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冬不久，山东潍坊市杨家
埠已经有了年味。在一间印刷作
坊里，工人们熟练地印刷着“龙凤
呈祥”的年画，先在雕版上涂上颜
料，然后翻过一张画纸覆盖住雕
版，再将年画背面压实，原本黑白
色的年画马上有了红蓝紫各种色
彩。待所有颜色印完，一张生动
喜庆的年画就亮相了。

“一张年画要经过绘画、雕
刻、印刷、装裱等十几道工序，每
道工序都马虎不得。”雕刻师傅杨
成俊介绍，杨家埠木版年画题材
广泛，有神话传说、戏剧人物、山
水花鸟等，喜庆吉祥始终是不变
的主题。进入冬季以后，来自各
地的订单陆续发来，每年杨家埠
都要生产几千万张年画，销往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木版年画是潍坊传统民俗文
化代表之一，潍坊拥有丰富的非
物质文化资源，如风筝、诸城古
琴、高密扑灰年画、柳疃丝绸、小
章竹马、郭家庄秧歌戏、潍坊核雕
等，千百年代代相传，至今仍以独
特的神韵伫立于民族艺术之林。

近年来，潍坊大力推广文化
建设，成功创建为全国文明城市。
2017年，潍坊进一步推进文化产
业发展，提出建设“文化名市”。

“传统文化只有融入现代生
活、融入现代文创产业，才能拥有
持久生命力。”潍坊市委宣传部新
闻科科长潘月杰说，近年来，潍坊举办国际风筝会、文展会、
青州花博会等大型节会，专门设立民间工艺产品展销区，建
设以传统文化项目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区，将潍坊民间艺术
产品推向市场，积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劳动就业。

其中潍坊国际风筝会最是有名。自 1984 年举办第一
届国际风筝会以来，潍坊风筝也借此飞向了海外。潘月杰
说，国际风筝会对传统文化传承、促进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
作用，还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每年风筝会期间是潍坊风
筝销售最火爆的时候，不少风筝生产企业在风筝会举办前
几个月就加派人手赶制风筝。

目前，潍坊从事风筝制作的手艺人达6万，风筝生产企
业有400多家，逐渐形成多个风筝生产加工基地。2016年
全市风筝产业销售收入超 20亿元，国际、国内市场销售份
额分别占65%、80%，潍坊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风筝之都。

除了潍坊国际风筝会，中国画节、文展会、翰墨青州书
画年会、诸城大舜艺术节、高密红高粱文化艺术节等众多文
化节会的品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为文化产品的展示交
流提供了平台。去年，仅中国画节总交易额就达6.7亿元，
到场参观48万人次。

打造“文化名市”，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至关重
要。为促进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潍坊市将一些房屋古旧、
街道狭窄的古城古街改为集展示、交流、互动于一体的民俗
风情街。

走在青州古城，青州民俗文化就像一幅长卷展现在游
客面前。非遗展示人员身着特色服装，在古城区表演青州
花毽、挫琴、刺绣、八角鼓等民间艺术，这些濒临灭绝的文化
遗产走出博物馆，走向公众，走向未来。

除此之外，潍坊市还推广刺绣传习课堂、年画免费培训
班，提供传统技能培训。同时，对诸城派古琴、潍坊核雕、高
密茂腔、青州八角鼓等60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进
行抢救，设立了国家级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让古老的
民俗文化重新焕发生命力。

“文化是立市之魂。这些年，潍坊制定全市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规划，不断加大国家级、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
创建力度。”潘月杰说。2017 年潍坊投资过千万元的文化
产业项目有205个，投资过亿元的项目有116个，文化产业
在不断转型升级，规模效益在不断提升。目前，全市初步形
成了广告传媒、文化旅游、影视传媒、动漫、雕塑、数字出版、
书画 7 大龙头产业。潍坊传统文化正唤醒千百年的古老
神韵，涵养着这座现代化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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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崔国强 郑明桥报道：日前，“2017党建
引领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全国典型案例颁奖典礼暨经验
交流论坛在武汉市武昌区举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
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
平。社会治理如何蹚出新路？

在全国各地的优秀做法中，武汉市武昌区的“红色业委
会”化解纠纷获得最佳案例。针对住宅小区日益凸显的各
类问题，武昌区委、区政府通过打造“红色业委会”，化解物
业住宅小区各类矛盾纠纷，为社区建设发展营造和谐氛围，
推动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了基层党组织作用，为业委会
的履职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使其履职能力不断提升。

