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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泰山区泰前街道傲徕峰社
区团支部携手泰山学院附属中学学
生到望山花园小区共同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强化学生对垃圾分类的自觉
意识，推动社区垃圾分类工作落实落
细，共同创建绿色美好家园。

活动中，志愿者向学生们详细
讲解了垃圾分类的好处、4类垃圾
的分类标准，呼吁大家养成垃圾分
类的良好习惯，倡导低碳节约、物尽
其用的绿色生活理念。随后，学生
们拿起夹子、扫帚等清理工具，捡拾
绿化带垃圾、扫除楼道垃圾、擦拭宣
传栏……大家分工合作、有序清理，
展现了积极向上、无私奉献的新时
代青少年风采。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曹一秀/
文 通讯员供图

践行垃圾分类
共建绿色家园

本报4月6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赵峥）身穿红马甲的志
愿者引导游客有序寄存个人物品，
对游客吸烟的行为进行及时劝阻，
提醒游客不要跨越围栏……清明
节前的天外村，一个个文明小举
动引领着旅游新风尚。

4日9时许，天空虽然下着小
雨，但没有挡住游客来泰山游玩
的热情。在天地广场一侧的走廊
里，有两名游客停下脚步喝水，喝
完后随手将空瓶扔进了旁边的垃
圾桶内。

“现在的游客大多举止文明，
很少有随手扔垃圾的情况了，”正
在捡拾烟头的志愿者王先生说，

“有时候，部分游客把纸垫在座椅
上休息，如果他们起身后没有将

纸随身带走，我们便会上前提醒
一下。”

王先生表示，为弘扬文明旅
游，他们这群“红马甲”坚持每天
在天外村景区内巡逻，引导广大
游客自觉践行遵守公共秩序、爱
惜公共设施、保护生态环境等文
明旅游理念，摒弃乱写乱画、随手
扔废弃物、随地吐痰、乱插队等旅
游陋习。

除了这些，广场边、草坪中，
随处可见文明倡导标识牌，“垃圾
分类、举手之劳”“文明旅游、绿色
出行”“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这些文明标语时刻提醒着游客自
觉摒弃不文明行为。“希望大家争
做文明的传播者、践行者，做到文
明出行，文明旅游。”王先生说。

文明小举动引领旅游新风尚

■志愿者王先生在捡拾垃圾。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赵峥 摄

本报4月6日讯（通讯员 郭
建华）近日，泰山景区大津口中
学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英烈精神”红色教育宣讲活
动，进一步传承和弘扬英烈精
神，落实全环境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情感。

活动特别邀请泰安市英烈
文化志愿讲解员、参战老兵周修
安到校宣讲红色故事。周修安
带领学生们一起追忆刻骨铭心、
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感受革命
军人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战斗
精神。现场200余名师生听完红
色教育宣讲后，无不被其爱国情

怀所感染。一名学生代表说：
“听了周爷爷的宣讲，我深刻地
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更加坚定了爱国信念，今后
我将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泰山
好少年。”

“我认真聆听了周老的红色
教育宣讲，周老身上体现出了一
名参战老兵和共产党员具备的强
大精神。”泰山景区大津口中学校
长徐军表示，学校将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以红色教育为主线，打造
红色教育精品课程，厚植学生家
国情怀，以实际行动赓续英烈精
神，把革命精神、先烈遗志继承下
去、发扬光大。

泰山景区大津口中学
开展红色教育宣讲活动

在全市上下以登高望远、奋力争
先的精气神投入全面建设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市新征程的关键时期，
泰安市中心医院决定在全院开展“群
众满意管理年”活动，坚持问题导向，
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落实便
民措施，规范服务行为，提高管理服务
质量，实现就医群众和职工满意度双
提升。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
明特点。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
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
际的呼声。”毛泽东同志说：“问题就是
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
盾，哪里就有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
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
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
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
路、新办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在前进的道
路上，各种障碍、种种困难总会不期而
至，怎么办？这就要求我们坚定“万事
必有解、凡事必求解”的信心，以问题
为导向，及时发现问题、科学筛选问
题、准确分析问题、全力解决问题，推
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首先要正视问
题。问题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绕不
开、躲不过。由此可见，正视问题是解
决问题的第一步。我们要从思想上敢
于正视所面临的问题，以高度负责的
态度，瞄准制约发展的短板，不回避、
不躲闪，在正视问题的过程中寻求突
破。当前，公立医院改革渐入“深水
区”，如何实现公立医院发展方式从规
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如何实现运行
模式从粗放式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
如何实现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资要素转
向更加注重人力资源发展？面对这些

