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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花开 满城荷香

白云湖生态文化旅游节向您发出邀约
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张晓雪

乐享白云湖自然天成之秀
沐浴万亩湿地的生态柔情

看长度，白云湖渊源久远。白
云湖形成于汉代，最早叫刘郎中
坡。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挖五
丈河（即古济水古道），弃土两份,
自成高堤，吸收巨野河、巴漏河、
平陵城的水聚此成湖。白云湖的
名字来自于明朝《浚渠私说》：“章
丘西北，有湖一区，名曰白云湖。
白云英英出其中，湖因以名”。

看广度，白云湖碧波无垠。白
云湖湿地先后经过开展了退渔还
湿、湖库清淤、湖库联通等工程，
扩充到2 . 6万余亩，是章丘区首
家国家级湿地公园、济南市面积
最大天然湿地、山东省第三大湖
泊，属黄河流域小清河水系。

看美度，白云湖仪态万千。如今
的白云湖与东湖水库、白云水库共
同构成“三湖湿地”生态格局，长江
水、黄河水、百脉泉水“三水”在此汇
聚，震旦鸦雀、东方白鹳、金雕、大天
鹅、灰鹤等珍惜动物在此集聚，上万
亩野生红莲由此生长，独特的湿地
风貌、纯美的自然景观、和谐的生态
环境勾勒了生态绿色画卷。

乐享白云湖人文脉络之厚
感悟跨越千年的历史风情

白云湖的历史风情，流淌于
文人墨客的不朽名篇中。“常记溪
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一代词
宗李清照的《如梦令》可谓家喻户
晓；元代散曲家张养浩在《游湖有
感》中用“携朋访莲叶，浩浩何所
之”抒发赞美之情；明代“嘉靖八
才子”之一李开先在《白云湖夜
泛》中写下了“渔火错疑明月上，
风帆相伴白云归。”这一千古绝
唱；“风来水面荷香远，烟带湖光
树色迷。”清代名家牛天宿的《白
云晚棹》亦是脍炙人口。

白云湖的历史风情，贯穿于
言传已久的神话传说里。“下邳
城”传说中“先有下沛城，再有平
陵城，后有济南府”的说法让人耳
目一新；荷花仙子的童话与如今

矗立在湖中的荷花仙子像让人浮
想翩翩。

白云湖的历史风情，行走于
俯拾皆是的文化脉流上。“一村跨
两县”的章历村，亦真亦幻”的白
云村、“娥皇女英美名传”的娥女
沟村、“青龙古街、跨江石桥、雌雄
双狮”等名胜古迹俯拾即是的张
家林村等，古村与建筑、历史与传
承，让白云湖拥有独特的文化韵
味。

乐享白云湖文旅融合之势
见证水乡白云的发展盛情

强劲的文旅项目让人信心十
足、充满期待。长鹿白云湖旅游休
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30亿元，建

设至少6个具有休闲旅游度假功
能的文创乐园、12个特色休闲旅
游度假酒店，建成不少于3000张
床位的度假酒店群，计划打造一
站式休闲旅游度假综合体，如今
一期项目正如火如荼建设中，预
计2024年7月投入使用。

多彩的节庆赛事让人应接不
暇、流连忘返。一年一届的生态文
化旅游节助力乡村振兴建设，推
动文化旅游发展，成为“水乡白
云”一张靓丽的文旅名片；“浪漫
开跑520相约生态白云湖”半程马
拉松赛于5月20日成功举办，600
余名选手在此浪漫相约、甜蜜奔
跑，实现了聚人气、育商机、增活
力的有机结合，成为一场生态与
文化相融、体育和旅游共促的品

牌赛事活动。
精致的全域景观让人心向往

之、回味无穷。一村一景、一步一
景已成为现实，“荷香柳绿 十里
长廊”的云湖南路精品旅游线路，
被评为“市级廉洁文化建设示范
基地”的廉洁文化基地，一个个示
范亮点特色更加突出，一条条精
品线路优势更加显著，全域景观
已全面铺开。

乐享白云湖体闲游乐之福
体验开门迎客的乡土热情

品珍馐，这里有湖畔美食、渔
家盛宴。国富渔庄、荷悦府、望湖
楼、白云酒家、王府大院、聚满园、
水上人家、万顺食坊、瑞福园、一
品香火锅等本地酒楼饭店为您提
供活色生香的美食饕餮。购优品，
这里有荷香好物、非遗手造。荷叶
茶、香水莲茶、荷叶面条、荷叶枕，
让您满载而归；苇草编织、葫芦雕
刻、铜响乐器、根雕技艺，让您感
受非遗国风。享生活，这里有夏日
乡趣、缤纷活动。观览文艺演出、
广场舞大赛、书画展，来一场视觉
的冲击；摘果蔬、捉金蝉、摸鲤鱼，
来一次乡土的体验。

