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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支持配合 施工进度迅速

博山西冶街片区提升改造开工
淄博4月11日讯 近日，博

山西冶街片区改造提升工程开
工。工程涉及地下管线改造及
路面升级、沿街商铺建筑立面景
观及亮化提升、中间摊位改造提
升、街区景观提升等，预计持续
到今年11月。

4月11日上午，施工人员正
在对街道中间设施进行清理扫
尾，这项工作预计当天全部完
成。原本竖立在西冶街北头的

“西冶街”大招牌已经拆除，两排
围挡把路中间的区域封闭起来，
路两旁的商铺在不影响施工的
前提下依然可以营业。西冶街
片区改造提升工程施工时间为4
月至11月，包括地下管线改造及
路面升级、沿街商铺建筑立面景
观及亮化提升、中间摊位改造提
升、街区景观提升、西冶街周边
改造等内容。为了保障工程顺
利推进，博山区专门设立了西冶
街片区改造提升项目工作专班
指挥部。

清《颜山杂记》记载：“城西
居民多业琉璃，故名西冶。”西冶
街是博山著名的老街之一，自宋

朝建街以来一直商号林立，是如
今博山最重要的商业街区。这
条街长750米、宽6米，最初由青
砖铺地，间格青石板。20世纪50
年代改用耐火砖铺设路面。
1977年更名为人民三街，1982
年经淄博市政府批准恢复原名
西冶街。上世纪90年代，博山区
对西冶街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

的拓宽改造，平房变成了楼房。
2003年，西冶街在接受了最后一
次改造后，就基本保持着现在的
样貌。

2022年1月，博山区第十三
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富强优美
活力博山”的目标，要求全面打
好城市更新攻势，增强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能级。当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则提出：“打造以西冶
街、天隆广场为核心的夜经济示
范区，提升城市时尚气质和活力
指数。”2023年的博山区政府工
作报告进一步明确：“投资1.2亿
元，高标准实施西冶街片区城市
更新项目，建设网红美食街区、
共享互动街区、创意市集街区，
全面提升西冶街片区环境面貌、
文化品位和经济活力，打造城市
发展新名片。”在此之前，在博山
区的努力争取下，西冶街片区改
造提升工程已经被纳入淄博市
孝妇河文化生态休闲观光带建
设项目。

可以说，这次的西冶街片区
改造提升工程是博山区加快城
市更新、提升城市活力的又一力
作，意义重大，备受期待。

此次改造提升工程关系到
众多商户的切身利益，为了确保
工程顺利开工，博山区和城西街
道早在今年春节前就进行了两
次大范围的走访调研，向商户和
居民介绍工程规划，听取他们的
意见建议。3月以来，博山区和
城西街道又先后组织了三次入

户走访，进一步把群众工作做细
致，争取商户和居民的支持。考
虑到部分商户受施工影响暂时
无法经营，城西街道协调了三处
临时经营场所，用来安置转移商
户。开工后，城西街道的干部职
工和施工单位密切配合、加班加
点，保障了工程的顺利开局。

4月11日，淄博市有关部门、
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到施工现
场调研，他们用两个“想不到”表
达了对博山区和城西街道工作
的肯定——— 一是施工进度之快
没想到，仅用3天就基本完成了
清表和围挡设置工作；二是商户
对施工的支持和配合程度之高
没想到，商户们在接到通知后主
动清理自己的摊点，工程得以迅
速推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韩凯 通讯员 刘静

淄博4月11日讯 1000米
负重奔袭后，分别对手枪、自动
步枪进行分解、结合；在战场环
境下完成战术运动、伤员搜寻、
伤员救治、伤员搬运……为全面
检验后装专业兵训练成果，进一
步激发后装专业兵练兵备战热
情，不断提升后装保障能力，4
月11日，武警淄博支队一场独
属于后装保障的尖兵对决就此
打响。

据介绍，武警淄博支队后装
专业训练比武活动，紧贴实战化
后装保障需求和特点，分司务
长、炊事员、卫生员、驾驶员、军
械器材员5类别，设置8课目，重
点聚焦实战化，将实战条件、限
时作业、极限条件下保障行动贯
穿全程，不断锤炼官兵心理和生
理极限。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热
食保障是决战疆场不可或缺的
重要因素，野战炊事保障组在完

