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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谢洋

近年来，随着东南华城生活圈不
断扩大，商圈也在不断扩张，仅华城
北路平均每天就有100多家流动商
贩，多时可达200家。这为居民生
活带来一定便利，但也带来了交通
堵塞、油烟污染、噪音扰民等问题，
给周边环境卫生及居民生活造成不
小的影响。

如何平衡群众需求与城市秩
序之间的关系？任城区观音阁街
道一直在积极探索。

为破解这一难题，观音阁街道
按照“疏堵结合、变堵为疏、服务群
众、规范有序”的原则，在辖区设
立临时潮汐集市，既解决流动摊
贩管理难题，又增加无业人员就
业岗位，同时还守护了城市烟火
气，让城市管理更具人性化、更显
文明、更有温度。

华城路位于观音阁街道东
南华城片区，连接祥和园、和贵
园、吉祥园、翠竹园、胜景西苑、
宏河美地6个小区，常住居民5
万余人。“附近虽然有农贸市场，
但大家都有赶早市的习惯。晚
上出来遛弯，买点吃的喝的也
能放松身心。在我看来，早市、
夜市都有必要。”居民王先生
说。但也有居民心有担忧：“有
些人在户外聚会，凌晨一两点
都不离开，声音很大，特别扰
民。”“我们这里住的人多，几
乎家家有车，早晚高峰很拥
堵。而且这边还有两处幼儿

园、一个小学，人流量很大。”
“我们通过深入调研，发现流动商贩多是

周边居民，而消费者也多是周边居民，市民的
担忧也不无道理。所以，仅靠一味地堵往往
治标不治本。”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慎举介绍，
街道根据省市法规条例及上级有关文件要
求，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论，广泛征求群
众意见建议，充分借鉴外地先进经验，经过实
地调研，多方论证，确定在华城路设置早市、
夜市，经营时间为5时至7时30分、18时至22
时，经营地点为道路两侧路沿石以上或紧贴
路沿石。

流动摊贩有了“家”，如何规范摊贩经营，
营造良好生活环境？

为确保流动商贩在规定区域经营，避免
经营安全隐患，任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观音
阁中队联合派出所、市场监管所、应急办、环
保办对流动商贩开展了定期和不定期的联合
执法检查。并对潮汐集市引入物业公司，定
时定点进行管理，保证集市环境卫生秩序。

“我们在集市设置了公示牌，对潮汐集市
经营制度进行公示，规范经营秩序，引导周边
流动摊点退路入市。”观音阁街道综合执法大
队大队长段海泉介绍。

“摆摊也是为了生活，但是城市秩序也应
维护好。我们签订了诚信、合法经营的承诺
书，一定自觉服从城市管理各项要求，守护好
咱们共同的家园。”经营夜市烧烤的摊主黄先
生坚定地说。

记者了解到，因设置潮汐集市取消了部
分沿街停车位，对此，街道协调交警部门在周
边路段设置限时停车位，还充分利用铁路沿
线闲置区域升级改造增设停车位，充分满足
周边居民停车需求，切实解决停车难问题。
同时，及时了解商家需求和困难，为商家提供
解决方案等必要支持，帮助商家提升经营水
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华城路潮汐集市，是观音阁街
道探索解决基层管理难题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观音阁街道发展大步
向前，辖区布局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
变化。为满足群众生活需求，街道辖
区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潮汐集市应
运而生。

段海泉介绍，街道将在华城路潮
汐集市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潮汐市场
规律，积极谋划更多惠民利民有效举
措，精心选点布局，增设并不断升级改
造“临时潮汐摊区”。同时，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进一步规范市场管理，严格
市场准入，确保商家具备合法的经营
资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探索通过商
户自治、社区协助、第三方参与的管理
模式，加大日常规范管理和细化服务力
度，使城市秩序与民生需求同频共振，
推动形成商贩安家、群众便利、市容规
范的良好局面。

“堵”不如“疏”，“赶”不如
“安”，设置潮汐集市，就是要改
“堵”为“疏”，变“赶”为“安”。
随着一条条标线的施划，一个个
摊位的固定，一个个城市“文明
摊”应运而生，地方更加坚定了
设置潮汐集市的必要性。当下，
潮汐摊位的科学管理仍在探索、
完善之中，或将随时代发展、群众
需求进行调整。但只要从群众需
求出发，立足当地实际，必将更好
地守住城市烟火气，助力城市高
质量发展。

潮汐“小集市”
凝聚“大民心” ■本报记者 鲍童

本报通讯员 于艳霞

“这次百姓儒学节，咱们能不能增加一些适合残疾人参
加的项目？”“对！我也这么想，咱们助残日办的那几个比赛
项目大家都很喜欢，参与度和满意度也都比较高……”近
日，在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的家长学校里，10月份的“吾
家姐妹”妇女议事会如期召开，商议本月“吾（武）家事”。

