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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任城区的康桥金茂华居小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以前设
施陈旧，环境老化，小区居民缺乏公共活动场所。现如今，小区新建
了中心广场、乐善会客厅，安装了健身器材，面貌焕然一新……这样
的改变，得益于我市推行的老旧小区改造这一民心工程。

同样在任城区阜桥街道枣店阁社区，辖区内的枣店阁街是一条背
街小巷，因为历史悠久，原本小巷里道路狭窄，道路标识线不清，附近
小学放学时易拥挤，且下雨天经常出现积水现象……针对出现的这一
系列问题，社区开展了背街小巷专项整治，让小巷也有了新模样。

“社区定期对社区内的下水井进行抽污，下雨天再也没有出现积
水现象。”“线位清晰，停车方便还不拥堵。”“井盖上都安装了防鼠
网。”“墙面干净了，还增加了文化宣传版面，看着真舒服。”在枣店阁
社区，一直都有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坐在一起聊一聊的好传统，这一
次居民会议的话题离不开社区里的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居民们像是
打开话匣般，畅谈着新感受。而看着逐渐变化的小巷风貌，居民们喜
上眉梢，表示有“老巷新街”的感觉。

建设宜居之城，不仅要让群众住有所居，更要住有安居、住有宜
居，实现居者心安的“宜居梦”。

“家门口的绿化越来越好，环境也越来越好。走不多远就有绿地
公园，开车经过几条新修建的路，花卉绿植装扮也越来越多，也让这
座城市充满生机。”家住高新区的成女士说道。近年来，不仅一个个

“口袋公园”在市民的期待中如雨后春笋般蔓延开来，市民公园、儿童
公园、凤凰台植物园、龙湖湿地公园等陆续建成开园，让市民在闲暇
之余有了更多休闲好去处。

想看书，转角就可以遇到“城市书房”；越来越多的学校建成并投
入使用，让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更广；增设交通基础设施、优化路
段掉头口、道路渠化改造等，不断改善着市民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
科学布局新建公共停车场，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充电桩、卫生间
等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让社区、街巷颜值大幅提升；整洁有序的农
贸市场，为市民营造了一个安全、卫生、方便、舒适的购物环境；济宁
市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的投入使用，让城市管理更加智能……

在2020年公布的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中，济宁市榜上有
名，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这一份承载在全市人民期盼的荣
誉，更是把全市的民生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创城，不
仅是城市颜值得到提升，设施更加便民利民，更让人欣喜的是市
民文明素养得到显著提升，人们在享受着日新月异变化的同
时，也更加积极融入到身边的生活中去，让济宁这座城市不断
充盈的城市温馨与温暖。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任城区观音阁街道后营社区里，
居民们支起大桌子，准备好糯米、蜜枣、粽叶等原料，左邻右
舍围坐一起包粽子，欢声笑语间和谐的邻里关系让城市更
有温度。“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城市环境越来越漂
亮、社区服务越来越贴心、邻里之间越来越和睦、生活越
来越舒心。”谈起济宁发生的巨大变化，市民苏大爷不禁
连竖拇指，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满足和憧憬。

邻里间的和睦相处，也诠释着济宁人在追求生活
美好的同时，崇德向善之风如同春风化雨般深入人们
心中。民生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我们身边，
也在我们心中。而这也是我市注重靠民惠民，营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的结果，既注重民
生幸福，更注重顺应民心民意。

一张小茶桌，几张矮板凳，坐着喝茶就能把难题解了、把难事办了，任
城区济阳街道柳行社区的“流动茶桌”不仅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小基地”，更
是创新基层自治、联系服务群众的“小切口”。

“大家在一起出出主意，小区里也有能人，有的自告奋勇提出意
见，最后集思广益，也就把事情给解决了。”柳行社区居民倪玉林说，小
区门口的流动茶桌，能把居民们凑在一起，商量解决自己遇到的烦心
事，便捷又有效。

共建共治共享，重在一个“共”字。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要激发人民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作用，把社会治理变成人民参与
的生动实践。楼长制的推行，架起了党群关系的“连心桥”；积极打造四级

