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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线 追 踪

本报市中讯 近期,市民在《市长上线》栏目中反映,市
中区青檀府小区私搭乱建无人处理,以及小区3号楼外侧区
域垃圾无人清理等问题。

近日,记者来到青檀府小区进行实地查看,经核查,青檀
府小区确实存在私搭乱建问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发现
违建问题后,市中区有关部门执法人员立即对违规加盖行为
进行制止并现场拆除,没收施工工具,同时安排执法人员在小
区定期巡查,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对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另据了解,青檀府小区在前期出售时存在虚假宣传，承
诺楼顶区域可由顶层业主在交房后自行加盖,导致已上房的
C区出现大量违建行为。

目前，文化路街道执法部门已拆除青檀府相关违建22
处，对一楼部分院子进行部分拆除。自然资源局已对C区违
建房屋下发了违建鉴定函,街道执法部门已对涉事房屋依法
启动拆违程序,准备立案处理。 （记者 孙秋实）

市中区青檀府小区私搭乱建问题

加大巡查执法力度
对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二季度是实现“双过半”的攻坚期,
枣矿集团蒋庄煤矿牢固树立“大安全”意
识,通过把好安全教育关、从严管理关、
安全考核关等系列安全措施,铆足干劲奋
战二季度,为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聚
势蓄能。

把好安全教育关

“矿工朋友们:井下作业慢一点、安全
帽带紧一点、自救器拴牢一点、防尘口罩
护牢一点,这些防护用品都是您的安全铠
甲,您的每次规范操作,都是咱们家最稳的
幸福密码。”

“生命只有一次,它是家人无尽的牵
挂,更是幸福的基石,在井下作业请时刻将
安全放在首位,遵章守纪、标准作业,牢记
家人的期盼,承担起保护自己和他人的责
任。”

......
这是该矿协管员开展“亲情嘱安”活

动的一幕。今年以来,该矿不断丰富安全

宣教形式,引导全员树牢安全红线意识,筑
牢安全思想防线,创新探索职工最喜爱的
安全宣教活动,通过父母的嘱托、爱人的
叮咛、孩子的呼唤，深化“亲情嘱安”,
并制作成视频,在入井大厅播放,让安全宣
教更有温度、更具实效、更能引起职工共
鸣。

据了解,该矿开展安全宣教不断线,开
展“每季一专题”“双月警示月”活动,坚
持以案说安,持续推进全员警示教育,开展

“亲情嘱安”活动,不断提升职工安全意
识,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把好从严管理关

“越是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越要抓
牢安全,抓不好安全会难上加难,必须保持
抓安全的定力不动摇,保持从严管理的尺
度不放松,保持现场严管的力度不降低。”
矿长王成在二季度工作会议上对安全工作
提出了要求。

该矿将“严”字作为抓好安全的关键

法宝,从严从细抓实关键环节,以“硬碰
硬、真较真”的态度,严格下井指标、违
章罚款、区域·点数、安全包保、红黄牌
检查等安全制度措施执行,确保严出实
效。利用日常查、大检查、专项查等手
段,围绕安装撤除、顶板管理、提升运输
等薄弱环节和夜班、交接班等薄弱时间
段,加大安全专项督查的范围和频率。

不仅如此,该矿将从严督察工作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持续从严、逐级规
范、逐层拓展,不断完善督查体系建设。
该矿创新督导机制,强化安全督查、工作
督导两条线管理,紧盯重点工作、专项工
作、日常工作,推行“三督四查”考核机
制,瞪起眼来抓督查,运用“上大屏”等方
式,倒逼各项工作部署高效闭合。

