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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钱和证件能那么快找回来，太感谢董先生和警察同志
了！”3月17日，谈起半个月前钱包失而复得的经历，市民陈先生依然难
掩激动。

3月2日晚9时左右，董先生途经东昌府区新区街道水城华府小
区东门时，发现路上躺着一个鼓鼓的黑色钱包。他打开钱包查看，发
现里面不仅有现金，还有多张银行卡、身份证、社保卡等。“我在原地
等了十几分钟，也不见有人来找。”董先生告诉记者。他考虑到失主
丢失钱包后一定万分焦急，赶忙将钱包送到了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
分局人民广场警务站。

“当时，董先生冒雨赶到警务站，他的热心让我们深受感动！”该警
务站站长吴晓丽回忆，警务站接过钱包后，对董先生拾金不昧的举动
表达了感谢。民警当场清点了钱包内的物品，并通过身份证信息迅速
展开调查。不到半个小时，便联系到了焦急寻包的陈先生。得知钱包
被好心人捡到并上交到警务站后，陈先生迅速赶来，并在民警见证下，
确认钱包内的证件和票据完好无损。

3月5日上午，陈先生为了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特意制作了两
面锦旗。一面写有“拾金不昧好榜样 弘扬社会正能量”的锦旗送给
了热心市民董先生，另一面写有“速寻失主解民忧 一心为民保无忧”
的锦旗送到了人民广场警务站。他表示，董先生拾金不昧的精神和
警方的积极协助让他深受感动，钱包丢失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找到并
归还，这件事让他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正能量。

“捡到别人的东西，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失主肯定很着急。将心
比心，谁丢了钱包不着急呢？”董先生笑着说，“我只是做了一件微不
足道的小事，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会这么做的。”

热心群众拾金不昧
一小时钱包“完璧归赵”

■ 本报记者 张晨

■ 本 报 记 者 赵艳君
本报通讯员 邱琦

刚刚过去的上个周末，是陈炳杰和
他刚收的50余名学生度过的一个非同寻
常的周末。

陈炳杰是山东体育学院的一名教
练，也是开发区东城街道辛屯社区百合
新城小区的一名业主。今年，陈炳杰又
多了一重身份——社区共建合伙人。3
月15—16日，他首次以这个身份，连续两
天给社区的50余名孩子开展体育特训，
帮他们应对即将到来的中考体能测试，
更关键的是让他们走出户外强身健心，
从而释放压力、舒展心情。

事实上，像陈炳杰这样的合伙人，辛
屯社区还有52名。这支涵盖教育、医疗、
法律等领域的社区共建合伙人队伍，通

过开展“体能提升”“国学课堂”“美妆教
学”等特色活动，让社区服务焕发新活
力。

是什么让他们从小区“局外人”变身
为了“当家人”？就拿这次家门口的体育
特训来说。

“这段时间，我们发现不少家长为孩
子的体育考试感到焦虑，大家议论这事
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社区共建合
伙人的资源库。”3 月 17 日，百合新城小
区业委会主任姬脉超介绍说，为了找到
最佳人选，社区党委和小区业委会联合
推动，直到陈炳杰主动请缨，担任孩子们
的特训导师。

为确保训练效果，陈炳杰联合聊城
大学体育专业志愿者精心设计课程，针
对中考耐力跑、立定跳远等项目订制“提
升秘籍”。

“跑步时如何省力摆臂、跳远时怎样
蹬地发力，这些细节决定成绩。”训练现
场，陈炳杰耐心地纠正他们的动作，扎实
的专业知识，赢得了孩子们的一致肯
定。“炳杰哥哥就住我家楼上，以前碰面
也就点头打个招呼，现在他却成了我的

‘专属私教’。”一名参训学生笑着说。
经过特训，50余名参训学生立定跳远

平均提升8.2厘米，跑步速度半数刷新个
人最佳成绩，这场家门口的“特训”交出了
亮眼答卷。这同时也意味着，陈炳杰的体
育教学专长成功转化成了社区的服务项
目。“作为业主，我们既是社区治理的受益
者，更应是建设者。”他的一番话道出了社
区共建合伙人的共同心声。

社区合伙人的贡献远不止于此。百
合新城业主、家庭教育指导师郭飞的国
学公益课堂每逢周五晚准时开讲，德正

技工学校老师侯佳则在妇女节开设美妆
课堂，在辛屯社区，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
正将特长转化为社区服务资源。

“我们在努力让社区越来越好，社
区建设的主角就应该是业主自己！”姬
脉超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引发诸多业主
共鸣。

