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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貌美了 村容整洁了 村风转变了

信用积分制助索镇兰柳村“美容”

村容村貌一朝变样

6月是麦收季节，往年这个
时候，兰柳村晒完麦子的道路
上，随处可见横七竖八的麦秸。
然而，今年路上却不见这样的场
景。麦收过后，村民把自家的麦
秸全部打扫干净了。村里人都
说，这多年形成的老习惯，今年
一下子改变了。

被改变的老习惯还不止这
一个。以前的兰柳村，村民们出
门聊天，都爱往家门口一坐，为
了方便，就在门口放上一个小石
墩。久而久之，路边就放了许多
的小石墩，不但影响村容村貌，
还有安全隐患。今年村里统一
整治，搬走了小石墩，村民们现
在开始习惯搬小板凳出门拉
呱了。

“也没觉得不习惯，反倒是
觉得门前的路宽敞了。”村民赵
慎华说。

往年的兰柳村从来没有举
办过大型文艺演出，村民的参与
度和热情都不高。但今年兰柳
村村民自排自演节目，捐赠设

备，现场志愿服务，热情高涨，连
自小在村里长大的兰柳村党支
部书记、村主任朱琳都说：“这是
从来没有过的事。”

这样的改变还有很多，以前
门前屋后的建筑材料、杂物不见
了，乱扔垃圾的现象也极少
了……而这一切，都要从兰柳村
实行“党建+网格”信用积分制管
理工作说起。

信用积分制起了推动作用

今年，兰柳村开始推行“党
建+网格”信用积分制管理工
作，按照村民居住状况，将全村
划分为3个网格，让村民全部

“上网”，实现网格管理全覆盖。
网格长由支部成员担任，副网
格长由村里有威信的党员、村
民代表担任，每个网格大约有
10名网格员，每个网格员挂包6
到7户。结合《桓台县农村居民
信用信息指标目录》以及村庄
工作实际，重点将人居环境整
治、志愿服务、村级管理等事项
全部量化到积分，明确信用积

分“怎么来”。
同时，结合村庄实际，制定

了信用积分考核方案，分别以网
格和家庭为单位，实行季度积分
结算制，考评情况在村内张榜公
示，让每名群众都能知晓信用积
分结果。季度和年底兑现积分
奖励，明确信用积分“怎么用”。
年底召开表彰大会，评选星级信
用家庭、信用村民，形成“树标夺
旗”的良好氛围，发挥积分“大效
能”。

兰柳村以信用积分制为基
础，大力推行“信用+志愿”工作，
村民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
空前高涨。比如端午节当天，50
多人主动参与包粽子活动；“七
一”文艺汇演，村民自编自导自
演了18个文艺节目；6月份以来，
村民自发清理环境卫生、搬运石
块 、清 理 杂 草 等 达 200多 人
次……

义务清理街道卫生2小时+
1分 、送 戏 下 乡 志 愿 服 务 +1
分……这些积分，记录的是兰柳
村从村容村貌，到村风村情的巨
大变化。

带动村民参加志愿活动

兰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朱琳，从小在村里长大。村民对
村内事务参与度不高，党员大
会、村民大会经常人数不齐、人
心不齐，党员年龄偏大，还有村
里的老风气、老习惯，都让她觉
得推行信用积分制是有难度的。
最初的时候，是由村“两委”成员
引导着村民去做，但是随着工作
的不断展开，尤其是今年四五月
以后，她发现村民们变热情了，
自觉主动地去做一些志愿活动，
村里的凝聚力加强了。

“像有一户村民常年不在
村里住，他家的树枝都长到院
外头了，跟他住在同一条路上
的村民，就帮着他砍掉了树枝；
还有村民张连云，看见村里有
杂草，就自己去买药除草；还有
村民给村里捐健身器材……像
这样的事，村里现在很多。”朱
琳说，她亲眼见证了村容村貌
村风的变化。

村民张连云是最早在村里
参加志愿服务的人，起初看到

一些社会上的志愿者到村里来
打扫卫生，她就想自己村里人，
怎么就不能做这样的志愿活动
呢？后来信用积分制开始推
行，提倡大家参加“信用+志愿”
活动，张连云立刻站了出来，在
村里打扫卫生、除草等。在她
的带动下，不少村民都加入到
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来。

“看着别人来打扫自己家
门口，那这户人家自己就觉得
不好意思了，慢慢也就跟着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然后这股风
气就带起来了。”村民张志堂
说，“现在看着村里，感觉越来
越好了。”

“随着工作的推进，对于村
里的事情，村民们从应付到自
愿去完成，再到高质量地完成，
推动了整个村在人居环境、村
风村情等方面的改变。这对周
边村，也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
用。”驻村干部王春燕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晓宁 通讯员 牟
大伟

专门找蚊、以身诱蚊……桓台有群“追蚊人”
桓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疟疾媒介监测