妇女议事会，是基层妇女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也是妇
联组织凝聚妇女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通过妇女
议事会进一步提升妇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武
家村妇女议事会由村妇联执委、女党员、女致富带头人、女
教师、女大学生等各行各业热心妇女代表组成，为体现“我
爱我家武家村”，她们给自己起了一个温暖的名字——“吾
家姐妹”，个个满怀赤诚，为村庄发展献计献策，用智慧和
力量撑起“半边天”。

“我提议‘美丽庭院’评比的时候，要重视‘绿化美’这
一项，有些家庭没有种植绿植，咱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激
发大家参与庭院绿化建设的热情。”议事会上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热闹非凡。经过讨论，最终确定了百姓儒学
节活动增加残疾人项目、“美丽庭院”评比重视绿化美化
建设、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活动等议题建议，这些看似不
起眼的小事，却关系着村民们的切身利益。妇女代表的
建议被认真记录下来，并提交给了村委会，最终得到了
采纳。

“吾家姐妹”议事会不仅参与村庄大事，还关心村
民的“小幸福”。她们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参与
“美丽庭院”建设，为妇女儿童提供帮助，为村集体经
济项目出谋划策……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吾家姐
妹”的身影。

“她们提出的建议有很多是我们村委会没有考虑到
的，‘吾家姐妹’真是把村当家，用心用情，给我们村的发
展提了不少好的建议。”武家村党支部书记武波说。

“以前总觉得村里的事和我们妇女没关系，没想
到姐妹们提的意见大多数都能被村委采纳，现在越来
越感觉到，我们也能为村庄发展出一份力！”议事会成
员胡静茹激动地说。武家村自从有了“吾家姐妹”妇
女议事会，许多妇女群众也渐渐对村里的大事小情关
注起来，看到的想到的，都会跟“吾家姐妹”们聊一
聊，因为她们知道，这些意见建议和合理诉求，大多
会被村委会听取。

“吾家姐妹”议事会正是曲阜市妇联推进妇女议
事会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曲阜市妇联积极畅
通基层妇女民主参与的渠道，让广大妇女在基层治
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她们不仅参与村庄
建设、环境整治、文化活动等工作，还积极参与调解
邻里纠纷、维护妇女权益、志愿服务等，为完善基层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了“她力量”。

“我们将持之以恒推动村（社区）妇女议事会建
设，让更多妇女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让‘她
声音’更响亮，‘她智慧’更闪耀，‘她成长’更精
彩。”曲阜市妇联主席宋春洪说。

“吾家姐妹”妇女议事会

基层治理中的“她她”声音

“下水管道终于通了，我们楼前脏水外溢的问题也
彻底解决了。”近日，家住任城区仙营街道秦庄小区的
王阿姨高兴地对社区的网格员表达感谢之情。

原来，王阿姨前两天发现楼前化粪池井盖附近一直
有脏水往外溢出，气味也很难闻，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
的生活。由于该小区属于老旧小区并无物业，集中居民
商讨如何修理变成了一件难事，王阿姨只能向辖区的网
格员寻求帮助。

网格员到现场后一边向居民了解情况，一边联系专业
疏通维修人员。维修人员抵达现场发现被堵的下水道是
通往化粪池井的管道，属于居民共用的排污管道。由于泥
土堵塞，造成脏污外溢，必须疏通才能解决问题。

在得知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后，网格员和热心居民
一起入户进行现场协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由住户集资疏
通管道，每户均摊费用。经过3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将堵
塞管道彻底疏通完毕。

“疏通管道对网格员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可在老百姓
眼中是生活中的大事。多亏了网格员及时伸出援手，轻松
解决了咱居民的难题！”王阿姨对社区网格员大为称赞。

一直以来，秦庄社区急群众之所急，想方设法为群众解
决“急难愁盼”事，努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赢得了大家的信
任。他们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成为大家生活上的贴心人，
让居民生活更加舒心、顺心。

记者 梁琨

美好生活

不再添“堵堵”

金秋时节，金乡县羊山镇蒜黄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迎来了收获季，空
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蒜香，一座座有序
排列的大棚内是片片金黄细嫩、长势
喜人的蒜黄，几位农民正动作娴熟地
收割、捆扎着。

“适温条件下 20天左右就可收
一茬，蒜黄种植周期短，整个种植期
下来可以收四五茬。8月中旬收的第
一茬蒜黄，目前在收的第二茬已经接
近尾声，一天收四五千斤，每斤能卖
到3.8元至4元。”王井村村民鲍跟生
说，种植蒜黄不施用任何肥料和农药，
只靠水和蒜头本身的营养成长，温度
高的时候一斤蒜能出八九两蒜黄，温
度低的时候可出一斤二两至一斤半蒜
黄。

