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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市公安局强化责任、细化分
工，开展了一系列整治行动，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成效。日前，就如何进
一步做好创建工作，记者采访了市
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周海林。

启动冲刺阶段督导机
制，综合运用挂牌督办、约谈
问责等手段狠抓工作落实

记者：您好，周政委，今年市公
安局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发挥了
排头兵、攻坚队的作用，在下一步的
冲刺阶段，市公安局打算如何更好
地发挥主力军作用？

周海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部署以来，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
视，立足公安实际，采取过硬措施，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市公
安局将坚决贯彻全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冲刺动员大会精神，全警全力
向任务目标发起强有力的冲刺。

夯实工作责任。按照“谁主管、
谁负责，谁牵头、谁负责，谁丢分、谁
负责”的原则和精细化管理工作要
求，定岗、定责、定人，力争一条不
缺、一项不漏、一分不失。

强力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检视
创城工作，深入查找43项任务中的
薄弱环节，把基础打得更牢，把短板
补得更实，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
践和历史检验。

强化督导问责。启动冲刺阶段
督导机制，日通报、周评价，查找短
板漏洞，明确整改时限、责任单位，
综合运用挂牌督办、约谈问责等手
段狠抓工作落实。

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
管控力度，显性用警及时劝
导查纠各项交通违法行为

记者：根据测评标准要求，电动
自行车挂牌、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
安全头盔佩戴率是测评硬性指标，
工作难度大。针对这些问题，市公
安局是怎么准备的？

周海林：对几项测评重点，我们
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持续强

化电动自行车管控力度，全警上路，
在现有396处电动自行车挂牌点和
66处头盔发放点的基础上，设置临
时挂牌点，做到应挂尽挂、应补尽
补。动员派出所民警辅警、社区工
作人员、网格员和群防群治力量，加
大对重点点位周边小区、商业大街
及所有背街小巷周边电动自行车集
中停放点清理及挂牌力度。强化交
通秩序巡逻管控，交警全员上岗，显
性用警，及时劝导、查纠电动自行车
不挂牌、闯红灯、逆行、驾乘人员不
戴头盔和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人乱
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媒体
宣传，用好公安服务窗口和24块交
通诱导屏等公安宣传阵地，营造浓
厚的宣传氛围，提高群众参与热情。

把测评指标转化为常
态工作目标，固化总结集中
整治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记者：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常态长效是关键，在常态化保持上，
市公安局是怎么做的？

周海林：我们通过集中整治和
常态管理相结合，探索建立文明城
市创建长效管理机制。

持续整治交通秩序。坚持把测

评指标转化为常态工作目标，固化
总结集中整治过程中的好经验、好
做法，建立健全创城勤务常态化、文
明交通劝导常态化、交通秩序整治
常态化工作机制，为市民出行提供
安全畅通交通环境。

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
群众需求，在现有2万个停车位的
基础上，在主次干道以外的其它道
路上合理设置停车泊位，增加临时
停车泊位的供给量。拉网式巡查主
城区隔离护栏、交通信号灯等交通
安全设施，全面整理乱拉乱搭线路，
及时维护陈旧破损设施，保持设备
正常运转，设施整洁规范。根据交
通流量不断优化信号灯设置，提升
城区通行效率，方便群众出行。

强化社会面治安整治。聚焦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开展
多轮次治安清查和严打整治，严厉
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
和“黑拐枪”“盗抢骗”“黄赌毒”等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
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刑事案件的底
线，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持
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推出更
多为民服务新举措、新项目，以实实
在在、扎扎实实的工作不断提升群
众安全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市公安局政委周海林：

启动冲刺阶段督导机制 全警全力完成任务目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康曌 丁春晓 通讯员 樊娉娉

九曲黄河，在滨州穿城而过，深
刻影响了这里的自然地貌和人文历
史。

放下二胡，望着黄河滩，69岁
的惠民县大年陈镇农民刘庆荣感慨
万千——那河水，曾淹没了两座县
城：齐东县与蒲台县；那河滩，曾经
有几代人的老宅；那河堤，埋着祖先
的墓碑、土庙的砖石……

如今，滩区百姓搬迁上楼了，不
代表老故事可以遗忘。

滨州所在的黄河三角洲，是黄
河“滚出来”的新生土地，祖辈称为

“退海之地”，盐碱厉害，旱涝灾害
多，丰收年景少。这里多是移民后
代，特别是明初的山西洪洞、河北枣
强移民，大家两手空空，“一担挑”而
来，却在盐碱地上养育出了康熙平
三藩重臣李之芳、咸丰帝师杜受田。

滨州人长期苦于黄河水患。黄
河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魏氏
庄园“生来高大、闭塞”，一是防匪
患，二是防水患，匪患正是因水患而
生。

