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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在东昌湖风景区，工人利用专业设备进行水草打捞作业。近日，高温天气持续，东昌湖水草进入疯长期，我
市全面加大湖面治理工作力度，全力维护水域生态环境。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 本 报 记 者 岳耀军
本报通讯员 谢海莹

热浪席卷，酷暑难当。在高温“烤”
验下，一群市政人默默坚守一线，用汗水
与责任守护着城市的正常运转，为市民
生活注入别样温情。

7月10日上午8时30分，财干路新水
河桥畔，市政队员潘殿宝正俯身更换破
损的桥面岩板。电钻捣碎旧岩板时发出

“哒哒”的响声，随后他又用水泥刀仔细
地清理地面。片刻时间，豆大的汗珠便
布满他的额头，顺着脸颊滑落，浸透了衣
衫。“这些松动的岩板不及时修复，经高
温暴晒更容易碎裂，行人路过时容易绊
倒。”他一边擦汗，一边麻利地铺上新岩

板，再用橡胶锤反复敲实。短短半小时，
他和队友就完成了十多块岩板的更换。

“高温作业要赶早，既避开最热时段，又
能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潘殿宝说。

上午9时10分，火车站广场上，市政
队员李福明正钻进一米多深的窨井。狭
小的空间里，他蜷缩着身体，徒手清理井
内的淤泥和杂物，汗水顺着太阳帽的边
缘往下淌。当天巡查时发现污水井井口
塌陷，他便及时进行了更换维修，确保行
人安全。

正午时分，火车站广场上的户外劳
动者驿站成了高温里的“清凉港湾”。从
外地归乡的乘客王建中正在给手机充
电，手里握着刚接的纯净水，不住夸赞：

“这驿站太贴心了！外面热得像蒸笼，进

来就能喝水、给手机充电，不光是户外劳
动者，我们这些赶路的人也能在这里享
受便利。”

在火车站广场与停车场，市政队员
加大巡查频次，实时精准调控车位，全力
保障场站设施零故障运行、环境整洁有
序，为往来市民旅客营造舒心的出行环
境。

下午4时，西环排水管道施工现场一
片忙碌的景象。市政队员们各司其职，
有的在砌砖，有的在搅拌水泥，汗水顺着
脸颊滴落。“我们避开了中午的高温时
段，趁着下午稍微凉快些抓紧施工，争取
早日完成管道改造，保障排水畅通。”现
场负责人李平增擦了擦汗，说道。

晚上 9 时 30 分的二干路上，市政队

员仍在忙碌着。他们登上高空作业车，
小心翼翼地更换着LED路灯。“夏天晚上
出来散步的市民多，路灯不亮会给大家
带来不便，我们得尽快修好。”高空作业
车上，队员们熟练操作，不一会儿，路灯
就重新亮起，为夜晚的城市增添了明亮
与安全。

面对持续高温，聊城市城市管理局
市政中心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实行错时
作业制度，既避开高温时段保障了作业
人员的健康，又确保了市政设施养护的
质量。同时，充分做好队伍调度、物资调
拨、装备启用等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时刻
待命，确保一旦出现突发应急任务，能第
一时间到场、第一时间处置，用迅速高效
的行动，全力保障城市的安全稳定运行。

高温中守护城市脉动
——走近聊城市政一线工作者

本报讯（记者 赵琦 任焕
珍 通讯员 王彦坤） 连日来，
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户外作业带
来严峻挑战。为切实保障建筑
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
冠县住建局积极行动，采取多
项措施，为一线工人送去清凉
与关怀。

7月9日，在欣岳府项目施
工现场，项目部工作人员将防
暑降温用品逐一递到工人手
中，并反复叮嘱，高温作业要及
时补充水分。“现在天气很热，
项目部准备了西瓜、绿豆汤还
有藿香正气水，实用又解暑。”
建筑工人李洪超说。

