣花盒”创意DIY体验，并开展了书画、漫画、摄影展等系列活动，让大家深入了解传统文
化的魅力。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赵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