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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利民更惠民
——东营市坚持以人为本建设文明城市

东文

龙轴杯
全国文明单位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办

600592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新闻摄影比赛

海口2个单位2名个人获全国“七五”普法先进表彰

2022年2月9日 星期三

近日，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
法办印发了《关于表彰 2016—2020 年
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依
法治理创建活动先进单位的决定》，对在

“七五”普法工作中涌现出一大批成绩突
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其中，海口市
司法局、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被评
为2016-2020年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单

位；海口市委宣传部四级主任科员周燕
茜，海口市龙华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文光利被评为2016-2020年全国普法
工作先进个人。

海口各部门紧紧围绕“加大全民普
法力度，提高全民法治素养”工作目标，
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实施精准普法，全面贯彻实施“七五”普

法规划，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稳步推
进，法治氛围浓厚，群众法治意识明显增
强。海口市被评为“全国法治城市创建活
动先进城市”“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市”，龙华区两次荣获“全国法治县（市、
区）创建先进单位”、琼山区荣获“全国

‘七五’普法中期先进集体”等。
（《海口日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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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迎春牛长，二月鲜花白
玉杨……我要快快乐乐幸幸福福活
到老！”

1月17日下午，湖北省黄冈市黄
州区东湖街道汪家墩社区，听完黄冈
市艺术学校师生用黄梅戏现场唱讲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后，75岁的居
民邵荷蓉难掩兴奋，现场来了一段。

黄冈创新党的理论宣讲，用老百
姓喜听爱唱的黄梅戏，唱讲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让理论宣讲“党味”
足“戏味”浓。

既要精准把握精神，又不能
丢掉戏的味道——

5部唱讲小戏成“爆款”

“六中全会再引航，不忘来时路沧
桑……”去年12月20日，黄冈市遗爱
湖畔，寒气刺骨。湖北省黄梅戏剧院13
名年轻演员身穿单薄戏服，拍摄唱讲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小戏《百
年辉煌路》。该院研创室主任张敏在一
旁抱着羽绒服，一到拍摄间隙就赶紧
替他们披上。

“那天正赶上寒潮，演员们都快冻
透了，只有心是热的。”回想起户外摄
制的情景，张敏感慨。

张敏是唱讲小戏《百年辉煌路》的
词作者。去年12月9日接到创作任务
时，他正在赶往上海演出的高铁上。两
耳塞上耳机，他开始潜心创作，车到站
时，已完成了前10句唱词的初稿。

完成初稿后，他又反复研学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逐字逐句推敲，
数易其稿。

“难就难在既要精准把握六中全
会精神，又不能丢掉黄梅戏的味道，5
部唱讲小戏的创作都不容易。”黄冈市
委党校副校长吴敬秋介绍，这5部唱
讲小戏分别为《百年辉煌路》《砥砺奋
斗史》《永远在路上》《奋进新时代》《共
圆中国梦》，分别由省黄梅戏剧院、黄
冈市艺术学校、黄梅县黄梅戏剧院、罗
田县黄梅戏剧院、英山县黄梅戏剧院
创作录制，曲调选自《夫妻双双把家
还》《黄州境内美山川》《东坡》等老百
姓非常熟悉的经典剧目唱段，每部小
戏4至5分钟。

今年1月初，5部唱讲小戏短视频

在学习强国和黄冈各大媒体平台推送
后，观看量迅速突破2500万人次。

让“党味”更好地融入“戏
味”——

老百姓看得欢、唱得来、传得开

“传统黄梅戏曲调比较温婉，不够
豪迈高昂。为此，我们在曲调、唱腔、演
员着装及表演上进行了很多创新，让

‘党味’更好融入‘戏味’。”湖北省黄梅
戏剧院党委副书记郑斌说。

理论唱讲，声情并茂，情从何来？
从事黄梅戏表演20多年的演员

王刚是《百年辉煌路》的主唱，这是他
第一次参与用黄梅戏唱讲党的理论。
他介绍，刚开始时有点不敢唱，怕拿捏
不准，通过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找到了感觉。

1月 18 日下午，“黄梅戏唱讲六
中全会精神进社区”活动走进五里墩
社区。戏台上，一曲《拉嗲》引得台下
观众开怀大笑。故事讲述的是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5个孙女
争着拉爷爷到自己家过年的事，通过

黄梅戏唱出了乡村脱贫致富的美好
图景。

《老夫妻学文件》则是这样一部情
景剧：夏夜里，老两口摇着扇，来到大
树下乘凉唠嗑。通过夫妻对唱，将党的
政策理论娓娓道来，轻松活泼，让老百
姓既过了戏瘾，又了解了国家政策。

