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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宏磊）9月7日上午，位于东昌府区北关街7号
的刚察青海湖藏羊牦牛肉聊城直营店开业，该直营店为聊城市对口
支援刚察县以来，在聊城开设的首家直营店。

这家直营店将作为一个窗口，把正宗的青海湖牛羊肉带到广大
消费者面前，为聊城人带来藏城刚察的独特美味。开业当天，就销
售各种农产品价值 10 余万元，前来消费的客人络绎不绝。刚察青
湖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才华扎西表示：“直营店的开业，为
聊城人民选购刚察优质农畜产品开辟了新渠道，也为刚察的畜牧业
发展拓展了新市场。我们将以此次开业为契机，持续提升产品质量
与服务水平，全力以赴把直营店打造成为聊城人民高度信赖的品
牌。”

近年来，聊城以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立足
“刚察所需、聊城所能”，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团结
进步工作的主线，并将其贯穿于各项援助工作的始终，不断增强和民
族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聊城市对口支援刚察县干部管理组支持青
海省内企业到刚察投资，成立了刚察鲁青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实现刚
察农产品在山东省畜牧业博览会的首次登陆，刚察鲁青农牧开发有
限公司销售的青海产品“牦牛肉干”获山东省畜牧协会授予的优质畜
产品“金奖”荣誉称号。

刚察青海湖藏羊牦牛肉聊城直营店的开业，只是聊城助力刚察
县拓宽农产品对外销售渠道、不断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聊城
市对口支援刚察县干部管理组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鲁青农牧、渝
鲁情商贸、穆德实业、菇老大食品与当地就农畜产品深加工达成合作
意向，沙棘原浆、沙棘果汁、牦牛肉干、牛肉酱、黄蘑菇酱成功生产，利
用青海藏羊皮生产的穆胶、穆胶糕、黄精膏等产品在省内乃至全国开
辟了全新赛道。在去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会场主展区，推介刚
察5家企业的3类18种产品，一次性销售藏羊肉1500余斤，青稞酒
200余斤。通过设立牦牛藏羊直供点、藏羊育肥进山东等多种方式，
持续推动刚察农产品走向北京、西宁、山东市场，通过“线上+线下”销
售，销售农畜产品价值589.88万元。

聊城首家！

刚察青海湖藏羊牦牛肉直营店开业
■ 岳耀军 谢海莹

每当夜幕降临，万盏灯火亮起，勾勒
出一幅繁华的城市画卷，照亮了每一位夜
行人的归途。灯火璀璨的背后，有一群城
市照明设施的“掌灯人”，他们不惧严寒酷
暑、风吹雨淋，用独有的“夜间模式”为城
市贡献着力量。

9月3日中午，烈日当空。在摄城路一
路口，早已湿透衣衫的应急抢修队员正奋
力拉出故障管线，重新铺设搭接路灯电
缆。“一天下来，衣服不知干湿轮替多少
次，晚上蚊虫叮咬，身上全是包。”谈及汛
期抢修作业，市城管局市政中心路灯抢修
大队副队长赵峰感慨，“这是最忙碌的季
节，也是比较难熬的季节，越是这段时间，

城市照明的安全运行越重要，我们要为市
民守护一片光明。”

汛期因太阳暴晒、高温持续、雨水多
发，路灯设施容易出现老化、短路等问
题。为确保路灯设施正常运行，市城管局
市政中心路灯维护队队员每天对市主城
区38条道路上的路灯照明设施进行巡查
检修，及时解决发现的故障。同时，还建
立了应急处置机制，遇有突发情况，能够
迅速响应、有效处置。

路灯是城市的“眼睛”，每一盏路灯的
亮起，都是对市民夜间出行安全的承诺。
市政中心秉承“安全、高效、节能”的工作
理念，推行路灯设施精细化、网格化管理
模式，将日常养护维护任务细化分解落实
到每个网格和责任人，有效提高处理速

度。今年以来，市政中心累计更换LED灯
泡5619个，更换灯罩1578个；处理电缆故
障3405处，更换线缆7602米；更换调整路
灯井口及盖板 389 块，确保了城区 10573
基路灯亮灯率保持在99%以上。

为更好地保障路灯正常照明，市政中
心对30个老旧路灯控制箱进行了集中换
新。这些老旧路灯控制箱已使用多年，部
分电器元件老化，箱体腐蚀严重，存在漏
雨等情况。更换新式路灯控制箱后，提高
了基座高度，消除了被雨水浸泡的安全隐
患，也给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

随着智慧城市的建设，聊城市主城区
的路灯维护也迎来了智能化转型。市政
中心通过引入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
术，构建起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实现了对

路灯的远程监控、智能调度和故障预警。
这一创新举措不仅大大提高了路灯维护
的效率和准确性，还有效降低了维护成
本，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力量。