把好安全考核关

“以后我一定不违章作业,不心存侥
幸,工作中按章作业,严守规章制度,努力
把上次违章的罚款再‘挣’回来。”采煤

工区违章人员孙某说。
原来,该矿制定考核规定,只要违章人

员在 3 个月内不发生违章行为,所缴纳的
违章费用再返还给违章人员本人。这一考
核规定,大大激发了职工严守制度、遵章
作业的积极性。

为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该矿加大安
全考核力度,持续推行重奖重罚的双向考
核激励政策。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细化专业过程管理,加大顶板管理、充填
开采、智能化建设、掘进进尺及“三个煤
量”考核。落实业务保安责任,加大安全
生产专业科室、基层单位安全绩效考核奖
惩力度,实行专业科室、基层单位安全履
责联挂考核,严格考核和各类评先树优安
全“一票否决”。

该矿严抓“32 项安全从严措施”考
核,全面落实从严管理向更深层次推进,逐
级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强化薄弱
时间段的安全监管,以扎实有效的举措打
好安全“守卫战”。

蒋庄煤矿:把好安全关 奋战二季度
本报记者 刘振江 通讯员 李平

5月28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
1批信访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市中区1件。

本批转办的信访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1个。其中，土
壤污染问题1个。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交办相关区。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的要求，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2025年5月28日

中央第三生态环保督察组
向我市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第一批)

5月25日，记者走进市中区永安镇薄
板泉村看到，这个曾经的偏远山村，如今
已蝶变为集自然野趣、亲子游乐、红色教
育、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旅游目的
地，吸引着周边游客纷至沓来。

薄板泉村依泉而生，清澈甘洌的泉水潺
潺流淌，贯穿整个村落。景区精心打造多处
网红打卡点，让游客在自然美景与人文底蕴
的交融中，定格美好瞬间。其中，以战国思
想家荀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荀子学堂尤为
亮眼。学堂内，荀子生平事迹与哲学思想展
板错落有致，可同时容纳200人开展研学活

动。在这里，学生们诵读经典、感悟思想，开
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求知之旅。

作为亲子家庭的“欢乐天堂”，吉祥
庄园以沉浸式体验为特色，构建了多元游
玩场景。重力索道滑梯上，儿童游客借助
重力势能，从起点风驰电掣般滑向终点，
在速度与激情中感受加速度带来的震撼体
验；萌宠互动区内，梅花鹿与羊驼悠然自
得地踱步，孩童们隔着栅栏，小心翼翼地
投喂食物，眼神中满是好奇与欣喜。

薄板泉村深度挖掘红色资源，倾力打
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基地。以雷锋精神传承

为核心的雷锋小院特色展馆，通过展陈雷
锋班长及当代雷锋精神传承人的感人事
迹，生动诠释了雷锋精神跨越时空的永恒
魅力，让参观者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红
色文化的精神洗礼。走进村史馆，一件件
老物件静默伫立，泛黄的照片、古朴的农
具，无声诉说着村庄的岁月变迁。

漫步村中，青石板路蜿蜒向前，古色
古香的民宿错落有致。推开“刘伶酒肆”
的大门，陈酿香气裹挟着鲁南特有的烟火
气扑面而来；踏入“板泉人家”庭院，石
磨转动的吱呀声中，孩童正好奇地体验古

法磨豆。蒸腾热气里，一碗碗嫩滑的豆腐
脑浇上秘制卤汁，撒一把翠绿葱花，让游
客在舌尖上品味最纯正的乡土气息。村西
的水库露营区是亲近自然的绝佳之所，洁
白的帐篷点缀在绿茵之上，与波光粼粼的
水面相映成趣。游客们伴着徐徐晚风，仰
望璀璨星空，在静谧的夜色中，尽情享受
远离喧嚣的惬意时光。

这个初夏，当千年古泉遇上乡村振
兴，薄板泉村以“泉润薄板”的灵秀与

“乐游枣庄”的热情，向人们展示着传统
村落的全新打开方式。

山村蝶变引客来
——市中永安薄板泉村奏响振兴新乐章

本报记者 王正 刘一单 实习生 田家昊

端午节将至，日前，市中区孟庄镇举
行包粽子活动，志愿者和环卫工人一起包
粽子，喜迎端午佳节。

（王海楠 满芮萱 摄）

包粽子 迎端午

本报讯 近日,国网枣庄供电公司物
资部创新团队成功研发出基于无人机技
术的快速盘点装置,将传统人工盘点时
间从 300 分钟大幅缩短至 90 分钟,仓储
管理效率提升 70%,为电力物资管理智
能化升级提供了实用高效的创新解决方
案。