“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将传统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遍地开花”
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也在为全市繁荣发展贡献着一份力量……

刘荣是任城区仙营街道巾帼志愿者中的一员，她喜欢用脚步丈量
身边的“整洁”，发现问题立即着手解决。“我们小区变得‘齐整美’，小
刘功不可没，她帮忙清理卫生死角，搬运楼道和安全通道的垃圾和杂
物，干起活来像个女汉子。”一提到刘荣，居民都夸赞她是一名不怕苦、
不怕累、热心肠的好姑娘。想刘荣一样，在我们身边还有许许多多的
志愿者，他们来自于群众，也活跃在群众之中，以一张张温馨的笑脸，
一件件暖心的事实，传递着城市的温暖。让济宁变得更加和谐友爱、
充满温情，让我市的民生建设有质感也更有温度。

清晨，城市的喧闹渐起。大学生小李走出了“青年驿站”大门。
“入住青年驿站，解决了我求职期间短期住宿问题。”小李高兴地说。
今年上半年，我市首家“青年驿站”在任城区挂牌成立，正在济宁找工
作的小李就顺利入住了。房间明亮宽敞、免费WiFi，同时这里还为
入住青年提供人才政策解读、就业信息、生活资讯等综合性服务，让
人才引得来、留得住。

夜幕降临，“人才夜市”也热闹了起来。“这个工作可以，在物业公
司当保洁。”在一家物业公司的展位前，两位大姐拿着宣传手册彼此
商量着。凉风习习，不少求职者脸上少了一份焦虑，一边散步，一边
了解人才需求信息。

这是普通的一天，却在不同的时间里发生着不一样的就业故事，
让生活变得温暖动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生
计。就业稳则收入稳，收入稳则民生安。济宁在千方百计稳定现有
就业的同时，也在积极增加新的就业，牢牢守住就业基本盘，让老百
姓把“饭碗”端得更牢。2014年以来，全市实现年均城镇新增就业7
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4%以内。

2020年7月份，兖州区新驿镇新修建的敬老院正式启用。“热有
空调，冷有暖气，有单独的卫生间，洗澡有热水，吃饭有人做，真是太
好了。”在敬老院住了十余年的赵玉田老人高兴地说。新敬老院不仅
使院区环境实现了大提升，同时也实现了服务水平大升级，为老人们

创造了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随着我市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养老服务已成为保障和

改善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市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坚持把养老
服务业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实施智慧
养老平台建设、养老设施建设提升、养老人才队伍建设、养老产业扶
持培育、养老宜居示范社区建设“五大工程”，着力构建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创新建立新建住宅小区养老服务用房无偿移交制度，积极培育
机构养老，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创新“线上+线下”服务，建设
集呼叫服务、养老咨询、安全监护、健康管理、服务监管等为一体的
智慧养老平台。目前，全市建成各类养老设施1232处，其中养老院
204家、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59处、农村幸福院690处、示范性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51处、社区老年人食堂128处，配置养老床位
6.4万张。

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始终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牵挂。我市在
全省最早建立并落实社会救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城乡低保、城乡特
困、孤困儿童、困难残疾人等9类困难群体救助保障标准在2020年
年底基础上再提高10%，低保等困难群众社会救助标准实现“十七连
增”。推行“即时救助”模式，在全省打响“济时救”社会救助品牌。目
前，全市共保障低保及特困人员等各类困难群众33.3万人。

安居更宜居 让百姓拥有“幸福巢”

宜业宜养 让幸福更有质感

共享共治 让城市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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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事，民生为
重。回望我们党的百年奋

斗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
福的壮丽诗篇。在此其中，济

宁也提交了一份写满幸福的民
生答卷。在住房、就业、养老、城
市宜居等各个关乎人民福祉的方
方面面，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都能真切感受到发展
的速度、幸福的质感和民生的温
度。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拼出
美好生活的画卷；一件件暖心

的实事，写在孔孟之乡的大
地上，更写进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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