“今年我们对东昌路、花园北路实施
了单灯控制节能技术改造，这项节能措施
可通过后台操作，适时关闭华灯，只开启
照明灯，或通过隔盏亮灯方式控制用电。”
路灯智控大队副队长韩洪坤介绍，此举可
进一步降低城市运行成本，实现节能降
碳，助力城市照明绿色发展。

城市之光，温暖夜行。作为城市的
“掌灯人”，他们日夜兼程，在平凡的岗位
上，用坚守诠释初心，用行动守护光明，让
城市以更好的状态拥抱黎明，迎接每一个
崭新的明天。

点亮一城璀璨 守护万家归途

■ 本报通讯员 叶淼鑫

物业服务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物业
纠纷标的额虽然较小，但关乎居民生活福
祉。今年以来，聊城仲裁委在处理物业纠
纷案件中，秉承“小案精办促和谐”的理
念，围绕高质量、好效果的工作主线，深
入化解涉物业类案件纠纷，取得了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的三统一。

以案促和，协调业主与物业和谐共
融。聊城仲裁委把调解贯穿物业仲裁办
案全过程，加大“以调促和”办案力度，最
大限度化解争议。在受理阶段，同一物
业公司同时对大量业主提起仲裁的“同
类型”案件，仲裁委先通过查阅申请材
料，把脉此类案件纠纷的“堵点”“共同
点”，对条件适宜的案件，组织当事人以

协调会的形式沟通，有效平息大量此类
纠纷。在庭审阶段，仲裁庭秉承以调代
裁的原则，综合个案当事人诉求和期望
值、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因素，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从经济账、法律账入
手，探寻调解的合理方案，促成双方调
解。三年来，聊城仲裁委对物业纠纷调
解、和解率均保持60%以上。

以案促改，督促物业改进服务质量。
聊城仲裁委对个案中拖欠物业费案件，总
结争议焦点，针对房屋渗水漏水、公共区
域卫生服务不到位等问题，通过举证、质
证方式确定下来，在庭审中向物业释明服
务违约应当承担的责任，督促物业改正，
庭后给予物业合理期限及时整改，达成和
解。同时认真梳理案件中存在的普遍性
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后，以座谈会形式，向

涉事物业公司提出了强化规范经营、改善
服务质量、及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具体
建议，避免后续产生更多物业纠纷，相关
物业根据建议及时整改，后续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以案解难，用心解决群众生活困难。
聊城仲裁委引导仲裁庭办案坚守法度不
忘温度，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仲裁的温暖。
在某物业纠纷案件中，针对某业主身体残
疾，还要抚养多个孩子赡养老人的家庭困
难事实，仲裁庭通过协调，引导物业公司
减免其物业费，双方调解成功。物业公司
通过善举树立了良好的服务形象，拉近了
与业主的关系，也解决了业主的实际困
难。经过聊城仲裁委用心耕耘，类似成功
案例不胜枚举。

以案释法，提升物业服务人员法律

素养。物业纠纷部分案件的出现，是由
于当事人不知法、不懂法造成的，通过仲
裁秘书主动沟通普法宣传，相当比例的
物业案件在答辩阶段就能“以调促和”，
双方和解撤案。在庭审中，仲裁庭针对
当事人法律疑难问题给予细心解答，解
开了当事人的法律心结。此外，聊城仲
裁委定期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向群
众发放《物业纠纷法律明白卡》《物业纠
纷案例解析》等材料，努力实现“裁决一
案、宣传一遍、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
果。经过聊城仲裁委释法、裁决后，一些
当事人自认为“有理”的纠纷，才知道自
己“理亏”，同时也提升了物业服务人员
的法律服务素养，为共建幸福社区奠定
了和谐基础。

办好“物业小案”服务“民生大业”
——聊城仲裁委深入化解涉物业类案件纠纷

本报讯（记者 岳殿举 通讯员 胥雷） 近日，由阳谷县委宣传
部、县总工会、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妇联、团县委、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阳谷监管支局联合主办，阳谷县工人文化宫、
阳谷县农村商业银行承办的全县金融系统劳动技能竞赛在阳谷县农
商银行举行，来自全县的10家银行代表队、25名选手参加竞赛。

竞赛内容分为机器点钞、单指单张手工点钞、计算机传票算三部
分，参赛选手沉着冷静、严肃认真，展示了娴熟的专业技能和优秀的
临场应变能力，彰显了阳谷金融人勤学苦练、专注专业、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此次技能竞赛不仅为全县金融系统广大职工搭建了一个相互学
习、切磋技艺的平台，激发了他们学技术、练本领、赛技能、争先锋的
工作热情，更在全县营造出了“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达到了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进”的良好效果。

阳谷县

举办金融系统劳动技能竞赛

9月4日，在山东九路泊车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自动焊接机器人进行立体车库
的加工作业。作为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拥有
146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技术，
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我市助力企业走
自主研发、科技兴企之路，加快
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实
现智能智造的跨越式发展。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记者 刘敏 通讯员 念以勇 段腾）9月6日，记者自聊