“看着业主合伙人带着特长来为辖
区群众服务，让社区事变成了大家事，这
才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真谛。如今，53名
合伙人成为辛屯社区首批共建合伙人资
源库的专业力量，社区建设不再是社区
工作者的专属，已成为全民参与的舞
台。”辛屯社区党委书记李成艺表示，从
体育特训到国学课堂，从单一服务到多
元供给，这场以群众力量激活社区治理
的实践，正在重构现代邻里关系，为基层
治理创新写下生动注脚。

社区建设有了53名合伙人

■ 本报记者 张目伦

地名只有因地制宜，承载老百姓的乡愁
乡忆，才能彰显乡村风貌。一年来，在“乡村
著名行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聊城是如
何讲好身边地名故事的呢？

新举措：协同多部门构建行动蓝图

2023年7月，民政部开展了“乡村著名
行动”，旨在全面提升乡村地名建设水平，
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聊城市积极
响应，开启了“乡村著名行动”的新篇章。
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周兵表示，通过
全面推进地名命名管理、规范地名标志设
置、加强地名文化保护传承、深化地名信息
应用和赋能产业发展，我市致力于让乡村
地名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名片。

为确保“乡村著名行动”的顺利实施，市
民政局联合市委宣传部等7个部门，共同出
台了《关于开展“乡村著名行动”助力乡村振
兴工作实施方案》。2024年1月，全市“乡村
著名行动”工作部署暨培训会议召开，标志
着聊城市“乡村著名行动”正式全面启动。

“通过多部门的协作配合，聊城市形

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确保‘乡村著名行
动’在政策支持、资源整合、工作推进等方
面得到有力保障。”周兵介绍，各部门共同
推动乡村地名工作全面提升，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支撑。

新进展：织密地名网助力乡村发展

以乡村道路命名为突破口，聊城市持
续织密乡村地名网，通过“一村一图 精准
画像”的方式，深入摸排乡村道路情况，精
准掌握需命名的乡村道路数量。截至目
前，全市共梳理摸排需命名乡村道路 1.7
万条，启动命名程序 1 万余条，完成命名
8458条。这些乡村道路的命名，不仅让乡
村的交通脉络更加清晰，也为乡村治理现
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持。周兵说：“地名作
为信息化建设的‘数据底座’，为乡村的数
字化管理、公共服务的精准投放等提供了
基础数据，使得乡村治理更加高效、科
学。”

在推进“乡村著名行动”过程中，聊城
大力推进村牌、街路巷牌等标志的标准化
建设，积极探索“智慧型”地名标志新模
式。目前，全市已设置乡村地名标志350

余块。东阿县以“沿黄九品”片区为示范，
在沿黄乡村打造了 9 个特色乡村地名标
志，并在艾山卡口设置智慧标志码，打造
地名主题邮局网红打卡点，将地名与乡村
旅游紧密结合，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
卡，提升了乡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聊城加大乡村地名信息采集上图力
度，做到应收尽收、常态更新、规范上
图。阳谷县动员全县1000余名网格员及
志愿者，采集上传农家乐、种植养殖基
地、采摘园等兴趣点信息，为乡村旅游、
农产品推广等提供了精准的信息支持。
茌平区将 340 余个乡村邮递服务站点采
集上图，促进了地名与乡村寄递服务的
深度融合，提高了快递服务的效率和准
确性。截至目前，全市共采集上传互联
网地图地名信息 5000 余个，大大提高了
导航服务的精准度，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和乡村产业的发展。

新打算：融合文化力打造特色品牌

莘县发挥“互联网+地名服务”的作
用，大力推广应用农业物联网、区块链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每年的山东聊城（莘

县）瓜菜菌博览会、燕店香瓜电商节等农
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及‘乡村著名地名好
品’短视频，大大提升了‘莘县蔬菜’等地
名品牌的知名度，促进了当地农业产业的
发展，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周兵表示。

在打造特色地名品牌方面，聊城深入
挖掘乡村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结合乡村
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特色产业等元素，
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色、文化底蕴和市场
竞争力的地名品牌。“品牌建设，可以提升
乡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的人
才、资金和项目向乡村汇聚，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的活力。”市民政局二级调研员刘
强说。

聊城积极推动地名文化进村社，通过
多种形式的活动，讲好聊城地名故事，助
力乡村文化繁荣。刘强介绍，聊城将锚定
建成全省乃至全国“乡村著名行动”先行
区的目标，突出关键环节、集中更多资源、
拿出更硬措施，充分发挥地名的文化价值
和名片作用。进一步发动社会各界力量，
广泛采集乡村地名信息，不断完善乡村地
名数据库，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加全面、准确
的信息支持。

