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握机遇实现蝶变
曾经的市级贫弱村唐家庄村，现在已经成为省

级美丽乡村标准化示范村。2014年以前，唐家庄村
由于没有发展集体产业项目，集体经济收入一度落
后。2018年，随着崂山区乡村振兴序幕的拉开和配
套产业政策的出台，唐家庄村迎来全面发展的好机
遇。

唐家庄村打造精品民宿，发展农旅配套综合体，
借助区乡村振兴扶持政策，充分利用特有的原生态
山野景观及田园风光，深度挖掘生态旅游资源产业，
全面改善村（居）人居环境，探索出一条“建设有基
础、发展有特色、资金有保障”的唐家庄村全面振兴
发展的新路子，成功摘掉“薄弱村”的帽子。唐家庄

村先后荣获“全国健康社区”“山东省美丽乡村示范村”
“山东省美丽乡村标准化试点村”“山东省森林村居”
“青岛市旅游特色村”等荣誉称号。

环境整治景观提升
作为崂山区第一个综合管线入地的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唐家庄村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实施供
水、污水、强弱电、燃气等管线建设，完成美丽乡村综合

管线入地工程，彻底解决农村空中“蜘蛛网”问题，走
出了一条“唐家庄特色”标准化道路。

唐家庄村深入开展“百村千巷万户”环境整治行
动，实施村庄景观提升工程，重点打造“一路、一园、一
街、一广场、一中心”，即振兴路、百亩崂山茶观光体验
园、党建示范街、文化活动广场和党群服务中心。

“崂山·唐庄”慢生活
近年来，唐家庄村依托山秀、水清、村美的山水田

园风光，以体验慢生活为亮点，发展高端民宿，增加村
集体收入。村流转了40余户空心房，建成拥有6个院
落 14 个房间的典雅别致的“崂山·唐庄”品牌特色民
宿，推开窗即可呼吸到清新空气，一抬眼便能观赏到
怡人的大自然风光。如今，“崂山·唐庄”已成为网红
打卡地。

同时，唐家庄村修整出山坡地约60亩，以现有的
杏树、樱桃树为基础，在园中修砌挡土墙，铺设景观石
径，种植花椒和枸杞，结合有机蔬菜、草莓采摘等，打
造休闲观光型采摘园，在党建引领下，唐家庄村正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向阳而行。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张译心 通讯员 招婷婷 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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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作风能力提升作风能力 争做实干家争做实干家

沿着地铁线，他们“运输”正能量
2021年山东省感动交通年度人物揭晓 青岛地铁这些故事令人感动

高端民宿 唐家庄村亮出“特色名片”
崂山区王哥庄街道唐家庄村宛若“世外桃源”

走进崂山区王哥庄街道唐家庄村，一步一景、有
花有树，在茶园小径欣赏百亩崂山茶观光体验园，一路
向前还有景观小品、文化广场、党建示范街、新时代文明
实践主题广场。青山环抱之中，行人仿佛置身“世外
桃源”，村民脸上洋溢着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笑容，构
成一幅乡村振兴美丽和谐的画卷。

22个街道“黑镜头”现场播放
市北区主动暴露创城工作问题 一把手直插创城问题现场调度解顽疾

7月17日一大早，市北区委书记高健带队直插创
城问题现场，随后市北区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工作
推进会召开，曝光了22个街道的“黑镜头”，主动暴露
创城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弱项。

暗访镜头曝光问题，一个一个抓整改
一大早，临时突击康定路市场周边、嘉兴路等区

域内市场、摊点群、小区部分问题点位，区委书记一把
手带队现场办公。9时30分，市北区机关二楼会议室
召开市北区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工作推进会，首先
播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专题片，按照倒序排名，将22
个街道的“黑镜头”逐一详细曝光。私搭乱建、小广告
回潮、垃圾冒溢、卫生死角、非法夜市、占路经营、毁绿
种菜、环境脏乱、垃圾分类不规范、僵尸车、乱堆乱放、
机动车乱停乱放、路面道板破损、空中线缆杂乱……
一个个触目惊心的问题画面，出现在暗访的镜头中，
让台下就坐的各街道、部门相关负责人无不“出汗”

“脸红”。接着，2个街道、5个部门单位分别作表态发

言。会上，高健一针见血指出问题，并提出对创城发
现的问题，特别是上级曝光、群众反映的问题，要一个
一个抓整改、一项一项抓达标，明确整改路线图、时间
表，倒排工期、清单销号，建立问题整改轨迹倒查机
制，确保每一处点位都有人负责、每一个问题都有人
落实。对于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牵头部门要主动请
示分管区领导、召集相关部门研究解决，决不允许推
诿、“甩锅”等情况发生。