“《拉嗲》《老夫妻学文件》这两部
小戏已演了30多场，场场受欢迎。”黄
梅县黄梅戏剧院院长余文新说，用黄
梅戏唱讲党的理论，不仅曲调上要朗
朗上口，内容创作上也要更注重故事
化，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看得欢、唱得
来、传得开，春风化雨润心田。

理论唱讲融入群众日常——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百姓家

今年元旦，黄梅县东山小镇游人
如织。

景区戏台上，新鲜出炉的《永远在
路上》《黄梅大戏新开场》等唱讲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小戏，赢得游
客喝彩。

黄梅县剧院常年在东山小镇派驻

一个18人左右的小戏团。以沉浸式表
演方式，每天演出两场，周末加演一
场。每场演出时间一个半小时，前半小
时演员与观众在台下互动，后1个小
时演员移步台上正式演出。

每到周五、周六晚，黄梅县剧院可
坐160人的周末小剧场便热闹开场。
尽管观众须购票入场，但基本上上座
率都在八成以上。小剧场的演出同时
通过线上直播，每场线上线下观众
400余人。

无论是景区小戏台，还是周末小
剧场，唱讲党的理论是必演曲目。

过大年唱大戏，是黄冈的传统。每
年从农历正月初三开始，黄梅县黄梅
戏剧院的惠民演出一直要持续到农历
二月初三。“基本上场场爆满。”余文新
说。一去二三里，村村都有戏。春节期
间，黄冈的数百个民间戏班子，春节期
间到处赶场演出。

“黄冈人爱黄梅戏真的是爱到骨
子里！”黄冈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说：

“依托黄梅戏线上线下常态化的演
出，党的创新理论通过唱讲，飞入寻
常百姓家。”

黄冈用黄梅戏创新理论宣讲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百姓家
张泉 郭斯

近日，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
印发《关于通报表扬
2021 年全国村庄清洁
行动先进县的通知》，
对98个措施有力、成效
突出、群众满意的村庄
清洁行动先进县予以
通报表扬。荔浦市榜上
有名。

据了解，近年来，广
西荔浦市成立“美丽荔
浦”乡村建设领导小
组，各乡镇对应成立乡
村振兴办、环卫管理
站、市容执法中队，每
年投资3000万元用于
乡村清洁工作，配备农
村保洁员1558人，实施

“线面分割”的网格化
保洁制度，实现了村
屯、河流、田园、道路、
沟渠、水库保洁全覆
盖。同时将村庄清洁行
动等工作融入乡村振
兴文明实践活动积分
制中。通过积分制的引
导，荔浦市部分乡镇已
实现了“积分改变习
惯、勤劳改变生活、环
境提振信心、全民共建
乡村”的目标。

2019年1月20日，
由中央农办、农业农村
部等18部门联合印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
方案》，重点发动农民开展“三清一
改”，包括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理
村内塘沟、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
业生产废弃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
的不良习惯，集中整治村庄环境脏
乱差。根据相关方案，每年将对若
干个措施有力、成效突出、群众满
意的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授予全
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称号，予以
通报表扬。此前，荔浦兴安县和恭
城瑶族自治县分别获得2019年和
2020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
县”称号。

（《桂林日报》苏展姜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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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聚焦人民
群众的需求，进一步理顺城市管理工
作机制，补齐城市管理短板，完善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合理
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努力创造
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在
推动高水平现代化强市建设中不断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因势利导

绿色生活进万家

2021年12月16日上午，走进东营
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街道金水北区，志
愿者早早来到垃圾分类投放收集点，指
导社区居民分类投放。“不仅设备升级
了，而且有人守在边上教，真是太方便
了。”居民苏凡满意地说。但之前垃圾分
类是居民和社区的头疼事，“原先不会
分，也没有分类投放的地方。”

“硬件是垃圾分类的保障。”市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专组工作人员李新民
介绍。东营市从配齐硬件入手，大力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点改造提升
工程，为全市15个示范联系点小区改
造提升投放收集点82个。同时，加大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分类收运处理力
度，设置规范回收站点400余个，建成
分拣中心13处、规范化有害垃圾暂存
点11处，配备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收

运车辆80余台，初步搭建起了从回收
到打包、分拣、处理的“全链条”收运处
理体系，让居民垃圾分类更加方便。

日前，河口区六合街道御园社区
在御园小区设立了社区生活垃圾分类
服务亭，积极开展垃圾分类积分兑换
活动，小区居民可以将平时积存的纸
壳、烟壳等物品在服务亭进行积分兑
换，积分可以兑换米、油、餐巾纸、垃圾
袋、沐浴露等一些生活必需品。

