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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产业链”新模式

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2年以来，唐冶街道以打
造“红色动能集聚区”为契机，创
新“党建＋产业链”模式，创新成
立了“1+1+N”功能性党组织，即
由1条产业链上的1家龙头企业
牵头，N个产业链上企业、学校纳
入党组织管理，成立产业链议事
机构和政、企、银、校四方党建联
盟，破解沟通壁垒，最大程度发
挥政企协作、银企对接、产学研
的融合作用。

2022年6月，济南农商银行总
部正式迁入唐冶高铁城并启用；
现如今街道已为济南农商行以
及部分企业架起了助企纾困的

“暖心桥”。街道又为山东省煤田
地质局、山东新时代卖碳翁科技
集团牵线搭桥，召开三方座谈
会；聚焦招引大宗贸易、国际物
流、跨境电商等企业总部落户，
积极推动设立济南丽水商会，结
合全市“外企直通车”平台，加强
外资企业服务力度，为高质量发
展蓄能添力。该街道探索把党建
优势转化成发展“动能”的新路
径，用暖心服务，加快实现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小网格”激活社会治理“大
格局”。唐冶街道通过打通基层
社会治理网格员的神经末梢，创
新“望闻问切”工作法，把民生问
题和矛盾化解牢牢锁定、消灭在
社会治理最基础的网格中。7月21
日，恒大名都社区结合“幸福历

城”满意度调查以“民主协商民
主议事会”为切入点，在小区院
内开展“红色物业”网格议事会，
网格员通过拉呱的方式共同解
决居民小区电梯安全、电动车棚
少等“急难愁盼”的问题，实现网
格精细化管理和服务群众零距
离。

民生改善“一小步”
社会发展“大进步”

“咦？这不是咱那个囫囵道
（注：胡同）吗？想当年晴天一身
土，雨天两脚泥。现在好了，路都
铺上了沥青，地上的垃圾堆也消

失了，路灯也亮了。”“咱们现在
的生活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今
后日子会更好。”8月，在唐冶民
俗博物馆内，看着浸透浓浓年代
感的老物件和老照片，前来参观
的唐城小区的老人们对这十年
来家乡的变化感触颇深。

“以前周末逛街，只能开车去
高新万达，现在走着就能去家附近
新开的奥特莱斯买衣服、去鲁商天
街吃东西，感觉生活方便多了。”家
住绿地城的小唐满足感不仅来源
于离家不远处新开的首创奥特莱
斯、鲁商天街，还源自通勤能选择
的公交车多了、在家能订到的外卖
也多了……

唐冶公共配套日趋成熟。同
时街道环境面貌日新月异，据统
计，近年来唐冶街道新开通公交
28条、地铁2号线全线贯通、新交
付使用道路30余条，新建在公厕
已达11处，鲁能体育休闲公园、
唐冶公园等五大公园交相辉映，
已实现由城乡接合部向“洁净
美”街道的华丽转变。

“文化教育”双驱动
擦亮唐冶人文底色

让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一流
的教育，是唐冶街道持之以恒
追求的目标。这十年，唐冶街道

针对不同类型教育的特点，突
出“公益普惠”办好学前教育，
突出“优质均衡”办好义务教
育，坚定不移推动教育设施向
全市一流迈进，办好每一所“家
门口的学校”。历城二中、山师
附中、省实验教育集团……唐
冶教育资源在全区是得天独
厚，首屈一指的。

9月13日，唐冶街道启动“点
亮人才星光 汇聚唐冶星河”人
才创新项目，为历城二中毕业生
发放《你好，同学》一封信，在为
广大学子留住“暖心”唐冶印象
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一个挥洒
才能、实现梦想的平台。

不仅如此，片区内有历城
文博中心、市民中心、省新华书
店唐冶中心和历城区体育中
心、唐冶体育公园等文体场所；
省康复医院、唐冶医院等为居
民提供基本医疗公共服务，唐
冶北片区的三甲医院也在如火
如荼建设中。合理配置的教育、
文化、就医等公共设施 ,不仅能
保障和满足周边居民的需求，
也擦亮了唐冶的人文底色。成
熟的配套和周到的服务更能让
居民体会到“家在唐冶、我爱唐
冶”的感觉。

回望十年，新的起点重任在
肩，新的使命正向我们招手。唐
冶街道将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和
执着的干劲，全面抢抓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
略机遇，锚定“东强”战略新高地目
标不放松，敢于担当、勇挑大梁，借
势发力、砥砺前行，全力以赴抓好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以实际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历城区唐冶街道：领跑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稳居济南“东强”排头兵先位
在济南“东强”发展的