种了十来年蒜黄的鲍跟生告诉记
者，他的蒜黄主要销往徐州、曹县、单县
等地，很多客户都是多年的合作伙伴，通
过线上下订单，由“货拉拉”直接送到客
户那里，十分便利。

“蒜黄高产阶段大致在春节前后，那
时市场需求也大，只我们一家每天就能销
售一万五千多斤，每年能收入近二十万
元。”他今年把种植战场由自己地里转战
到蒜黄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承包了20多
个恒温恒湿高标准大棚，还带动了6位村
民帮忙采收。

像鲍跟生一样，蒜黄种植成了羊山镇
不少村民的致富项目。据了解，目前单南
胡村、王井村就有20余户村民从事蒜黄种
植，种植面积达100余亩。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
年来，羊山镇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推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聚焦蒜黄产业链条发展，
引入第三方资本，以“党建引领+国有企业融
资+统一运营管理+支部农户参与”的多元化
合作模式，实施村企联建，打造集设施农业、
仓储、农产品加工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蒜黄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按照“一产强基增产、
二产扩倍增量、三产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
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大蒜育种+
大蒜催芽+蒜黄培育+销售+蒜黄根有机利
用+仓储物流”为一体的循环全链条产业，走出
一条以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之路。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刘雪华 李振

温控蒜黄

抢“鲜鲜”上市

近来，微山县昭阳街道新建村的党群服
务中心院子里热闹不断，成了村民“办喜事”
的公共场所。

“新人办喜事，在饭店招待花费高，在家门
口摆宴席影响村里的交通和环境。如今，在大
院里搭棚子，省去了场地麻烦，村干部还帮衬
着，亲朋好友都能参加，更热闹了。”刚为女儿
办完喜事的村民沈运业说道。

为引导村民树立“节俭办事”的文明风
尚，新建村充分发挥党群服务中心服务群众
的功能，为群众提供“办喜事”的免费场所，并
将志愿服务融入其中，由村“两委”成员、红白
理事会成员、热心群众等组成志愿服务队，
为村民提供场地布置、帮厨等一条龙服务。

“我们红白理事会结合自身村情，探索
建立移风易俗餐费、礼金等管理制度，制定
了一套简单易行的服务清单流程，通过统一
宴席规格，消除了‘大操大办、互相攀比’的
陋习，也让以往宴席所带来的占道、污染等
现象大为改观。”新建村红白理事会成员王
磊说。

近年来，微山县昭阳街道建强自治队
伍，吸引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加入。
建立移风易俗志愿宣讲队伍，不断完善细
化红白理事会章程。通过“党建引领+百
姓宣讲”模式，号召村民喜事新办、丧事简
办，控制婚丧事规模，积极倡导厚养薄葬、
文明祭扫，自觉抵制红白事大操大办等陈
规陋习。

同时，不断完善村规民约，以“凉亭
说事”“板凳议事”“群众主事”等方式，
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将移风易俗的内
容和要求写入村规民约，让移风易俗
有章可循。不断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通过“志愿服务+劝导”模
式，聚力治理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封
建迷信等陋习。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演身边人、说身边事，将端鼓腔
剧目《移风易俗树新风》《红白理事会
成员话新风》等文艺作品送到群众家
门口。

记者 梁琨

新地标里的

“时髦婚宴时髦婚宴”

党报热线·调查

记者跑社区

这样垂钓，很危险！

深化移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新风

近日，市民王先生拨打本报党报
热线2349995反映，有人在火炬南路与
南二环交会处的辅路上垂钓，认为如
此行为颇为危险，希望有关部门予以
关注。

市民在来电中介绍，因工作需要常
驾车经过此处，多次看到有人在此垂
钓，有时有一两位、有时三四位，垂钓者
身体靠在高架桥的围栏上，不时甩出钓
鱼线，很是专注。“有的人还直接把车停
放在高架桥上。桥上车速都很快，实在
是太危险了！”王先生说，火炬路和南二
环是我市重要的交通干线，车流量相对
较大，如此垂钓完全不顾个人和他人的
安危，太不应该。

接到市民来电后，记者驱车来到此
处，确实看到有人垂钓，完全不顾来往
穿行的车辆。

众所周知，自高架桥架设开通后，
为市民出行带来很大便利。高架桥的
交通环境影响着人们的出行效率，更关
乎着人们的出行安全。广大市民应当
约束个人行为，确保安全驾驶的同时，
避免违法违规行为，共同守护道路交通
环境。希望有关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及
时治理道路违法行为，为广大市民安全
出行护航！

近日，济宁高新区第一书记接庄街道服务队先后
在街道机关、接庄大集等人口集中区域开展移风易俗
政策宣讲，结合本地实际详细讲解移风易俗的重要意
义，进一步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通讯员 李庆平 梁洪明 摄

■■记者记者 鲍童鲍童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