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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伟丽
通讯员 杨明广）近日，昌邑市区3座星级公厕相
继开工建设，进一步解决学校周边的如厕需求。
  3座公厕分别选址在潍坊市工业学校、昌邑
市新村中学、昌邑市特殊教育学校附近，总投资
104万余元，按照国家二类公厕标准建设，智慧
化的设施一应俱全，预计11月底全部完工并投入
使用。届时，该市新建、改建城区星级公厕将达
到43座，进一步扩大15分钟就近如厕圈。
　　近年来，昌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下大力气做实做好公厕这件民生实事，
通过科学规划，精心布局，高标准、高质量加快
推进城区公厕新建、改建工作，实现了城区公厕
增量提质，建管上档升级，全部实现第三卫生
间、无障碍通道等配套设施“顶配化”，由专人
实施“常态化”精细管护，倾力打造城区公厕24
小时全天候服务如厕圈，为市民“方便”提供方
便，进一步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常方方）
“正在地里干活看到民警来了，原来是宣传交通
安全知识，这种宣传真接地气。”10月17日，青
州的王女士说。
  当前，正值秋季农忙时节，为进一步加强农
村地区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观念，预防和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青州交警大队组织民
警到辖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民警深入市集、田间地头，面对面引导广大
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上图），抵制危险驾驶
和不文明驾驶行为，提高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民警结合秋季农村生产出行特
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广大群众讲解交通安全
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并结合典型交通事
故案例，重点讲解农村常见的摩托车无牌无证、
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
　　通过活动开展，让群众真正认识到交通安全
的重要性，更好地掌握交通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
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昌邑新建三座公厕

解决学校周边如厕需求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路欣）
10月17日，记者了解到，寿光市卫生健康局发布
《关于有序恢复预防接种工作的通知》，从当天
开始，寿光市各预防接种门诊有序恢复预防接种
服务。
　　其中，寿光市各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疾控中心、妇幼保健院、和信医院，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群众接种需求，决定自10月
17日起，有序恢复预防接种服务。
　　同时，寿光市各单位加强预防接种门诊入口
管理，做好接种场所的消毒通风和工作人员的个
人防护，严格落实好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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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田间地头普法

这种宣传方式更接地气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生 通讯员 孙欢欢
　　“除了收集社情民意、调解矛盾等常态化工作
外，今天还重点督促雨污分流工程建设，推动沿街
门店等强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10月10日，昌乐
县宝都街道西湖社区大上芙蓉苑网格专职网格员尹
尚尚，又在网格里忙碌了一天。
　　作为从该县48名报名参加专职网格员的县直机
关干部中优选出来的14名代表之一，他从7月23日正
式到岗，很快就与小区居民“打成一片”。“为了
方便大家认识我，我制作了一张信息卡，上面有我
的照片、姓名、电话、微信二维码、工作职责等，
每见到一位居民，我就送一张。现在大家基本都认
识我了，也很支持我的工作。”尹尚尚说。
　　今年，昌乐县将网格化服务管理改革作为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以人员专职化为突破口、
以职责清晰化为着力点，切实打破过去网格员全靠兼
职的局面，高标准建设起一支专职网格员队伍，全力
构建管理有力、服务有效、和谐有序的治理新格局，推

动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走深走实。
　　这支专职网格员队伍共230人，人员按照机关干
部下派一批、符合条件的业委会主任考察一批、网
格内退休党员干部选聘一批、镇街自聘人员选任一
批、原网格员竞聘一批、社区工作者招考一批的办
法组成，全部安排到230个城市社区网格中任职。
　　昌乐采取专职网格员专职专用的办法，每名专
职网格员负责包靠300户-500户居民，工资待遇在每
月4500元左右。与此前千元左右的兼职待遇相比，更
能让他们安心工作。而且，选任的专职网格员队伍结
构明显优化，大专以上学历占85%，本科以上学历占
42%；40周岁以下占90%，年龄最小的仅26岁。
　　五图街道永安社区居民张慧敏对最近的变化深
有感触：“此前上下楼邻居并不熟悉，如今经过活跃
的专职网格员牵线
搭桥，小区凝聚力
越来越强，如同关
系紧密的自然村。”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生）日
前，记者从寿光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近年来寿光市
坚持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
的抓手，着力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截至
目前，该市众旺果蔬专业合作社、东华蔬菜专业合
作社、令欣蔬菜专业合作社、亮泽果蔬专业合作社
等12家蔬菜专业合作社年销售额过亿元。
　　在稻田镇崔岭西村，村民崔冠亮告诉记者：
“以前种菜，经常遇到销售难、价格低等问题，自
从村里成立了众旺果蔬专业合作社，带领大家统一
种植标准、统一品质管控、统一品牌销售，不仅种植
的西红柿品种升级换代，还由合作社统一销售。一个
大棚年收入二三十万元，是十年前的十多倍。”
　　“坚持品质优先，我们合作社的蔬菜价格平均
每斤高出市场价0.2元左右，每年可为社员增收2万多
元。”崔岭西村党支部书记、众旺果蔬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崔玉禄说，他们注册了“崔西一品”西红柿
品牌，开辟了俄罗斯莫斯科、伊尔库斯克、新西伯
利亚等地的市场销售渠道，并在2020年成为国家级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每年向国外出口蔬菜近2万吨，
销售额达到1亿多元。
　　记者在亮泽果蔬专业合作社看到，一箱箱丝瓜等
蔬菜正在打包装箱，准备发往重庆、成都。该合作社理
事长范爱亮告诉记者，现在是销售淡季，平均每天销
售蔬菜80吨左右，到了销售旺季，每天能卖150多
吨。据介绍，这家合作社经过多年积累和规范提

升，目前有社员210户，去年实现销售额1.8亿元。
　　合作社一边连着地头，一边连着市场。寿光市农
业农村局合作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刘银炜告诉记者，
目前，该市有1487家果蔬合作社。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6家、省级示范社32家、潍坊市级示范社75家。
　　“我们已构建了以合作社联合会为龙头、15家
镇街合作社分会为骨干、潍坊市级以上示范社为支
撑的高品质合作社架构，带动85%的农户进入产业
化经营体系，并通过‘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
模式，把分散的农户整合起来，走上标准化、品牌
化发展之路。”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立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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