大势下，历城区唐冶街道
30 . 2平方公里发展的蓝
图自2010年成立以来加速
绘就。

如今的唐冶，经十东
路、世纪大道、飞跃大道、
唐冶中路、龙凤山路在这
里纵横交错；街道常住人
口由建办之初的3万人到
现在的17万，社区小区由3
个原住小区到现在的25个
社区；公共预算收入由
7179万元到28亿元，产业
园区实现了从无到有，再
到精尖产业聚集……弹指
一挥间，唐冶在经济发展、
社会治理、城市管理、民生
改善、人文教育等多面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未来的
唐冶将稳居济南“东强”排
头兵的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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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侯凤超

打造科普好声音
提升健康认知

营养健康科普良莠不齐，

养生谣言满天飞。2020年，我国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3 . 15%，总
体水平不高，仍待提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
闻宣传司副司长王秋苹表示，
强化科普宣传和舆论引导，久
久为功任重道远，需要政府部
门、行业组织、科研院校和专
家、相关企业、新闻媒体、社会
公众多方参与，合力发出科普
宣传好声音，奏响共治共享的
交响乐。

安利(中国)公共事务总经理
王汝华介绍，安利的愿景是帮助
人们过上更健康、更美好的生
活，基于中国目前发展环境及常
态化疫情防控下社会生活的变
化，安利提出了企业新定位，致
力成为全面健康推动者，推动公
众享有包括身体健康、良好心理
状态和人际关系、人生价值感、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全面健康。

十余年来，安利与中国健康
教育中心等权威机构合作，开展

“营养中国行”“健康中国 我们
行动”等公益活动，致力营养科
普，帮助人们学习健康知识，提
升健康认知，践行健康生活方
式，养成健康习惯，累计覆盖人
群过亿；去年起，安利将全国各
地的实体体验店铺挂牌为“健康
促进科普基地”，为公众提供健
康公益传播活动的场地。

2022年，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开展“保健食品大家谈”
科普宣传作品征集活动，安利
制作的《膳食纤维，您吃够了吗》
系列视频获得优秀科普作品奖。
近年来，安利还与央视新闻新媒
体合作，推出健康公开课直播
节目；与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
围绕24节气特点，推出系列科
学养生节目。

社群对抗懒癌
组团养成健康习惯

“知、信、行”的统一结合，是
最有效的科普宣传。知识、信任
和行动，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人改掉不健康的生活
习惯，坚持健康生活方式，往往
三分钟热度，不易坚持。主动健

康，是每个人的责任，需要每一
个“自我”都行动起来。

社群是攻克拖延症和“懒
癌”的利器。近年来，安利赋能营
销人员运营线上线下融合的健
康社群，带动消费者和亲朋好友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目前，已有
三万余人通过了中国营养学会
的培训和考试，拿到了营养健康
顾问证书，一万多人拿到了健康

塑形教练证书。他们以遍布全国
的安利体验馆、体验店为依托，
开发运营着数以万计的大健康
社群，主题涵盖体重管理、健康
丽龄、四季养生、亲子健康等，丰
富多样，异彩纷呈。

这些专业的健康达人带动
志趣相同的社群成员，大家共同
学习，互相陪伴，互相鼓励，互相
督促，把知识变成行动，把行动
变成习惯，构建健康生活能量
场。以安利大健康读书会为例，
通过读书分享的形式，科普健康
观念、获取健康知识、践行健康
生活方式。目前已覆盖全国超过
100个城市，40余万人持续参与。

人是社群动物，无法脱离群
体生活。组团养成健康习惯，利
用的是人类的模仿天性，这源于
人类的社会生物特征，也源于生
物学上的同理心和道德，即“行
为规范”；通过榜样的力量，树立
目标，达成目标。浸染在健康生
活方式的环境中，会驱动每个人
追求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

安利深耕大健康赛道，不仅
持续通过营养健康知识科普、健
康社群推行健康生活方式，还依
托遍布全球的自有农场和认证农
场，88年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绿
色、有效、可信赖的产品，并以大
数据为基础，以算法为核心，为细
分人群定制个性化营养健康方
案，推动公众享有全面健康。

安利深耕大健康赛道，推行健康生活方式

奏响科普好声音 助推公众全面健康
近日，主题为“共治

共享 健康发展”的打造
特殊食品科普宣传“好声
音”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
由中国市场监管报社主
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特殊食品司指导，倡导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科普宣
传，探讨建立特殊食品诚
信宣传长效机制，守护公
众舌尖上的安全和健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部分省市场监管局、中国
消费者协会、中国营养学
会、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
会等部门领导和专家，以
及安利等企业代表参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特殊食品监管司二级巡
视员陈健指出，公众在营
养和健康方面科学素养不
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传播知识，引导公众树
立健康、安全、科学、理性
的消费观念，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的需
求，离不开社会各界同心
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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