“不渴？喝喝就渴了！”这是滨
州北部县区百姓曾常说的笑话。背
后，却是祖祖辈辈的凄凉：老井、池
塘里全是苦咸水。他们发明了“屋
檐窖”，用来接雨水，待客的时候才
舍得喝两口。谁家有一缸甜水，等
于有了彩礼，有了嫁妆。再看庄稼
地，仿佛铺了一层雪。

人民治黄，让这里迎来了黄河
安澜，迎来了岁月静好。治黄名臣
游百川、治黄女将钱正英、治黄模范
马振西等名字铭刻在滨州历史中。
我们如何走向黄河安澜的，我们做
了什么？还将怎样做？

人民治黄，让“滚来滚
去”的河道不再为患

一部戏剧——在滨州京剧作品
《游百川》中，衣衫褴褛的纤夫唱起
苦涩苍凉又雄浑浩荡的黄河号子，
现场观众忍不住落泪——“一声号
子嘛，嗨呦！震塌一方天啊，嗨呦！
一根纤绳啊，嗨呦！拽倒万重山啊
……百姓再闯鬼门关那么，哎呦！
哎呦！”

这号子说的是啥？
1855 年黄河改道后，多次溃

坝，鲁北大平原深受其害。如在白
龙湾，素有“开了白龙湾，先冲武定
府，后淹阳信县”的说法。

一段传奇——一匹高头白马踏
起灰尘，哒哒哒的蹄声越来越近，好
像整条大堤都在跟着颤。近了，近
了，马儿慢下来，孙永福这才发现，
那马上的人，居然是女兵！短发，绑
腿，腰扎武装带，身挎盒子枪，左手
缰绳，右手马鞭。

此人是时任山东省河务局副局

长的钱正英，她与省河务局曾在蒲
台县城办公，后又在滨县孙家楼、西
王村、山柳杜村，惠民县姜楼村等村
驻防。钱正英腰扎武装带，身挎盒
子枪，骑着大白马治黄、打仗的故事
已成为传奇。

一个名字——在邹平黄河险工
梯子坝上，记者看到一个农民的名
字——1952年，有个叫马振西的滨
州农民，被毛主席接见，受邀登上天
安门参加了国庆观礼。

马振西是邹平市码头镇孙家村
人。1951年汛期，他自愿报名参加
锥探灌浆工作，成立了马振西锥探
小组。马振西多次受到省河务局、
黄委会的表扬奖励。1952年9月，
被推荐出席全国劳模国庆观礼代表
会议。随后，他还受邀赴长江堤防
介绍交流经验，“为长江带去了黄河
的问候”。后来，国家黄委发出通
知，号召在全河堤防加固中普遍推
广马振西锥探工作法，收到了显著
成效。

在黄河入滨第一村，邹平市码
头镇田拐村，81岁的王玉文回忆，
自己经历了四次黄河涨水，很是吓
人，树木被洪水拦腰冲断，柴禾树木
漂在水面上。从百年前的水患不断
到身边安澜美丽的母亲河，村民感
激这高高的黄河堤坝，保障了百姓
的幸福生活。

全面开启水利大投入
大建设大治理大保护新时期

在小开河引黄闸，湍急的黄河
水宛如一条输血动脉，纵贯北部7
个县区，将黄河水送到了沿线50万
群众身边。

今天，河渠两岸郁郁葱葱，可
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滩。
两张照片的对比让人唏嘘，主角是
无棣县于岔河村一位名叫张瑞武的
老人。一张拍摄于1997年，张瑞武
正半跪在干涸龟裂的池塘边，舀坑
中渗出来又苦又涩的苦咸水；另一

张是2009年的照片，张瑞武在自家
庭院看着水从自来水管内汩汩而
出，眉眼之间尽是甘甜。

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的百姓祖
祖辈辈都喝苦咸水，地里粮食收成
少得可怜。1998年小开河灌区建
成时，有位80多岁的老人坐在推车
上，让孙子推着要尝尝黄河水。现
在，全市村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100%。

短短 20年，小开河让沿线从
“碱蓬满地”变成“鸟类乐园”，展现
了滨州水利人用行动诠释黄河三角
洲上的“塞罕坝”精神。沾化冬枣、
阳信鸭梨、无棣金丝小枣的品质和
产量明显提高，年增产粮食1.8亿公
斤，棉花近0.5亿公斤，《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央视新闻联播、焦点访
谈、经济半小时等栏目先后进行了
报道。

小开河之外，还有簸箕李、胡
楼、道旭、韩墩、打渔张等引黄渠
……黄河已成为滨州最主要的客水
资源和淡水资源。打渔张引黄闸则
是引黄济青工程的渠首，对保障胶
东地区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安全，
优化全省水资源配置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去年以来，我市完成重点水利
工程49项、治理骨干河道 260公
里、加固病险水库水闸除险27座，
重点骨干河道治理实现全覆盖，病
险水闸隐患基本消除，省级重点水
利工程投资达到100亿元、列山东
省第 1 位，全面开启了水利大投
入、大建设、大治理、大保护的新时
期。深入实施水源调蓄工程，启动