为确保夏季建筑施工安
全，相关部门印发了高温天气
施工安全的通知，督促企业科
学调配作业时间，进一步改善
一线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做
好防中暑常识普及。同时，在
各主要作业区设置茶水休息

室，不间断供应西瓜、绿豆汤及必备防暑药品，
为工人营造相对舒适的工作环境。“保障建筑
工人的权益和安全是我们的重要职责。高温
天气下，我们将持续关注施工安全和工人健康
状况，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让工人在安全
的环境中工作。”冠县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
主任程红云表示。

炎炎夏日，冠县住建局的暖心举措让建筑
工人们在高温中感受到了丝丝清凉，也为建筑
行业的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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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专业的电商知识，社区把培训班办到
了咱心坎上！”7月10日上午，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南校区实训楼四楼
实训教室内，一堂精彩的电商职业技能培训课正在进行，开发区东城
街道财富城社区商户张艳霞难掩激动地说。

当日，财富城社区与聊城职业技术学院经贸学院联合举办党建
联建合作单位成立仪式暨“电商职业技能培训班”开班仪式。这场电
商集中培训，吸引了社区内众多商户、待就业人员及电商从业者积极
参与。

本次培训课程聚焦电商实操核心，从平台基础操作到直播带货
话术技巧，系统覆盖线上营销各个环节；更深入讲解电商数据分析，
助力学员精准把握市场动态。专业讲师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实
操演示相结合的方式，让复杂知识变得通俗易懂，确保社区居民听得
懂、学得会。

直播模拟现场，大家轮流化身“主播”介绍商品，互动热烈。实战
体验让大家对开启电商事业充满信心。课堂上，学员们积极提问、分
享经验，课后自发组建学习群，探讨问题、互促互进。浓厚的学习氛
围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团队的力量，不少人表示：“不仅学到了技能，还
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后创业路上不再孤单。”

此次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让该社区的学员们掌握了实用技能，更
点燃了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财富城社区将持续以党建联建为抓
手，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让“小社区”成为推
动居民增收、社区发展的“大舞台”。

一堂干货满满的电商培训课
■ 本报记者 张承斌 本报通讯员 高雅琪 辛晓彤

■ 本 报 记 者 贾新伟
本报通讯员 郭安凯

如何让老年人既享有专业的医疗服
务，又能安享舒适晚年？度假区以打造医
养融合新标杆的生动诠释给出了答案。近
年来，度假区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北京积
水潭医院聊城医院为龙头，创新探索“两院
合一”发展路径，推动“医”与“养”深度融
合，探索独具特色的大健康产业发展之路，
为居民健康生活筑牢根基。

专业医疗无缝衔接

走进玖幸颐养中心，整洁明亮的大厅
里老人们闲话家常，康复室内护工正耐心
指导长者进行复健训练，处处洋溢着安宁
祥和的气氛。该中心负责人王锐介绍，中
心依托聊城市人民医院民生院区的医疗资
源，打造了“楼下看病、楼上养老”的一站式

医养结合机构。民生院区不仅拥有先进设
备和专业医护团队，更有120急救车常驻、
市人民医院专家定期坐诊查房，为在住长
者提供坚实的医疗保障。

玖幸颐养中心将专业医疗深度融入日
常照护。其医护团队由专业力量组成，护
士站24小时值守，老人慢性病用药方案由
医院专家审核，康复计划严格遵循医院康
复科标准，配备血糖仪、心电图机等设备，
确保医疗服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我们每日为老年人定时监测血压血
糖。”该中心护理部主任郭广雪介绍，“此前
入住的席爱华老人因腿部摔伤行动不便，
我们就针对老人的身体状况，制定了个性
化康复方案。经过系统训练，老人现已能
独立行走。”

社区养老温暖贴心

该中心扎根居民区“15分钟生活圈”，

推行“嵌入式养老”。白天子女上班，老人
可到日间照料区就餐、活动，并有医护人
员为其监测血压、指导用药；周末，组织老
人与社区儿童开展手工等主题活动，让老
年人的生活充实而温馨。在这里，老年人
熟悉的邻里环境、常去的公园近在咫尺，
而获得的医疗保障远比居家更专业可靠。