七个方面下功夫，攻坚痛点顽疾
会上提出，市北区将对照市“十二大攻坚行动”

“七个聚焦”重点领域，强力推进“大干500天 争创文
明典范城”十大攻坚行动，在提升环境卫生、整治市容
秩序、规范交通秩序、治理农贸市场、老旧小区改造、
文明习惯养成、典型示范引领等七个方面下更大功
夫。为此，市北区将组建城市管理专职网格员队伍，
年内建立健全专职网格员队伍和管理机制。推进垃
圾分类，年内撤桶并点 455处，打造 20个垃圾分类五

星小区，60个小区实现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市北
区将在整治市容秩序上下更大功夫，“看住”小广告，

“严管”占路经营。

把交通和市场放心上，创建“示范项目”
市北区整治停车秩序，挖掘道路停车资源，推进

停车设施共享，加快今年在建的 5 个停车场建设，新
增社会停车位1200个以上。

在治理农贸市场上，下一步市北区要加快升级改
造，今年实现硬件提升10处。推动农贸市场超市化，
今年创建规范化农贸市场不少于 16 处，明年规范化
达标率100%。

市北区共有4070个老旧楼院。市北区今年要集
中改造提升 53处老旧小区 259栋楼座。补齐老旧小
区安防、停车、卫生等方面短板。探索“街道+平台公
司+头部物管企业”模式，年内开放式居民小区物业管
理达到50%，明年实现全覆盖。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实习生 许伊婷

““崂山崂山··唐庄唐庄””已成为网红打卡地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青岛地铁赴豫抢险驰援队连续奋战青岛地铁赴豫抢险驰援队连续奋战
168168小时小时，，圆满完成抢险任务圆满完成抢险任务。。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公布“山东省感动交通年度人
物”名单。去年夏天本报曾报道的青岛地铁赴豫抢险
驰援队荣获“2021年山东省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
使用AED成功救助晕倒乘客的青岛地铁员工邵钰卿、
郭守花荣获“2021年山东省感动交通年度人物”。沿着
四通八达的地铁线，青岛地铁人用一束又一束微光，源
源不断地“运输”着正能量。

青岛地铁赴豫抢险驰援队：

连夜跨越750余公里，连续奋战168小时
2021年7月20日，河南突降特大暴雨，青岛地铁紧

急响应郑州援助请求，迅速组建由 53 名技术骨干组成
的抢险驰援队，连夜跨越750余公里，历经8天7夜、168
个小时连续奋战，圆满完成支援任务。

冒着汛情尚未明朗、涉水区域漏电、隧道缺氧等风
险，驰援队到达抢险点后不顾舟车劳顿，立即制定方案、
进入隧道勘探，装设备、架线缆、布水带，与时间赛跑，与
险情较量，队员们按照“人歇泵不歇”的原则确保 24小
时不间断排涝抢险。队员们每天单人连续作业超过19
小时、步行超 25000 步。因为长时间涉水作业，队员们
浑身裹满泥浆，双脚被泡得发白发烂。饿了扒几口盒

饭，累了席地而眠，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年轻队
伍，谁也没有叫停喊累。

青岛地铁赴豫抢险驰援队的出色表现，收获了郑
州地铁及其他抢险队伍的充分认可和信任，又被全权
授予龙湖北站的抢险指挥权。

邵钰卿、郭守花：

用AED“抢”回乘客生命，心肺复苏一秒没耽搁
将时针拨回今年年初，青岛地铁1号线山里站内，站

务员邵钰卿、值班站长郭守花上演救人“生死时速”。
2022 年 1 月 5 日中午，青岛地铁 1 号线山里站站

台男卫生间，一名男乘客突然晕倒，站台岗迅速上报
车站控制室，车站随即启动应急救援程序，值班站长郭
守花与厅巡岗邵钰卿赶到现场。发现该乘客对郭守花的
询问没有任何反应，邵钰卿侧头趴到乘客嘴边，望向他的
胸口——感受不到呼吸，胸口没有任何起伏。“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符合使用条件，上AED（自动体外除颤器）！”话
音刚落，邵钰卿就拿起剪刀将乘客衣服剪开，为乘客贴上
AED电极片，邵钰卿按照应急培训中所学到的救援技能
进行一次次按压。30次按压过后，他没顾得上拿纱布，直
接俯身对着乘客口中送气，进行人工呼吸。经过1分钟
的心肺复苏，乘客终于恢复了呼吸和心跳。这也是青
岛地铁首次使用AED成功救助乘客。

关键时刻及时响应、施以援手，他们展现过硬的心理
素质和专业素养，诠释了新时代青年人、地铁人的担当作
为。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董真 通讯员 王潞瑜

青岛地铁抢险驰援队在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