为了让更多社区居民了解垃圾分
类、学会垃圾分类、主动垃圾分类，河
口区河安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垃圾分
类宣传工作。家住河安社区夏安园的
梁阿姨说：“平时我也是挺注重垃圾分
类，但是对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懂得太
少了，今天听了志愿者的讲解，了解了
更多垃圾分类的知识，以后我一定会
做好垃圾分类的。”

为让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东
营市立足教育引导，建设市生活垃圾
分类科普馆，开展“垃圾分类·青年先
行”、垃圾分类“家”行动等系列活动，
编辑出版《垃圾分类知识读本》，营造
了浓厚的宣传氛围，并利用大讲堂、培
训班、现场观摩等组织开展垃圾分类
培训1千余场次，受培训社区工作者、
网格员、物业人员、在校学生等超8万
余人次。“下一步，我们还将围绕厨余
垃圾、专业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建设，让

垃圾分类更加贴近群众生活，也让垃
圾分类更便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专组负责人高欣伟说。

一体推进

城乡环境更宜居

现在，走在府前大街，干净整洁的
道路、优美的路边公园……透过一处
处温馨的城市空间，可以感受到城市
管理的提档升级。

为抓好城区环境改造提升，东营
市按照“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要
求，大力推进城市公园、街头游园、口
袋公园建设，提升精细化管养水平。
2021年以来，新增街头游园、口袋公
园60余处，新增绿道71公里，实施完
成20余条道路绿化。

如今，走进广饶县乐安街道张庄
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前些年，家家户
户的门前都乱堆乱放，整体环境不好。现
在，房前屋后都种上了各种花草，墙上有
了漂亮的彩绘，每家的庭院也都干净整
洁了。”说起村庄的变化，村民张超一一
细数。张庄村的变化只是全市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

东营市从农村垃圾治理入手，不
断完善城乡环卫一体化常态长效工作
机制。推行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机制，
各县区、开发区均招标一到两家大型

环卫企业负责辖区内城乡环卫一体化
工作的监督与管理。建立市、县区、镇
街三级监管机制，镇街每周入村检查，
县区每月委托第三方进行考核评比，
市里每月进行暗访检查，每季度组织
县区互查，检查结果及时通报县区并
督促整改落实。

疏堵结合

治理顽疾更有效

“大集在这里很不方便，这附近又
有学校又有小区的，每到赶集的时
候，回家走到这里都要堵上好长时
间，很影响出行。”位于广饶县中南世
纪城小区北侧迎宾路上的莲花大集
五天一次，商家主要在道路两侧摆摊
经营，由于紧挨学校，加之附近还有
施工建设，每到上下学时段，就会变
得十分拥堵，让出入附近小区的居民
有点“闹心”。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广饶县迅速
开展联合执法，将莲花集市迁移至中
南金街向东500米处，避开了出入小
区的主要通道，同时消除了摊点占道
造成的安全隐患。小区居民纷纷直呼
现在回家路变得“舒心”多了：“现在规
范了集市以后，日常生活更加舒心了。”

市容市貌管理，点多、面广、易反
弹，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热点

和难点，其中流动商贩管理难题最为
突出。单纯依靠“管、控、压、罚”等传统
方式，很难实现长效管理效果，也会陷
入“反弹——整治——再反弹”的怪
圈，难以实现维护市容秩序和保障群
众生活双赢。

为解决这一问题，东营市在市容
管理中摒弃“以堵为主”的传统执法方
式，按照有序、适度、放开和便民不扰
民、不污染环境的原则，在流动商贩经
常聚集的重点地块和路段，选择不影
响交通、不影响市容、不扰民的位置，
规范设置早市或便民市场，实行统一
划线经营，严格落实经营范围、经营时
间和卫生保持管理要求。对于规模较
大的便民疏导市场委托场地产权单位
或者招标确定具有专业资质的物业公
司负责卫生保洁和规范管理；对分布
零散的便民早餐点重点是协调市容环
卫单位科学调整卫生保洁作业班次和
作业时段，优先保障地摊经营区域的
环卫清扫保洁作业，并在摊点撤离后
组织清扫，做到了摊撤场清，实现了在
不打扰居民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城市环
境更加干净整洁。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下一步，东营市将以不一般的精
神、不一般的品格，展现不一般的担
当、实现不一般的作为，让城市生活更
有温度、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