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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居民：
小区更干净更方便了
买菜15分钟就解决

1月10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和济南市市民巡访团团长辛安一起走
进市中区杆石桥街道乐山小区。在小区
南门附近，记者看到有超意兴、金德利、
华联超市等店，从小区南门进入，可以
看到对面是一个健身广场，很多老人都
在这里晒太阳，还有一些市民在进行锻
炼。进入南门往里走可以看到两侧分布
着多家店面，其中有便利超市，还有专
门的蔬菜店、邮政银行等。记者走进一
家叫“天天顺商店”的超市，发现里面买
东西的人还挺多，超市里设有专门的熟
食区、蔬菜区、日用商品等都有陈列。在
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有多位居民光顾这
个超市，有的来买菜，有的拿着馒头结
账，有的拿了几包零食。

“小区经过改造，变得更干净更美
观了。”家住乐山小区的张女士正好来超
市买菜，她告诉记者，以前从小区南门进
来，会看到很多乱搭乱建，机动车、非机动
车和行人混杂，交通很拥挤。“那些乱搭乱
建很影响小区的美观，也不安全。”

“后来进小区南门的这条路也被改
造了，成了小区现在的步行街，只允许
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这样交通得到了
很大的改善。”张女士透露，以前小区这边
还有很多烧烤店，每天都是乌烟瘴气的，
现在烧烤店都被改造成了便利店，买东西
很方便，而且价格也不贵。以前的摊点被
改造成了现在的健身广场，他们小区几个
老人时不时约着下来在健身广场一起聊
天，简单锻炼一下。“从家出来在小区就可
以买到生活必需品，而且15分钟内就能买
到，很方便。”

街办负责人：
20年的违建拆了286处
打造便民购物一条街

据了解，乐山小区始建于1986年，
是济南市第一个旧城改造的居民小区，
小区地处济南市政治、经济、教育中心
区的黄金位置，但随着城市加速发展，
配套设施不全、私搭乱建严重等问题日
益凸显，居民对此反映强烈。

“我们从2016年10月正式启动乐山
小区改造提升项目，结合全市拆违拆临
行动，共拆除小区内存在20余年的违建
286处，累计1 . 3万余平方米，取缔占道

马路市场、餐饮摊点群3处，清理占道
商贩46家。”杆石桥街道办事处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拆违拆临后他们积
极合理利用空间，广泛栽种绿植，新
建小广场6个，打造各类花坛和微景
观33处，增设了文体设施，为了满足
拆违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购物和早餐
等需求，街道着力打造了15分钟社区生
活圈。“我们在经八路引入超意兴快餐
店，和原有的金德利快餐店一同满足周

边居民的用餐需求。”
“为了方便居民日常购物，消除油

烟扰民和安全隐患，我们帮助小区内的
天天顺鲁菜馆转型为便民肉菜店。”该
负责人表示，目前这个小店经营肉食、
水果、蔬菜、蛋奶、日用品等货品，顾客
通过手机下单还能享受配送上门服
务。“为了帮助这家饭店‘二次创业’，
我们还帮助店主申请小额担保创业
款，联络商贸局“互联网+”便利店优
惠政策。”据了解，在这个店铺的带动
下，街道和社区还帮助一家烧烤店和
一家饭店转型为肉菜店和茶社。“目
前，小区步行街已由烧烤餐饮一条街
成功转型为便民购物一条街，共有便
民肉菜店和小型超市4家，不仅商品种
类齐全，肉菜新鲜，价格也非常合理，可
充分满足居民日常购物需求，且居民下
楼步行不超过10分钟。”

政协委员：
更新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设施配套要跟上

“老城内，一方面市级以上城市功
能过度集聚，另一方面基层社区服务功
能弱缺。”济南市政协常委邵莉告诉记
者，“更新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打造15分
钟生活圈，是城市更新的深层次内容，
是一项要求高、难度高的工作。”

“要研究和建设适应时代需要的社
区生活设施和服务。15分钟生活圈不仅
是全面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比如
基础教育、社区就医、菜市场、便利超市
等，还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和期待，比如健康、养生、交往、
互联共享、自我提升等，社区服务设施
配套也要与时俱进。”邵莉建议，要打造
全时、全龄友好的社区生活圈，她认为
人们主要有工作和居家两种生活状
态，以人为中心的社区生活圈就要按
这两种状态规划和建设，不只是打造
居住社区生活圈，还应重视打造针对
上班族的商务办公聚集地——— 工作社
区生活圈，工作社区生活圈打造得好
还会有利于吸引人才。“这两种生活圈
的需求是不同的，比如居住生活圈要
考虑老龄化、低龄化对老年学校、养
老、学后托管等设施和服务的需求，而
工作生活圈更多地要考虑用餐、交往、
娱乐、康体的需求，最终建设满足不同
社群、不同时段需求的‘5+2’‘7×24’的
社区生活圈。”