“这里的服务、卫生、照料，样样都比家
里好！我住得特别满意，孩子们也放心！”
席爱华谈及在该中心的生活，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

模式成熟辐射周边

目前，度假区“两院合一”模式已形成
成熟体系：为普通老年人提供“日常照护+
健康监测”，为认知症长者开设专属照护
区，为术后康复人群定制“医疗康复+生活
护理”套餐，并辅以智慧化设备实时监测心
率、定位数据，全方位守护老年人健康。这

一模式不仅惠及本地居民，更吸引周边地
区老年人入住，正逐步形成辐射周边的复
合型康养产业群。

“‘两院合一’绝非简单的空间叠加，
其核心在于医疗资源与养老需求的深度
整合。”度假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王锋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大力
推广‘身边有医疗、养老有保障’的服务
模式，使其覆盖更多社区与乡村，将大健
康产业打造成普惠千家万户的民生工
程，让度假区不仅宜居，更成为康养福
地。”

从医院到社区，从治疗到颐养，度假区
以“两院合一”为纽带，串联起大健康产业
的完整链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此安享
晚年，越来越多的家庭感受到健康守护的
温暖，一幅“医养相伴、健康无忧”的民生画
卷，正在徐徐展开。

家门口享受健康生活
——度假区打造医养融合模式初探

本报讯（记者 白文斌）7月11日晚，冠县“两河之约”露营季活
动启动。本届露营季主会场设在贾镇富贾新村。活动以“露营+”为
核心理念，创新推出五大融合场景：露营+地域，深挖本地特色，展现
冠县风情；露营+乡村，融入田园风光，体验乡村慢生活；露营+非遗，
传承文化瑰宝，感受传统魅力；露营+音乐，营造浪漫氛围，享受视听
盛宴；露营+艺术，激发创意灵感，点缀露营空间。

活动现场精心打造了多元主题空间，包括非遗体验区、运动挑战
区、网红打卡点、艺术创作角及露营餐饮区。通过场景化、惠民化的
设计理念，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的升级成果，有效激发乡村消
费潜力。

据了解，冠县已连续四年成功举办露营季活动。通过不断升级
露营场景打造、丰富露营体验、创新露营餐饮等方式，深度融合文化、
旅游、运动、非遗、文创等多重元素，逐步构建起一个充满活力的“露
营+N”生态圈，持续为游客提供主题多样、场景丰富、热点不断的户
外露营新体验。

冠县

乡村露营季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吕晓磊） 7 月 14 日，记者从临清市民政局了解
到，今年以来，临清市积极探索社会救助新模式，通过“物质+服务”双
轨并行，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帮扶向综合服务延伸，全面提升困
难群众生活保障水平。截至6月，临清市已累计发放各类救助资金超
6000万元，惠及困难群众数千人。

临清市以“数智救助”为抓手，依托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
平台，实现救助对象精准识别、需求精准匹配。在物质保障方面，
全市已为245 名困难群众办理最低生活保障，为103 名特困人员提
供救助供养，累计发放低保金 2494.02 万元、特困人员保障金
1508.47 万元、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 1060.54 万元、孤困儿童基本
生活保障金 402.56 万元、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资金 147.36 万元。
为 152 个困难家庭发放临时救助金 57.05 万元，户均救助 3753.58
元，人均救助 1653.75 元。在服务保障方面，创新推出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社会化照料服务模式，2025 年上半年累计服务 1987 人次，
服务时长超 6.5 万小时，形成“一人一条服务链”的个性化帮扶机
制。