成1000米奔袭后，在1小时内完
成50人份主副食制作，包括1种
主食和2菜1汤，这对参赛队员
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完成
1000米负重奔袭后，参赛队员
立即分工：挖土架灶搭建炊事阵
地，切肉、和面、锅碗瓢盆奏起

“交响乐”，看看哪个队伍在最短
时间内作出搭配营养又色香味
俱全的热食……

一线救治，关系官兵生死，
甚至关乎战争胜负。此次比武，
卫生专业设置2个竞赛课目，聚
焦救护基本技能和战场救护技
术，全面检验卫勤人员基础训练
成果和战场急救技能。“×号阵地
突遭敌袭击，我方1名战士受
伤，火速展开救护！”在战场环境
下，参赛队员完成战术运动、伤
员搜寻、伤员救治、伤员搬运等，
检验战场急救技能。据考官介
绍，考核全程“敌”情如影随形，
多课目连贯组织实施，既考核了

官兵的专业技能，又全面锤炼了
官兵在实战环境下遂行卫勤保
障能力。

参加军械器材专业比武的
队员，负重完成1000米奔袭后，
分别在有光和无光条件下进行
武器分解结合。此外，还要在无
光条件下对武器零部件进行
识别。

平时逼近实战练，战时才能
多胜算。战场没有旁观者，练兵
没有局外人，每一名官兵都要有
绝活，才能在关键时刻上得去，
打得赢。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刘
昕鑫

保障尖兵秀绝活
现场直击武警淄博支队后装专业兵比武

西冶街片区改造后效果图

以工代赈，“赈”出助农增收
新途径。在近日的一份山东省
关于《2022年各市以工代赈工作
成效综合评价结果的通报》中，
16个市共分为“好”“较好”“一
般”三个等次，5个市获评“好”等
次，淄博市以工代赈工作综合评
价结果为“好”等次，位列全省

“第一方阵”。
淄博这个“优等生”应该如

何进一步创新提升以工代赈？

怎样才能让以工代赈走得更好，
走得更远，走得更惠民？

以工代赈并非一项新政策，
自1984年启动以来，多次大规模
实施，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最新
版的《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
自今年3月1日起实施。

在这场跨越30多年的双向
奔赴中，淄博坚守“赈”的初心，
推动以工代赈“赈”的作用持续
发挥，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走出
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
兴之路。

通过抓项目谋划、组织实
施、务工吸纳、报酬发放、技能培
训等工作，去年，淄博市推进实
施以工代赈重点工程项目37个,

总投资98.5亿元，带动群众务工
5657人,发放劳务报酬1.04亿元，
促进群众就业增收，助力贫困群
众稳定脱贫致富，有序夯实了乡
村振兴基础。

在被评定为全省最高等次
后，淄博市发展改革委作为以
工代赈行政主管部门紧接着又
出组合拳，确保以工代赈政策
落地落实，力争2023年以工代
赈项目数量、带动当地群众务
工人数、劳动报酬发放规模明
显提升。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是引
擎。不久前，淄博市发展改革委
马不停蹄地集中十几天时间，对
各区县2022年以工代赈综合工

作成效实地督导评估。
年度评价是个“指挥棒”。

对评价结果好的区县提出点名
表扬，对实地检查督导中发现的
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基础工作滞
后等问题，一针见血提出整改意
见，并通报抄送各区县人民政
府；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逐项
量化考核，使各区县以工代赈评
价工作实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平时与考时相结合的科学评价
模式。

而各区县拿出一系列“解
题”方案，争相交出最优“答卷”：
重点工程现场树立公示牌，明确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用工需求及
项目所在镇办以工代赈专职工

作人员联系方式，解决群众及
时、就近务工的需求；在政府投
资项目可研报告批复中，除明确
编制以工代赈章节外，还单独组
织第三方中介机构开展培训，防
止编制单位在提交可研报告中
无以工代赈内容，重新编写造成
反复修改、延误工作……

进阶成为“优等生”，背后是
一以贯之的“上进生”姿态。在
以工代赈这场实打实的考核中，
淄博能位列全省“第一方阵”，各
区县脚踏实地奔跑奋斗的姿态，
也是调动主观能动性的关键。
发挥“赈”的作用，打造乡村振兴
新引擎，让农民“富起来”、乡村

“美起来”。

淄博以工代赈列全省“第一方阵”
赵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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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重1000米奔袭后，参赛队员进行器械组装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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