武昌区区长刘洁表示，近几年，在武汉市“全面重构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大力实施“红色引擎工程”的号召引领
下，武昌区出台武昌区社会治理创新系列举措，召开 14场
社会治理创新现场推进会，探索出“基层社会整体性治理”
的“武昌模式”，即党政社民全域互动，多方协同善治武昌，
取得显著成效。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书记巫敏分享了成都市武侯区
探索出的3种模式。一是创新“互联网+政务”模式，对接融
入全区23个部门的互联网后台程序，实现线上自动和线下
联动的精准对接；二是创新“互联网+群众”模式，实现微信
微博联动，开展主题宣传强化舆论引导和参与；三是创新

“互联网+平安建设”模式，在全市率先建立网络巡查机制，
共巡查 906个僵尸网站，并对存在网络安全风险的单位及
时发布风险预警，确保数据信息存储和传递安全。

江苏省淮安市信访局局长骆四清介绍了网络时代的信
访治理新路径。2007 年淮安市构建了投诉查询服务建模
分析管理为一体的网上信访平台，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 7
次升级，现在信访平台已实现了智能化、人性化服务，通过
手机APP和微信公众平台，让群众不仅能够随时随地反映
自身需求，还可以在网上查询办理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认为，
着眼于联合执法的联合运作模式值得推广。“通过政府改革
推动社区治理，结合群众进行统一调度，建设社区内在治理
结构，用‘党建+法制+互联网’进行社区治理。”毛寿龙说。

各地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路径
武昌“红色业委会”化解纠纷获最佳案例

为解决车辆乱停乱放、路面破损、占
道经营等城市病，今年7月，赣州探索推
行“路长制”。“路长”的职责是负责责任
路段管理工作的总督导、总调度、总协
调，统筹解决责任路段的突出问题，督导
检查相关职能部门履职情况，从而推动
文明城市建设。

在“路长制”的有效推动下，赣州掀
起了新一轮“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同创
共建”热潮，实现了城市文明程度与市民
文明素质的“双提升”，展示出颜值与气
质俱佳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形象。

管理纵深“全覆盖”

通过责任到路、到小区、到楼栋，推

动辖区内道路、附属设施、路容路貌、交

通秩序、环境卫生、社区面貌等全面综合

管理

赣州在章贡区、南康区、赣县区、赣
州经开区、蓉江新区5区全面推行“路长
制”，每名“路长”都是道路的管家，不仅
要紧盯主干道，还要照顾背街小巷，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根据要求，市领导担任
主干道市级“路长”、各区按照管理范围
分别安排区领导担任区级“路长”、其他
路段由各区安排区领导或部门负责人担
任“路长”，在辖区内还同时推行领导干

部挂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及小区的工
作机制，层层压实领导干部参与城市管
理的工作责任。

走进章贡区，会发现总有一群人在
街头巷尾仔细巡查。他们或捡起路面的
零星垃圾，或耐心劝导闯红灯的路人，或
重新摆放杂乱的路边单车。赣州推行

“路长制”后，“路长”带领引导有关部门、
志愿者以及广大市民用实际行动美化
城市。

钟颖是章贡区水南镇的一名乡镇干
部，对接于都路的“路长制”工作。“每天
带着城管队员，沿着于都路进行巡查，发
现出店经营、乱停乱放等问题立即整改，
对一些需要协调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向
责任部门反馈。”钟颖说。目前，该区37
名区领导挂点 44条主次干道，607名副
科级以上干部承包 607 个路段、背街小
巷及小区，通过责任到路、到小区、到楼
栋，做到城市综合管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全覆盖”，推动辖区内道路、附属设
施、路容路貌、交通秩序、环境卫生、社区
面貌等全面综合管理，真正打通城市管
理“最后一公里”。

精准发力治顽疾

以辖区范围为责任区域，实行网格

化管理，并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灵活采

取相应措施

章贡区云星中央星城小区入口和瑞
金路交汇处，由于地势低洼，稍有降雨就
会产生积水，为居民所诟病。“市里、区里
推行‘路长制’后，我把情况向‘路长’反
映了，路面积水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小区住户徐淑芳对推行“路长制”很是赞
同，她表示要参加志愿活动，协助“路长”
做好服务社区工作。

推行“路长制”后，各区以辖区范围
为责任区域，实行网格化管理。“路长”主
动下沉到责任区域，严格按照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标准，围绕市民的宣传发动、基
础设施建设维护、环境秩序管理整治、上
门入户问卷调查等内容开展日常巡查，
及时发现梳理问题，并根据问题的轻重
缓急，灵活采取相应措施，助推城市管理
实现向精准发力。

“实行‘路长制’是提升路容路貌、维
护道路环境秩序的有效措施，通过对路
段的统一调度，能解决许多难点问题。”
赣县区宣传部长周光仁说。作为赣县区
城南大道的“路长”，在道路环境改造升
级过程中，周光仁积极与路段责任部门
进行协调，及时地完成了道路绿化亮化、
杆线迁移、柏油铺设等问题。