两会融媒栏目《我为济南“阅卷”》

走进乐山小区15分钟生活圈

拆拆违违后后建建便便利利店店
生生活活需需求求都都解解决决

济南市市民巡访团团长辛安（左一）采访刚买完菜的小区居民。

你你的的舌舌尖尖安安全全，，第第三三方方检检测测来来把把关关
食用农产品进市场批批都检验，探索“双证”制度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王皇 张
阿凤） 今年，济南将完善“菜篮子”等
民生设施，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菜
篮子”的布点多了，食品安全的把关也
非常重要。10日，记者从济南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把好

“菜篮子”关，今年济南市食药监局将推
进食用农产品市场第三方检测机构委
托快检，实现进入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
品批批检验。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实
施食品药品安全六大工程，食品抽检达
到每千人7份，保障广大市民舌尖上的
安全”。济南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六大工程包括基层基础能力、食用
农产品市场监管、餐饮质量安全、食品
检验检测能力、“食安济南”品牌、药械
质量监管提升，与“菜篮子”关系最密切
的是对食用农产品市场监管的提升。

食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市民餐
桌，需要经历种植和多轮市场流通。在
针对食用农产品的抽检中，不时出现部
分食用农产品不合格的情况。

上述负责人表示，今年要从严格市
场准入着手，补齐这块高风险短板。在
严格落实济南市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
和市场准入制度的基础上，将以高风险
品种为切入点，探索建立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和市场销售凭证“双证”制度。去
年，济南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韭菜已
经实现了“双证制”管理，上市的韭菜能

直接追溯到农户，同时韭菜的种植者要
检验或承诺韭菜合格。

该负责人说，继韭菜作为试点后，
今年还将以高风险品种为切入点，探索
建立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和市场销售凭
证“双证”制度。

据了解，目前济南市各大食用农产
品批发市场和部分农贸市场已经设立
了自己的快检室对入场食用农产品进
行快检。不过，去年济南市食药监局在
对部分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
场进行检查时发现，有的食用农产品
批发市场快检操作不规范，有的较难
保证入市农产品批批快检。上述负责

人介绍，今年将加大济南市食用农产
品检验检测力度，在全市食用农产品
市场推行委托快检工作，由第三方检
测机构按照标准检验检测方法和流程
实施日常检测，食药部门负责监督和
指导，实现对进入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
品批批检验。

同时，强化不合格产品处置，注重
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探索建立检测不合
格经营业户禁入市场制度，倒逼企业自
律。拟第一批先行实施托管七里堡市场
等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部分农贸市场
和大型连锁超市，切实把住食用农产品
入市关，确保老百姓“菜篮子”安全。

济南两会期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两会特别报道推出了融媒栏目《我为济南
“阅卷”》，结合委员提案和代表建议，听百姓心声，看济南发展。第四期《关注十五分
钟生活圈》的直播节目，根据济南市政协常委邵莉的提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和济南市市民巡访团团长辛安一起来到市中区杆石桥街道乐山小区，这个小区经
过改造提升后，为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购物和早餐等需求，街道着力打造了15分
钟生活圈。

葛延伸阅读

本报1月10日讯（见习记者 张晓
燕） 1月11日，《我为济南“阅卷”》第
五期节目将关注《听泉水叮咚 看一
城山色》，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将结合
济南市政协委员宫建泉的提案在齐鲁
晚报官方客户端齐鲁壹点上开辟视频
和直播平台，他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
看法，同时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和
济南市民巡访团团长辛安将去济南的
大明湖景区现场探访，看看目前已经
免费开放一周年的大明湖的现状。

1985年以来，大明湖景区年年获
评省级文明单位，大明湖也是外地游
客到济南必看的“三大名胜”之一。据
了解，2017年1月1日起，大明湖除执行
政府定价的展馆 (室 )和经营性项目
外，其他区域实行免费开放。

11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和
济南市民巡访团团长辛安将去现场看
看大明湖的新容貌，了解景区是如何
一步一步开展工作的，想知道他们说
了什么吗？想与他们一起针对济南旅
游特色进行讨论吗？赶紧打开齐鲁壹
点，收看独家采访的视频节目和明天
上午10点的直播，在评论区留下您的
观点和看法，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听泉
水叮咚 看一城山色》。

菜篮子把关更严了。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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