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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翟咏雪
通讯员 荆得乐 报道

晨报淄博11月13日讯 11月12日，淄
博市妇幼保健院在新院区驻地积家村开展

“守护健康 妇幼先行‘冬日送暖’”大型义
诊活动，为当地百姓送去了浓浓暖意。

通过前期充分准备和积极宣传，活动
现场，近两百名当地群众前来参加义诊。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张立新在义诊现场简
要介绍了医院开诊运营情况，并表示希望
以本次义诊活动作为开端，双方建立长期
的合作关系。每一位淄博妇幼人将继续为

“打造卫生强市、建设健康淄博”的目标贡
献力量，下一步将积极为积家村村民建立
就医绿色通道，为群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
医疗服务，及时解决村民的就医需求，绝不

让一个人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掉队。
72岁的积家村村民王大娘患糖尿病多

年，在这次义诊中她不仅检测了血糖，还从
医生那里了解到更多的糖尿病防控知识。

“大医院的医生来到家门口义诊让我们感
到心里十分温暖，现在医院新院区开诊了，
以后看病也更加方便了。”王大娘说。

据了解，医院派出妇科、内科、中医
科、疼痛康复科、内分泌科、乳腺外科、骨
伤科7个科室的10名专家助力本次义诊活
动。现场实施平衡针治疗45人次、测血压
120人次、测血糖72人次、心电图52人次、
彩超36人次、疼痛科手法治疗整复21人
次，共筛查糖尿病24人、糖尿病前期17人、
乳腺肿瘤阳性1人，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极
大便利。

守护健康 妇幼先行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

沂源通过河湖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拓宽致富路

无死角管护让“齐鲁水塔”更宜居
锤炼“齐鲁水塔”范本

12日一早，采访团进入沂
河支流——— 螳螂河时，一台车
身印有“联合巡河”字样的白色
车辆吸引了采访团的注意。“这
是咱们的巡河车，看，车体上方
安装有电子屏幕，上面显示着
我们的有奖举报电话，群众可
随时拨打电话举报违规行为。
平时，工作人员也会利用车上
的电子喇叭进行一些河湖管理
条例的宣传……”沂源县河长
制办公室主任唐本哲介绍道，
今年以来，为加强河湖管理工
作，沂源县在工作模式和方法
上不断创新，努力做到河湖管
护“无死角”。

“以前这个地方是枯竭的，
根本没有水。那边是个集市，
这儿是个驾校，周边环境乱糟
糟的……”现场，一名市民给记
者描述起了螳螂河县城段的前
身。正说话间，一台无人机缓
缓起飞，升至离河面一定高度
时，沿着河向前飞去……一旁
的沂源县河长办工作人员王富
立，熟练操作着手中的遥控器，
同时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为
了扫清人工巡河中出现的视觉
盲点，今年8月份我们配备了这
台巡河无人机。车辆和人都到
达不了的地方，无人机就是我
们的巡河‘法宝’。”王富立介绍
说，无人机可以持续飞行半个
多小时，飞行距离1公里左右。

“一方面可以做到巡视‘无死
角’，另一方面可以借助无人机
的拍摄功能来保留一些违规现
象的证据。”

据悉，沂源是全省平均海
拔最高的县，全县河流、水库数
量居全市之首，丰沛的水源让
沂源有了“齐鲁水塔”的美誉。

“自全面实行河湖长制工作以
来，沂源县所有河流和水库都
已纳入管理，并形成了县、镇、
村三级河湖长制。其中，县级

河湖长23人，镇级河湖长154
人，村级河湖长591人，河管员
555人。全县统一设立了河
（湖）长公示牌，明确了河（湖）
长姓名、职务、河（湖）信息、治
理目标、投诉电话和二维码等
内容，方便群众了解监督。”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沂源县镇还
分别建立了河湖长制工作联席
会议、信息报送、考核办法及河
湖管理 员考核办法等规章制
度，对镇办河湖长制落实情况
实行一月一考核、一通报，排出
位次，及时反馈，限时整改，用
制 度 规 范 和 评 价 河 湖 管 护
工作。