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昌府区分局获悉，该局持续深化农业设施
管理改革，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加强批后监管，确保农业设
施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东昌府区办理设施用地的流程不断简洁细化，在
用地前，对地块属性及现场情况进行核查，对办理流程严格把关，确
保地块的合规性，同时加强对设施建设后的监管力度，确保合规用
地。现阶段各项措施已初见成效，为东昌府区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截至目前，东昌府区入库备案的设施农业项目共计 531 个，面
积约6515亩，占全区农用地比例1.84%。2024年东昌府区共办理设
施备案 70 宗，面积 468.027 亩，其中落实进出平衡 23 宗，面积
157.059亩。

东昌府区将进一步优化备案流程，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服务，
提供服务保障和同步配套，建立完善的农业设施体系，构建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共赢的绿色农业发展模式，以高质高效设施
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东昌府区

规范设施农用地监督管理

■ 文/图 鞠圣娇 李静

“多亏了咱医院技术好，听说我手
术中出现了很多次危险，都给抢救回来
了，真是谢谢你们。”8 月 29 日，44 岁的
张洪林（化名）到莘县第三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科复查时，说起一个月前他治疗
心肌梗死的经历，感慨不已。

7 月 22 日早晨 6 点 40 分，已经胸痛
2 小时的张洪林被家人送到莘县大张
家镇卫生院，心电图提示心肌处于不
正常状态，他的心电图等资料被上传
到莘县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中心群
后，主治医师王广判断张洪林随时有
心脏停跳的可能，需要进行冠脉造影
及介入治疗，随即通知介入科医护人
员和心内科主任徐国强，为其开通绿
色通道。

起初，患者不了解病情的危重程
度，不愿意进一步检查。在场医护人员
积极劝说患者，最终患者同意手术。王
广和同事密切配合，为患者实施冠脉造

影，确定被堵塞的血管。手术中，患者
反复发生室速、室颤等恶性心律失常，
抢救人员一边进行心肺复苏，一边开通
闭塞血管，经过 2 小时奋力抢救，患者
终于脱离生命危险，避免了因长时间心
肌坏死出现的各种并发症，为日后康复
奠定了基础。

这样惊心动魄的抢救过程，心内科
医师们早已习以为常，处理起来也驾轻
就熟。莘县第三人民医院的服务对象
大多数是莘县南部乡镇的农村患者，受
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的限制，患者到达
莘县三院就诊时，往往已经发病多时，
这对医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必须
快速准确识别病情、快速救治。“时间就
是生命，早一分钟开通血管，患者的生
命就多一分保障。”王广说。因患者发
病有不确定性，心内科医师们随时待
命，只要患者有需要，他们穿上厚重的
铅衣，打起精神，立即开展手术，为挽救
患者生命争分夺秒。

心脏介入技术无须开刀，医师在

影像设备的引导下，通过穿刺体表血
管，将导管送到心脏病变部位，通过特
定的心脏导管操作技术对心脏病确诊
和治疗。心脏介入技术的广泛应用，
让急性心梗患者有了救治的机会。对
此，徐国强有着深刻的认识：“心脏病
患者在危急情况下，不适宜转诊到其
他医院，我们必须不断进步才能满足
群众需求。”

2019 年王广被安排到山东省立医
院进修心脏介入技术，学成归来后，科
室服务患者的能力得以提升。这些年，
王广开展冠脉造影+冠状动脉支架植入
术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对手术中可能
出现的各类危险情况和处理方式更加
心中有数，和同事们的配合也越来越默
契，群众的认可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做完手术并不是治疗的终点，术后
服药、定期复查对控制病情同样重要。
有的患者认为手术后就万事大吉、不用
服药，这都增加了心脏疾病再发生的风
险，王广和同事们会打电话进行随访，提

醒患者要及时复查、服药。有的患者家
属十分信赖王广，当他们劝不动患者吃
药时，就会让王广通过电话进行指导。

工作之余，徐国强带领心内科医师
努力推广心脏疾病知识，帮助更多群众
识别急性心梗。有一次，王广的朋友刘
涛（化名）胃痛，咨询是否需要做胃镜检
查。王广了解后，认为可能是心肌梗死
引发的胃痛。经检查，果然不出所料，
心电图结果报告异常，34岁的刘涛及时
接受手术。而引发刘涛心脏问题的是
家族性高脂血症，王广提醒刘涛让兄弟
姐妹也尽快检查、尽早干预，但刘涛的
哥哥还没来得及检查，就突发心梗不幸
去世。这件事更提醒王广，群众对心脏
疾病知识的了解远远不够，他们要做的
还有更多。

“心脏介入技术是诊治心脏疾病比
较方便的方法，我们将不断提升技术水
平，提升人文关怀，让更多患者受益于
此。”谈起未来，徐国强目标明确。

用技术托起患者“心”的希望
——莘县第三人民医院做强心脏介入治疗

徐国强（左二）、王广一起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