“水亿方”鲁北水库规划建设，6座
小型水库建设稳步推进，上半年已
完成投资 4.3 亿元，占总投资的
83%。

《滨州市水利局创新构建“点
线面”结合监管机制，提升工程质量
监管水平》典型经验被省厅在全省
推广。坚持“工程建设，机制先行”，
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中积极推广

“政府主导、企业经营、民办公助、以
奖代补”的农田水利工程管护“金阳
模式”，省领导专程调研并在全省推
进会上予以肯定推广。

党员干部带头一线倾
力奋战，迎战30余年来最
大洪峰

“面对30余年来最大洪峰，20天
守在大坝上，党员冲在最前头，无一
人退缩！虽然我们安排了轮班，但
在最紧张的几天里，几个老党员都
没合眼。”惠民县清河镇镇长石涛
说。

9月29日至10月中旬，山东省
黄河河道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量
级的洪水过程持续15天左右，防汛
形势严峻，眼睛里布满血丝的党员
干部们经受了考验。

作为防汛主阵地，我市沿黄四
个县市区上下联动多措并举，提前
果断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工作，将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贯穿防
汛工作全过程，确保安全度汛。沿
黄街道乡镇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
移，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倾力奋战，日
夜坚守在黄河畔，凝聚起防汛抢险
救灾的强大合力。关键时刻，党员
干部带头，迎着浪头，挑起了这份
担。

今天，在清河镇沿黄防汛地段，
河滩中崎岖不平的路段和筑起的两
道高高堤坝，依旧能让人感受到当
初防汛时的艰苦与紧迫。12个自
然村沿黄，全镇部分河段冲刷压力
较大。当大家享受国庆假期时，这
里的党员干部正冒雨踩着泥沙，一
步一步地扛沙袋！“我们用最短的
时间，动用18台挖掘机械，新筑起
了1000米的堤坝。2万多个沙袋
用人力运抵堤坝抛进了黄河。”石涛
说。

防汛开始后，清河镇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优势和战斗堡垒作
用。主要负责同志一线指挥，其他
科级干部分头负责，各联村党总
支、自然村党支部、各部门积极参
与落实工作协同联动机制，形成

“一盘棋”思想，抢险救灾强大合力
迅速形成。积极组建154名党员
机关干部、280余名农村党员组成
的监测预警、粮食抢收、筑堤固防、
后勤保障4个防汛应急工作组，根
据职责分工扎实做好防汛救灾组
织保障。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
民。黄河安澜、滩区迁建、生态修
复、节水降耗成为当地民众的集
体福利，人民群众生活面貌发生
根本性转变，又为富民产业的兴
起、滨州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黄河时代 滨州答卷”系列报道之二

●11月3日，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观摩会议召开。副市
长郝吉虎参加会议。

●11月3日，我市召开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党外人士座谈会。
副市长曹玉斌出席并讲话。

●11月3日，2021年滨州市银企对接暨金融产品推介会在市
产融综合服务中心召开。副市长曹玉斌出席并讲话。

黄河安澜昔日“害河”今日造福人民千千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清春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张莲莲 报道）11月2日，第
六期全国年鉴主编培训班举行开
班仪式。滨州市委党史研究院
（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负责人
以《争创赋能新发展 精品记录新
时代》为题，介绍了《滨城年鉴
（2019）》《滨州年鉴（2020）》创建
中国精品年鉴方面的经验做法。

据了解，我市积极参与中国年
鉴精品工程争创工作。《滨城年鉴
(2019)》《滨州年鉴（2020）》先后分
别成为山东省首部县区级和市级
中国精品年鉴。我市连续打造两部
中国精品年鉴的经验做法受到广泛
好评。本次培训班以视频会议形式
举办，主会场设在国家方志馆，各
地通过云视频会议形式收看直播。

第六期全国年鉴主编培训班举行开班

我市介绍创建
中国精品年鉴经验做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孙
文杰 通讯员 王建岭 李维康 报
道）11月2日，我市组织收听收看
完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后，立即对新一轮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压实责任，
强化宣传教育、火源管控、隐患
治理、监测预警、应急准备和处置
等关键工作，确保今冬明春全市森
林草原防灭火形势持续平稳。

抓好宣传教育，守住森林草原
防灭火第一道防线。坚持面向群
众、面向基层、面向重点人群，加强
防灭火法律法规、火源管理规定、
安全避险知识宣传；深入开展防
灭火宣传“进农户、进社区、进学
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活
动，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和震
慑作用；科学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一旦发生火灾，及时发布官方权
威信息，回应群众和社会关切，牢
牢掌握工作主动权。