为将“路长制”落到实处，赣州市还
建立了市容问题督查督办制度。“路长”
及路巡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
时向责任部门反馈。责任部门须在一周
内列出清单、安排时间开展整治，一个月
内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提前向“路长”说明
原因并提出整改建议。督查部门对联系
单位和责任单位落实“路长制”工作的情
况，实行一周一调度、一月一通报。

“路长制”带来好面貌

推行“路长制”以来，城市形象变样，

管理明显提升，城市更加有序

八一四大道8号路段街边机动车乱
停乱放问题得到整治、天竺山社区楼道
墙面“牛皮癣”被及时清理……推行“路
长制”以来，赣州市相关区域道路、社区
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形象大变样，管理明
显提升，城市更加有序。

创建为民，赣州市各级“路长”在对
辖区内及周边公园广场、社区等地进行
拉网式排查的同时，还积极发放告知书，
进一步提升群众对“路长制”工作的知晓
度、参与度、满意度。

“路长制”的有效实行离不开群众的
支持和参与。“实行‘路长制’后，很多志
愿者和机关干部主动上街维护道路环
境，在老旧小区清理牛皮癣，让我非常感
动。”家住赣县区赣新大道审计局小区的
居民李惠明说。审计局小区是没有物业
管理的老旧小区，以前乱倒垃圾、车辆无
序停放等问题十分突出。在“路长”的宣
传教育下，社区居民文明素质明显提高，
大家纷纷加入到保护小区环境的队伍
中，小区面貌得到根本改变。

一条条道路干净整洁、一排排店铺
窗明几净、一辆辆汽车有序停放……积
极推行“路长制”后，赣州市中心城区文
明新风扑面而来，赣州正以美丽、宜居、
和谐、文明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

江西赣州推行“路长制”——

“路管家”管出好“颜值”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兰国榕

江西省赣州市在章贡区、南

康区、赣县区、赣州经开区、蓉江

新区 5 区全面推行“路长制”。

每名“路长”都是道路的管家，不

仅要紧盯主干道，还要照顾背街

小巷，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解决。

推行“路长制”以来，赣州市相关

区域道路、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还提高了居民的文明素质，不少

居民都加入志愿者积极参与城

市管理

江西省赣州市西津路，一名孩子自觉将垃圾扔进垃圾箱。在“路长”的带领引导

下，赣州文明蔚然成风。 刘 青摄

苏州山塘街：重拾苏式慢生活

△ 流水黑瓦，山塘街有着典型的南方园林特征。△ 游客在山塘街留影。

△ 山塘街的水乡韵味。 △ 一名店主制作苏州传统小吃。△ 夜晚，山塘街游人如织。

位于古城苏州西北部的山塘街，可
以说是老苏州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其东
连阊门，西接虎丘，全长约 3600 米。自
2002 年起，山塘街经过十几年改造、修
复、整治，逐渐成为“老苏州的缩影，吴文
化的窗口”。

这条延绵几公里的长街，如今呈现
着两种景象。

渡僧桥至新民桥的一段，通过搬迁
式改造，已变成主要以商业开发为主。

这里雕梁画栋，一律是古色古香的木质
红楼建筑，屋舍两旁高悬大红灯笼、中国
结和写有“面”“茶”的仿古旗帜。夜幕降
临，华灯初上，游船画舫，行人如织，古戏
楼传来的苏州评弹婉转悠扬，民俗工艺
捏面人、山塘狸猫、传统小吃龙须糖、糖
粥糖画、海棠糕梅花糕……瞬间把人带
回了那个“闹忙”的旧时姑苏。

走过新民桥的一段，山塘街则是一
番市井景象。沿街的中老年服装店、水

果店、小吃店客人进进出出；路边篾筐里
插着新鲜莲蓬与未开的荷花，老阿姨用
一口纯正的吴侬软语叫卖着；三两成群
的老苏州人说说笑笑，不时跟迎面走来
的老面孔招呼寒暄。

在这条承载老苏州记忆的街上，人
们希望重温苏式慢生活，体味“小桥流水
人家”的独特韵味。多年的修复改造，让
山塘街逐步接近这一目标。不过，在靠
近阊门商业开发充分的东段，“千街一

面”的问题也正在显现，吴文化韵味正在
变淡；在原住居民较多的西段，因为开发
尚不充分，存在着沿街沿河立面风貌较
乱、业态低端、街道基础设施陈旧等问
题，难以满足人们体味苏式慢生活的旅
游需求。

不同的问题，同样的目标，在古街改
造这一课题上，重拾苏式慢生活，在开发
中坚持文化特色，还需要更多探索。

郭云婷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