此外，临清市还加强基层服务站（点）建设，推行“政策解读+工作
实践”“数据赋能+网络办理”等举措，确保救助政策落地见效。

临清市

创新社会救助模式

■ 张颖

眼下虽然还未入伏，但多地气温已
屡创新高。从热射病频发的悲剧，到户
外劳动者的健康压力，再到对生产生活
秩序的冲击，高温“烤”验的背后，是对社
会治理能力、企业责任担当与公众安全
意识的考验，唯有合力织密防护网，才能
交上一份合格的“烤”卷。

应对高温，政府主导的制度保障是
第一道防线。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带来的
安全风险，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正积极
采取措施：国家疾控局和中国气象局联
合发布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和

健康提示，河南推行弹性工作制，山东省
专题部署高温防范工作，强调“健全应急
预案、落实防范措施”，将高温纳入社会
风险管理体系，用制度明确各方责任，让
防控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企业担当是高温防护的关键环节。
在这场健康保卫战中，户外劳动者面临
着不少难题。破解这一困局，企业不能
将高温视作“个体耐受度问题”，而应主
动落实主体责任。比如，用人单位配备
降温设备、采取弹性办公、40℃以上暂停
环卫作业等等，这些举措既能保障劳动
者权益，也守住了安全生产底线。我们
呼唤更多这样的“硬杠杆”，期待更有力

的约束和引导，为户外工作者“遮阳”，为
城市“降温”。

社会协同是高温防护的重要补充。
高温下的清凉，既需要制度的“刚性支
撑”，也需要人文的“柔性关怀”。遍布城
市的“爱心驿站”、商户提供的绿豆汤、志
愿者送上的解暑药，这些微小的善意汇
聚起来，就能形成对抗热浪的强大力
量。公众认知的提升同样关键，学校普
及防暑知识、社区关注老人儿童等敏感
群体、媒体加强热射病科普，社会各方齐
发力，就能将应对高温的防护网织得更
加严密。

个体防护是最后一道关卡。每个人都

是自己健康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户外工
作者而言，及时补水、避开高温时段、出现
不适立即停止作业，是自我保护的有效措
施。对每个人来说，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关
注老弱群体需求，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
正如专家提醒，热射病的致命性往往源于
侥幸心理，唯有将高温当灾害的意识刻入
心中，才能避免“小疏忽”酿成“大悲剧”。

高温“烤”验面前，没有旁观者。当
高温热浪渐成常态，从政府到企业，从社
区到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高度重视
起来，提高应对能力，在高温“烤”验中守
住生命安全的底线，在这场大考中交出
高分答卷。

持续高温是“烤验”也是考验

本报讯（记者 刘敏） 7月15日，记者从东昌府区妇联获悉，截
至目前，东昌府区已开发“妈妈岗”3500个。

为破解妇女就业难题，东昌府区妇联深入调研企业用工需求与
妇女实际需求，将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和企业作为“主力部队”，以
镇（街）为单位规划“一刻钟就业圈”，让妈妈们实现就近就业。充分
发挥“联”字优势，一方面深挖11个巾帼示范基地和就业示范点岗位
存量，联系22家企业提供200个岗位；另一方面联合女企业家协会、
家政行业协会、快递行业协会召开座谈会，梳理出小时岗、钟点岗、弹
性岗360个。2024年，开展专项招聘会10场，形成了侯营“小棉袄”加
工、道口铺非遗、堂邑葫芦等成熟产业链及斗虎屯镇“金巧手”就业共
富工坊特色品牌。

为推动岗位供需高效对接，东昌府区妇联还联合多部门开展“让
妈妈回家”项目，从三方面精准发力：按面点制作、缝纫加工等6大领
域建立岗位资源库，打造“金巧手”就业品牌，梳理80个“小时工”岗
位；以村（社区）为网格，收集就业需求1000余人次，绘制以15分钟车
程为半径的“一刻钟就业圈”，已建成14个覆盖全区的就业圈；加大宣
传力度，结合春风就业行动，设立咨询台与专项招聘区，分行业举办
专业招聘会，提供岗位200余个，并开展家政、电商、手工制作等公益
性培训30场，全方位提升妇女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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