炎炎夏日，高温高湿，雨水
充沛，正是蚊虫出没的高发季
节。很多人对蚊虫唯恐避之不
及，但在桓台县，却有这样一群

“追蚊人”，他们把找蚊子、捉蚊
子、研究蚊子作为一项工作。近
日，桓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
织开展疟疾媒介监测工作，将持
续到10月底结束。

桓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方病慢性病防制科科长徐静
介绍，疟疾是疟原虫经蚊子叮咬
而传播的寄生虫病，又叫“冷热
病”“打摆子”“发疟子”，夏秋季
节常见，是我国法定的乙类传染
病，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优先关注
的全球危害最重的传染病之一，
主要通过按蚊叮咬人传播。

作为此项工作的负责人，徐
静带领的团队是哪里蚊子多就
往哪里去，团队自称是“追蚊
族”。“桓台此次监测，选择在蚊
媒高峰季节（6至10月）滋生期
间，按照蚊子习性，结合桓台地
理分布情况，选在河沟分布较多
的起凤镇开展。”徐静介绍，“此
次监测采用通宵灯诱法（室内室
外挂灯）和通宵人诱法（室外支
蚊帐）两种监测方式进行。灯诱
法选择在某养鸡户家中，室内、
室外各放1盏诱蚊灯，在同一地
点连续3天通宵开展监测工
作。”

通宵人诱法是选择距离河
边10米处，按照按蚊密度监测
方法要求，开展室外双帐人饵的
全通宵诱捕法。就是在河边悬
挂一顶不开口的蚊帐，底边着

地，一人睡于帐中，在帐外挂一
顶开口的大蚊帐，当晚7点至次
日早上7点这个时间段内，1人1
小时1次进入大蚊帐中捕捉停
落在大帐内的按蚊，每小时收集
时间为15分钟。“蚊子通过人呼
出的二氧化碳、体表散发的汗味
和热量确定人的位置，因此帐内
的‘人味’是最佳引诱剂。”徐静
说，“工作人员位于里层蚊帐，
不必担心会被蚊子叮咬。”

“捕获蚊子后，将由专人负
责保存、鉴定、记录捕获按蚊数
和蚊种，监测内容包括种群监
测、密度监测。”徐静介绍，“监
测结果将统一上报省市疾控部

门，为开展疟疾媒介按蚊种群和
密度监测，评估输入性疟疾引起
本地传播的风险并及时采取有
效的疫点处置措施提供科学依
据。”

“疟疾的主要症状包括发
冷、发热、出汗、全身酸痛等，有
时还伴有头痛、呕吐、腹泻、咳
嗽。发冷时暑天盖棉被还感觉
冷，发热时体温可达40℃以上，
几个小时后出大汗热退，症状缓
解。”徐静介绍说，“间日疟一般
隔天发作一次，恶性疟每天或不
规则发作，病情严重的患者还会
出现谵妄、昏迷和休克，以及
肝、肾功能衰竭，如不及时救

治，有可能危及生命。”
“近年来，由于外出务工、

经商、旅游等人口流动频繁，输
入性疟疾病例呈上升趋势。”徐
静提醒市民，“预防疟疾，做好
个人防护，防蚊叮咬最重要。建
议市民不要露宿，居家要安装纱
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户外活
动时使用驱蚊剂、穿长袖衣物。
另外，消除室内外积水，减少蚊
虫繁殖的环境也是预防工作的
重要因素。”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晓宁 通讯员 于军
王芳

桓台县妇保院深入开展
诚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引导全院职工
养成良好品德

淄博7月14日讯 今年
以来，桓台县妇幼保健院以
文化建设为契机，深入开展
诚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
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诚信实
践活动，在全院上下形成诚
实守信的良好风尚。

桓台县妇幼保健院一
直注重医院文化建设，以

“做人民群众的健康管理
者，让群众少得病”为医院
核心发展理念，在全院倡导

“厚德至诚，仁爱至善”的医
院院训，以“团结、创新、忠
诚、担当”为医院精神，引导
职工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价
值观、世界观。同时，医院
通过发布诚信倡议书、诚信
公益广告和建立诚信宣传
专栏等形式，在全院形成诚
信创建活动的良好氛围。

医院还以党支部为单
位，充分利用道德讲堂，加
强诚信主题教育，在医院开
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
风”等主题活动，同时进一
步完善医院回访中心建设，
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
网站等公众参与渠道，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开展
多种形式的诚信教育活动，
引导全院职工养成诚信自
律的良好品德。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
中心记者 张晓宁

工作人员通过通宵人诱法进行蚊子监测。

工作人员在鉴定、记录捕获蚊
子数量和种类。

7月8日上午，一场倾盆大雨过后，桓台县索镇兰柳村村民菜地里的土被冲到了路上。三个拿着扫帚、扛着铁锨的身影出现在路上，把土铲
回地里……这是村民张连云等人，主动在村里打扫卫生。在兰柳村，像这样自愿、主动参加志愿活动的村民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