打造“海绵城市”样板

“所谓海绵城市，是指城市
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
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

良好‘弹性’，下雨时吸水、蓄
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
水‘释放’并加以利用。”在盗玉
秋水库现场，沂源县水利局党
组成员徐爱国介绍道，为进一
步提高“海绵城市”功能，沂源
县在持续不断发力。

徐爱国表示，沂源县在全
面摸排的基础上，按照“一河
一策”“一湖一策”的原则，编
制完成了13条主要河流综合
整治方案和岸线利用管理规
划，并顺利通过评审。同时按
照因地制宜、重点突出、分级
负责的原则，积极推进河湖确
权划界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完
成并完成政府公告，为全面展
开河湖整治、生态修复打下了
坚实基础。同时，进一步理顺
了小型水库管理体制。将全
县小型水库全部收回，由镇村
统一管理，建档立卡，实行“一

库一档”，全面开展水库水质
污染专项整治，全县饮用水源
水库均达到相应水质标准。
此外，全力争创全国小型水库
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明确了
创建目标、范围、内容及资金
落实，集全县之力保障争创工
作的落实。重拳推进河湖清
违清障专项行动和“回头看”，
将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规范
河湖管理的一个重要契机，将
此项工作纳入全县违法违规
用地专项整治行动的大盘子，
专门召开县镇村三级千人大
会，集中动员部署，明确任务，
落实责任，并召开10余次河湖
清违专项会议，专题安排河湖
清违工作。

“通过多方共同努力，全面
完成了整改工作。通过‘以河
治河、以河养河’的方式，建设

橡胶坝3座，拦水坝12座，生产
桥5座，治理河道20公里，增加
蓄水280万立方米，极大提高
了河道行洪能力和有效制止了
河道内乱采乱挖行为的发生，
在治河养河理念上探索出了适
合沂源实际的办法和路子。”徐
爱国颇为自豪地说。

带动“美丽乡村”建设

据了解，沂源通过实施河
道岸坡生态防护、水生态修复、
亲水景观建设等河道综合治理
措施，科学合理配置河道绿化
品种和模式，兼顾生态、行洪、
景观等要求，达到绿化、净化、
美化的效果，有效改善农村环
境，全力打造美丽乡村。

“我负责沂河东里段大约
1500米的河道管理，村级河长
按要求每周巡河一次，我每周
怎么也得巡查三四次，咱自己
家门口的河，一定要维护好。”
村级河长、东里镇西河南村村
主任张发光告诉记者，沂河是
沂源的母亲河，看着村边的沂
河变得越来越美，村民们心里
特高兴。

“沂源的河湖治理还巧妙
地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
来，东里镇下柳沟村就是受益
村庄之一。通过实施河道岸坡
生态防护、水生态修复、亲水景
观建设等河道综合治理措施，
村‘两委’带领村民将闲置的农
舍重新装修改造，形成特色民
宿群，拓宽致富道路的同时，致
力将下柳沟打造成山水相依、
居旅皆宜、充满活力的最美乡
村。”徐爱国介绍道。

为守住沂源县的一方碧
水蓝天、实现“河湖”长治，沂
源水利人正持续发力，相信通
过他们的努力，定能为绿水青
山的美丽乡村画卷再增新的
色彩。

11月12日，在沂河县城段，沂源县河长办工作人员王富立正在利用无人机进行巡河。

文/图 记者 王莉莉 通讯员 吴迪 牛魁
沂源县素有“齐鲁水塔”的美誉，辖区湖泊河流星罗棋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为经济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近年来，围绕“美丽乡村”奋斗目标，沂源县以河湖长制为抓手，统筹推进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努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生态宜居环境。

11月12日，“守望河湖看淄博，淄博媒体河湖行”来到沂源县，沿着该县母亲河——— 沂河顺流而下，记者深刻感受到了沂源水利人在治水
上的用心。从水系的规划保护到滨水地带的开发建设，再到生态宜居环境的打造、城市形象和品味的提升以及“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无不
彰显着作为“齐鲁水塔”的沂源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