抓好火源管控，牵住森林防
灭火工作“牛鼻子”。在元旦、春
节、元宵节等关键时段，通过增设
防火检查站、增加护林员等方式，
盯牢重要地段、把守重要路口、看
护重要目标，严禁明火上山、火种
入林；对进山路口、林缘与居民区
的接合部、林内墓地等高火险区
域，组织力量死盯死守、严管严控；
对林区企业施工人员、农业生产人
员、旅游和从业人员等实施严格管
理，推广应用林区“防火码”，加强
用火审批和监管，进山人员严格落
实火种收缴和禁火制度，有计划有
步骤地打烧隔离带，从源头上减少
森林火灾潜在威胁。

抓好隐患治理，坚决把森林
火灾消灭在萌芽状态。突出火灾
易发地、村庄周围、风景名胜区、

加油站、危险品仓库、林区坟地、
林内高压线和重点保护目标，开
展“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留死
角、不留盲区”的森林火灾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活动。对发现的问题
隐患建立工作台账，逐一落实整
改措施和责任人，限期整改到位；
对存在的重大隐患，要跟踪督查
整改落实情况，必要时挂牌督办；
对因火灾隐患排查整改不力、导
致发生森林火灾的，要严肃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抓好监测预警，切实做到火
情早发现早处置。发挥好护林员
作用，落实护林员巡护瞭望责任
和管护区域，明确巡护路线和巡
护时间，必要时携装巡护，确保
第一时间处置火情；发挥观测瞭
望塔台作用，提升改善观测瞭望
塔台工作环境，确保观测瞭望人
员24小时值班值守，配备必要的
瞭望和测距设备，畅通通讯联
络，发现火情及时报告；发挥视
频监控作用，提升火灾烟雾甄别
能力和火点早期发现定位精度，特
别要提升晚间林火发现率；发挥卫
星遥感作用，全天候不间断运行，
提升火灾早期精准发现能力。

抓好应急准备和处置，有效
防止小火演变成大火。加强消防
直升机临时起降点建设维护，加
快推进林区道路建设，修缮损毁
道路；靠前部署各防灭火专业队
伍，全天值班备勤，时刻保持临
战状态；检修、更新扑火机具装
备，确保应对突发火情所需；加
强预案演练，采取不打招呼、不
定时间、不设方案、不编脚本方
式，检验响应效率和响应能力；牢
固树立“无火当作有火防、小火当
作大火打”防灭火理念，做到打早
打小打了。

我市安排部署
新一轮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张菲菲 报道）11月2
日至3日，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
张成杰来滨开展第三季度改革督
察。市委常委、秘书长张延廷陪
同。

督察组深入企业、基层一线
实地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我

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情况汇报，
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张成
杰表示，滨州改革工作领导重视、
措施扎实、特色鲜明、亮点频出，
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下一步，
要高质量完成相关工作任务，同
时加强部门联动、政策集成，系统
提升改革效能。

省委改革办督察组来滨
开展第三季度改革督察

打渔张引黄闸见证了引黄兴利的历史打渔张引黄闸见证了引黄兴利的历史。。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裴振坤 报道）“没想到现在
企业档案迁移这么简单，比以前
方便多了。”山东毕盛新型材料有
限公司李女士高兴地说。原来，
李女士是该公司的业务经办人
员，因发展需要，该公司由内资企
业转为外资企业，企业登记机关
需要先由博兴县迁出，滨州市迁
入，同时还要完成档案交接工作。

之前的办理程序非常繁琐，
首先申请人提出申请，迁入机关
开具迁移调档函，然后到迁出机
关办理迁出手续，包括档案的归
集、提取、邮寄、交接和数据迁出
等工作，最后迁入机关收到企业
登记的档案和迁移的数据后才能
完成最后的迁入工作。现在内部

流转完全由两地的登记机关后台
完成，不需要当事人往返跑、两地
跑，而且由于采取了全程电子化
登记方式，无需档案的收集、整
理、邮寄等步骤，更是省心省力。

为解决企业迁移调档面临的
“往返跑”“多次跑”“来回跑”的痛
点和堵点，持续深化“一次办好”
改革，日前，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
台了《关于优化市内企业迁移登
记的实施意见》，明确了适用范
围，优化了工作流程，加强了档案
管理。新的《实施意见》在全市范
围内优化市内企业迁移登记工
作，取消企业在迁入迁出机关往
返提档的环节，转为登记机关内
部流转，更好地满足了办事企业
的办事需求。

推行优化市内企业迁移登
记，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
体现，也是深化“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下一
步，该局将建立畅通的联络机制，
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提高企业和
群众知晓度，不断增强企业和群
众获得感。

市县联动
市内企业迁移更加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