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拿出好的
作风、好的精气神，以对党和人民事业
负责的态度，勇于面对问题，善于解决
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核心是找准问
题。问题找得越准，越有助于逾越发
展道路上的障碍；抓住了重点问题，也
就抓住了发展的关键。然而，问题是
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实践证明，要想找准问题的源头和规
律，就必须要扑下身子、迈开步子。“坐
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
看到的全是办法。”要深入群众、深入
临床，耐心倾听群众的心声，真正了解
群众的需求，科学把握群众看病就医
的难点、痛点、堵点、烦点，把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找准，
把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透，才能把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

坚持问题导向，关键是解决问题。

实现发展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要查漏
洞、补短板，弘扬实干精神，不断强化查
落实、求实效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要着力解决“慢”的问题，以
马上就办的速度、办就办好的力度，第
一时间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要着力解
决“虚”的问题，紧扣关键环节、强化精
准施策，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
在提高医疗质量、确保医疗安全的前提
下，把对患者的非医疗技术服务提高到
与医疗技术服务同等重要的位置，努力
构建诊疗更加安全、就诊更加便利、沟
通更加有效、体验更加舒适的新时代医
疗服务新格局。

相信，只要我们以逢山开路、遇河
架桥的闯劲，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
韧劲，瞄着问题去，盯住问题改，以良
好的作风狠抓落实，就一定能书写群
众满意的民生答卷。

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整改落实
——市中心医院“群众满意管理年”活动述评（二）

本报4月6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徐文莉）本月起，我市正
式启用出生医学证明（第七
版）。近日，记者从泰安市妇幼
保健院了解到，新版出生医学证
明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增设
了条形码，条形码的加入让信息
录入更加精准。

出生医学证明作为“人生第
一证”，是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
亲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
公民身份的法定医学证明。那么
新版出生医学证明与旧版出生医
学证明相比有哪些变化呢？据泰
安市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办
理处工作人员介绍，2023年4月
1日起启用的出生医学证明（第
七版），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制
发，原统一制发的出生医学证明
（第六版）签发日期截止至2023
年3月31日。新版出生医学证明
正页、副页和存根三联右下方的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表示形式由
“1位字母+9位数字”变更为“1
位字母+9位数字+条形码”，相应

区域的底色由绿色改为黄色。
根据国家相关通知要求，

2023年4月1日起，各地要及时
清理本部门及各级管理机构、签
发机构尚未使用的出生医学证明
（第六版），按废证管理要求予以
处理，不得延期使用。目前各地
多家医院已对库存旧版出生医学
证明进行全面清点、收缴，加盖作
废标志，做到老版空白证件“一张
不漏，一张不丢”。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出生医
学证明（第七版）办理程序和所
需资料都与以往一样。孩子出
生后，当天就可办理出生医学证
明，只需要提供父母双方二代身
份证原件即可。需要家长注意
的是，在开具出生医学证明前一
定慎重为新生儿取好名字，出生
医学证明上的编号是唯一的，一
旦发证，证件信息无法更改。新
生儿家长也可以线上通过“健康
山东”或“泰安健康”微信公众号
进行办理，证件办理后要终生妥
善保管。

我市启用新版出生医学证明

■工作人员展示新版出生医学证明样证。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隋翔 摄

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是维持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必然因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
会治理能力。近年来，新泰市把信
息化建设作为提高县域社会治理效
能的重要举措，坚持“三化”联动，一
体化推进、智能化应用、高效化管
理，强化信息技术支撑，全面提高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智能化水平，不
断开创县域社会治理新局面。

构建“智能大脑”
实现常住人口信息全覆盖

点开一张影像地图，拖动鼠标
可以放大、缩小，每个社区的楼栋、
商铺一目了然，每个楼栋的楼层总
数、居住情况、住户信息等都可以查
询……在新泰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一一展
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应用系统
的操作和使用。“通过这个系统，我
们可以清楚查找到每个街道、社区
以及小区住户的具体情况，真正实
现了‘以人查房，以房查人’的效
果。”新泰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
中心副主任路代俊说。