让乡村“有名”更“扬名”
——聊城以“乡村著名行动”讲好身边地名故事

本报讯（记者 张承斌 梁琦 通讯员 胡华兴）聊城2024—2025
年采暖季已经结束。最近，部分市民致电党报热线2921234咨询，停
暖后用户需要对家中的供暖系统采取哪些维护措施。就此，记者采
访了昌润国电调度中心负责人王飞。

王飞介绍，停暖后，用户首先应仔细检查室内供热设施的连接部
位，包括管道接口和阀门，确保没有渗水现象。若发现轻微漏水，可
采取简单措施如裹上毛巾或放置盛水器皿进行应对，同时密切关注
漏水情况，如持续严重则应立即联系供热企业网格人员关闭单元阀
门，并找专业人员维修。其次，务必关闭暖气阀门，这样不仅能有效
隔绝空气中的腐蚀因素，还能延长供热设施的使用寿命，并确保在新
的采暖季来临前注水试压时能及时处理突发问题。

“长期使用的供热设施管道中会积累杂质，影响供热效果甚至可
能堵塞管道。”王飞建议用户定期请专业人员对管道进行全面清洗，
地暖2—3年清洗一次，暖气片3—5年清洗一次。同时，对暖气片等
散热设施表面定期清洁。若需对供热设施进行改造，必须采取隔断
措施，以防止跑水漏水造成损失。他特别提醒，用户不得擅自改动热
力管道、安装管道泵或增设散热器等，必须遵守用热规定。

王飞提醒，停暖后需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老人、儿童和体弱人
群。“过渡期”内，可适时使用电暖器等辅助增温措施，避免感冒。

供暖结束后，用户需要做什么？

本报讯（记者 张洁 通讯员 于继镔）3月17日是国际社工日，
当日，聊城市暨东昌府区2025年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举行，通过现
场互动、案例展示等形式，推广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提高公众对社会
工作的认知度，促进社会工作行业的专业发展。

“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是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成长辅导、生
活陪伴、增能赋能是我们的主要服务内容。看到服务对象从不自信
到面带微笑，我有了工作上的成就感，也更加坚信‘用生命影响生命，
有爱就有改变’这句话的意义。”茌平区温暖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社会
工作者常娟介绍。

活动现场，社工成果风采展和公益集市同步展开。累计15家社
工机构参展，设置公益集市展位17个，10家志愿服务队伍、100余名
志愿者参与，提供义诊义剪、免费验光、公益宣传、康复推拿等便民服
务20余项，服务周边群众700余人次。

“我们通过故事展、角色体验等有趣的方式，增强公众对社会工
作的了解和认识，带动更多人参与社区建设，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良好氛围。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强政策支持、平台赋能、项
目驱动，实现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规模持续扩大，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提供人才支撑。”东昌府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田晓晶表示。

我市举办社工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承斌 通讯员 王琮） 3月16日，记者从聊城市
公交集团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北京积水潭医院聊城医院周边公共交
通服务保障水平，该公司结合医院周边路况实际和市民需求，对现有
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以方便群众就医及日常出行。

自2025年3月15日起，K437路公交线路首末站由“摩天轮站”延
伸至“北京积水潭医院聊城医院西站”。调整后线路走向为：市人社
局—振兴路—昌润路—兴华路—向阳路—东昌路—北关街—古城墙
路—东关街—柳园路—湖南路—水城大道—泰康街—陈屯路—北京
积水潭医院聊城医院西站。调整后，线路单程增加约4.5公里，覆盖
泰康街、陈屯路等路段，提升了医院至主城区的通达性，为群众往返
就医提供了交通便利。

同时，现运行的K21路、K456路公交线均途经该医院东侧水城大
道，串联市人民医院、东昌府区人民医院以及沿途社区、学校、商超等
客流集中区域，方便群众的日常出行和就医需求。

聊城公交部分线路优化
K437路公交直达北京积水潭医院聊城医院

3月16日，凤凰苑植物园里杏花开得正艳，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
踏春赏花。 ■ 本报记者 刘庆功

3月15日，小朋友在城郊一农业园采摘草莓。春回大地，阳光明
媚，正是踏青郊游的好时节，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走出家门，体验乡野
采摘的乐趣，享受惬意慢生活。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3月14日，幼儿在家长的陪同下在茌平区金牛湖畔放风筝，乐享春日好时光。

■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张英

花式觅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