随着电网基建项目增多,物资仓储量
激增,传统人工盘点耗时长、效率低,难

以满足实时数据需求。面对“120 分钟
完成全仓盘点”的挑战,团队借鉴无人机
巡检技术,提出无人机快速盘点方案,通
过技术创新优化流程。该装置在 4000 平
方米仓库试点应用中,单次盘点时间稳定
在 90 分钟内,数据准确率达 100%,有效
解决了人工盘点效率低、高空作业风险
高等痛点。

团队通过对比“视觉SLAM系统”与

“GPS 卫星导航”方案,最终选定精度更
高、适应性更强的视觉SLAM技术。该技
术结合激光雷达建模、射频识别(RFID)和
物联网数据处理系统,实现无人机自主巡
航、精准识别物资编码并实时生成报表。
其中,视觉SLAM系统构建的仓库3D模型
使航线偏差率低于1.7%,RFID技术确保复
杂环境下物资码100%准确识别,物联网平
台则实现数据自动整合与输出,准确率达

100%。装置还搭载轻量化防护设计,兼顾
飞行效率与设备安全。

经测算,该装置每年可有效节约人工
成本,降低高空作业风险,避免资产流失。
目前,成果已纳入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标
准化推广目录,并编制 《无人机快速盘点
装置使用说明书》 及技术规范,适用于电
力、物流等多行业仓储场景。

（记者 高辉 通讯员 鞠昕）

枣庄供电公司研发无人机快速盘点装置
助力仓储管理智能化转型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近日进驻山东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根据工作安排，中
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
间(2025年5月27日—6月27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531-
51770733，专门邮政信箱：济南市A240号邮政专用邮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公 告

本报讯 在煤矿安全生产中,班组作
为最基础单元,既是安全制度的“执行
者”,更是风险防控的“守门人”。山东能
源枣矿集团七五煤业以基层班组建设为抓
手,深耕细作基层管理“责任田”,为矿井
安全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班组强则矿井强,班组稳则全局稳。
七五煤业将班组建设作为“一号基础工
程”,明确以“安全生产好、工程质量
好、文明生产好、学习氛围好、自主管理
好”为核心目标,打破传统“自上而下”
的单向管理模式,推动班组从“任务执行

者”向“安全治理者”转型。
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融入

生活的习惯。该公司将班组安全文化建设
向家庭延伸,创新开展“亲情嘱安”工程,征
集职工家属安全寄语视频 200 余条,由宣
传部门制作成《亲情嘱安》微视频,在微信
公众号、区队班前会、井口大厅展播。这种

“情感化”安全管理模式,推动安全文化从
“制度约束”向“情感共鸣”深化。

在班组学习文化培育方面,该公司推
动模式从“填鸭式灌输”向“沉浸式成
长”转变。“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成为班组常态:每日班前会开设“微
课堂”,由班组长领学 《作业规程》 和风
险防控要点;每月开展“岗位能手大讲
堂”,邀请技术标兵分享现场经验,有效提
升了职工的岗位业务技能水平。

同时,该公司警示教育形式实现创新
升级,完成从“单向案例说教”到“沉浸
式体感震撼”的深度转变。在“融享·云
课堂”智能警示教育平台,职工佩戴VR设
备即可进入高度还原的虚拟矿井事故场
景。这种“场景可交互、危害可感知”的
体验式教育,让职工以“亲历者”视角感