近年来，新泰市加快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信息应用系统的建设步
伐，先后优化信息收集、事件流转、
预警预判等功能，如今已构建起一
个社会治理工作的“智能大脑”。据
了解，该系统目前已全面摸清新泰
市127万常住人口、60万套房屋、6.4
万名重点人员、1.1万处重点场所，建
立了人口、房屋、重点人员、重点场
所等6大信息库，汇聚11大类、58小
类信息335.8万条，实现了社会治理
要素精准化标注、可视化展示、结构
化分析。

这么庞大的系统是如何组建，
海量信息是如何收集的呢？路代俊
告诉记者，该系统将民生服务、应
急、公安、信访等部门数据接入平
台，横向连接45个新泰市直部门单
位，纵向贯通20个乡镇（街道）、880
个村（社区）、2234个网格，形成了由

点到线、由线成网的信息共享新模
式。在交通方面，该系统接入“雪亮
工程”8000余路视频监控资源，融合
人脸识别、车辆识别，广泛应用于车
站、治安检查站等重点部位，实行人
员动态化、实时化、全程化的轨迹管
理，实现对各类风险的快速识别、敏
锐感知、及时预警、主动拦截。在住
户信息方面，社区网格员每月都会
逐人逐户巡查走访一遍，做到每户
必到、每个场所必查，对重点人员和
重点场所进行重点走访，并将信息
及时、准确地更新到系统中。

明确服务流程
及时解决民生诉求

张楠是新泰市青云街道银河社
区的一名网格员，她每天的工作就
是巡查自己分管的几栋楼，了解网
格内住户信息变动情况，并及时更
新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应用系
统中。社区居民曹兴仁今年 70 多
岁，儿女不在身边，目前家中只有他
和老伴两人居住。张楠每周都会到

两位老人家中坐坐，问问最近家里
的情况，力所能及地帮他们干点
家务。

“我们对于社区住户都建立了
详细的台账，特别像独居老人、残疾
人、低保家庭以及社区矫正等重点
人群，都有详细记录，保证每周有一
次入户走访，了解相关情况并询问
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随后通过手机
App上报到系统，服务中心接到提
报后再进行协调处理。”张楠说，针
对曹兴仁身体不好的情况，社区为
其申请了轮椅，下一步还会帮他联
系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有困难找网格员，网格员上报
信息后有相关部门出面解决……路
代俊告诉记者，新泰市充分发挥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应用系统的实
效，制定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
网上流程，建立自下而上“排查—预
警—办理—帮扶—反馈—建档”6
步闭环“网格吹哨、部门报道”机制
和自上而下“收集—交办—办理—
反馈”4 步闭环“部门推送、网格落
实”机制。市、镇、村、网格按照各自

职责，分级处置信息系统中的各类
事件，形成网格员排查上报、中心研
判分流、市镇村分级办理、职能部门
全程参与的工作机制。去年疫情防
控期间，为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为
慢性病等特殊需求人员提供更好的
服务，新泰市共摸排血液透析、孕产
妇、基础病患者等特殊需求人员
124736人，并开展“敲门问需”送温
暖活动，共走访 225642 人，发放健
康 包 147496 个 ，摸 排 群 众 困 难
11101件。截至目前，新泰市已通过
信息系统流转群众反映诉求23.8万
件，已全部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处置
措施。

打通信息壁垒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让基层的声音得到放大，让部门
的作用发挥到位。据新泰市委政法
委副书记张鑫介绍，依托社会治理信
息平台，新泰市结合“乡呼县应”，制
定市乡“属地管理”事项主体责任和
配合责任清单，厘清市直部门和乡镇
（街道）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城乡
建设、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重点工作7大领域、52个重点事
项办理的职责边界，并通过信息平台
整合政法综治、市场监管、综合执法、
便民服务相关职能，结合城乡社区网
格化服务管理，进一步延伸部门管理
职能，实现网格、网络融合，推进部
门、镇街一体，做到监管、执法联动，
推动重大疑难或跨部门、跨区域、跨
条块的社会治理事项联动处置。同
时，居民也能通过手机App对可疑
警情或紧急情况一键直通，实现基层
治理与服务群众同步联动，真正将社
会治理延伸到了千家万户，实现共建
共治共享。

“不断夯实信息化建设，提升实
战效能。”张鑫表示，新泰市将继续
以信息化建设为主导，升级完善社
会治理信息应用系统，拓展系统功
能模块，加快数据资源整合，着力建
设新时代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泰
样板。

新泰市坚持“三化”联动，不断开创县域社会治理新局面

基层治理一张网兜起民生服务万千事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秦浩

■银河社区网格员通过管理平台处理居民需求。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秦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