受违章行为的直接后果,相较于传统播放
PPT或视频的模式,真正实现了从“被动
听案例”到“主动拒违章”的意识转变。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各基层单位分别
结合实际推进班组建设:综采一区推行班
前安全宣誓和隐患排查“零容忍”制度,班
组连续多年杜绝轻伤以上事故;开拓工区
开展严管理、严制度、严流程、严奖惩“四
严”管理模式,将工程质量落实到个人,并
在班组内部开展“质量标准化创建亮点工
程”活动,让职工“内有压力、外有动力”,使
创建质量标准化成为自觉行动。（谢安群）

七五煤业:深耕班组建设“责任田”

本报滕州讯 今年以来，木石镇多措并举开展禁种铲毒行
动,全力筑牢辖区禁毒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

该镇立足打造全镇禁种铲毒工作一盘棋格局,召开专题部署
会,细化禁毒宣传和踏查铲毒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
构建“乡镇有力支持、村民一起监督、网格力量监察”的禁种铲
毒工作体系,确保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部署、有落实,全力推
进禁种铲毒工作走深走实。

通过线上宣传与线下宣传相结合的方式,该镇着力扩大禁种
铲毒宣传覆盖面。利用村级网格群推送禁毒宣传页与视频,结合
真实案例解析毒品种植危害,提高群众“不敢种、不愿种”的法
治意识。通过进村入户以及深入田间地头、集市广场等区域,以

“面对面”形式向群众普及禁毒知识和法律。同时,发放4000余
份《有奖举报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宣传单》,积极
发动群众举报线索,引导群众成为禁种铲毒工作的参与者、监督
员,打造群防群治工作格局。

他们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组织43名专职网格员,按照
网格分布大力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对废弃院落、蔬菜大
棚、林间荒地等易滋生毒品原植物区域进行实地踏查,做到“不
漏一户、不落一隅”;组织镇村干部、公益岗等力量,对农田、房
前屋后、闲置院落等潜在种植区域开展地毯式踏查,切实做到巡
查踏查常态化,不留死角、不留盲区,确保禁种铲毒工作取得实
效。 （记者 孙守生 通讯员 赵宜军）

筑牢禁毒防线 共建无毒家园

薛城讯 为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激发师生的爱国
热情，更好地丰富校园文化生活，5月16日，薛城区奚仲中学红
五月歌唱比赛在学校操场隆重举行。

师生们精神抖擞、歌声激昂，用饱含深情的演唱诠释了雷锋
精神的传承，展现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此次红五月歌唱比赛，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
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更通过传唱经典红歌，让红色基因、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通讯员 田波）

薛城区奚仲中学举办红五月歌唱比赛

（上接第一版）此外，山亭还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推进传统村
落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将红色记忆以点串线、以线串面，建设八
路军抱犊崮抗日纪念园、王家湾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纪念园等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
地。通过集中打造伏里土陶村、李庄民俗村等省级以上乡村旅游
重点村，设计“鲁南川藏线”等网红打卡线路16条，“鲁南乡韵”旅
游目的地备受青睐，2024年仅山亭区乡村游突破400万人次。

近年来，我市在保留乡风乡韵的基础上，立足资源优势，先
后盘活利用闲置传统民居，建成传习小院，植入研学培训、精品
民宿、非遗工坊、农家乐等业态。同时，搭乘“村游”的顺风
车，引导农户依托传统民居，积极培育庭院经济，大力发展农产
品精深加工业，让特色产品走进更多游客家，推动特色农产品

“触网出山”，努力把“小特产”做成“大产业”。
一群群研学少年走进青石垒砌的层叠梯田，在黛色群山环抱

中开启沉浸式绘画课程；蜿蜒的山道上，自驾车队如彩带般舞
动；旋转的白色风力发电机与翡翠色麦浪共舞；玛瑙红的樱桃林
同葡萄藤蔓交织；历经沧桑的古老石墙与烽火台诉说着岁月的流
逝……从传统村落到现代田园，从文化遗产活化到绿色产业发
展，一幅幅集自然生态、现代农业与人文遗迹于一体的乡村振兴
图景，此刻正以不同形态在我市各区（市）轮番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