八方览水乡，一湖聚知音。本
次文旅节将持续到8月份，采取湖
区主会场+苏码、石北2处分会场
的形式为大家推介白云湖生态文
化旅游这张靓丽名片，藕遇湿地、
荷你邂逅。

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解裕燕

微协商+健康服务
实现多网合一、互融互促

围绕基层党建、基层治理和
健康服务有效融合，文祖街道成
立党工委引领下的“一融三创”工
作领导小组，落实村级党组织全
过程纪实、痕迹化管理、动态化问
效工作机制，实施党建、社会治理
和健康服务多网合一、互融互促。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做好调查研究，才能发现群众真
正关切的问题。工作初期，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刘伟带领
综治办和卫生服务中心多次到村
调研，带着问题与支部书记、家庭
医生、微网格员以及群众代表进
行交流探讨，了解目前群众健康
服务基本情况、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收集对提升卫生健康服务与
基层治理效能的意见建议，多次
讨论之后，形成《文祖街道公卫、
家医、微网格服务“一融三创”工
作实施方案》初稿。

开展“商量”，将“微协商”与
“一融三创”有效融合，党建引领、
多方参与、协商共治。多次组织医
务工作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
建工作区负责人、村支部书记及微
网格员召开“一融三创”工作“微协
商”推动会，丰富协商内容，延伸协
商触角，让“遇事多商量”成为助推

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的有力举措。

微网格+健康服务
为群众提供“菜单式”服务

“这些药要按时服用，有不明
白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在文祖
街道青野村，家庭医生张永和微
网格员张元菊组成的健康服务团
队正在叮嘱81岁的独居老人马大
爷居家健康注意事项，并预约下
次上门服务时间。与此同时，另外
两队由“微网格员+家医”组成的

健康服务团队正在村内其他微网
格入户随访，为签约群众进行心
率、血压、血糖免费检测，并提供
用药健康服务指导。

依托“一核四微六小”工作模
式，文祖街道按照各村“微网格”
建立“微网格员+家医”综合健康
服务模式，形成“网格发现、家医
报到、识别干预、及时转诊”的健
康管理常态长效化工作机制。自

“一融三创”活动开展以来，试点
村文祖北村与青野村累计服务重
点人群70余人，其中，与家庭医生

签约率达100%，已开展上门健康
服务50余次。通过微网格员、家庭
医生走村入户，为群众提供血压、
血糖智能监测，并依托“健康随
访”系统采集、上传健康数据，针
对失能、半失能、独居老人等特殊
困难群体建立定期巡查制度，实
时了解群众健康状况，为群众提
供“菜单式”健康服务。

微积分+健康服务
让群众主动参与健康管理

青野村村民马本昌在完成健
康检测后，微网格员马乃连在他
的积分卡上加上了2分，并提示他
可以到村里积分超市兑换生活用
品，也可以到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减免医药费或者享受中医理疗服
务。

文祖街道地处山区，辖区
群众中高龄居多，且部分出行
不便，健康状况难以保障。今年
年初，在街道“1591”社会治理
网格化积分制管理基础上，构
建“健康微积分”模式，引导群
众主动参与自我健康服务，自
觉做“健康第一责任人”，对积
极参与自我健康管理的群众，
由村级视情进行“健康加分”，
积分可到文祖社区服务中心兑
换健康检查、中医理疗等服务
内容，实现健康“积分”与乡村
治理“积分”互通共用。活动开
展以来，试点村文祖北村和青
野村群众均参与了健康积分活
动，已累计积分200余分。

“实施‘健康微积分’，是为
了更好地提升群众健康自我管
理能力，提升群众与家庭医生
的‘亲密度’，推动家庭医生更
好的提供‘菜单式’服务。”文祖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刘伟说。通过积分激励机制，让
群众的健康可量化、可积累、可
兑换，主动关注健康、主动参与
健康管理，真正让群众健康服
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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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3年章丘区
“乡村好时节·Let's购主题
年”活动暨白云湖生态文化
旅游节盛大开幕，诚挚邀请
您来一场濡染水乡风韵、沉
浸碧水深情的美好旅程。因
湖得名、以湖为美、借湖而
兴的章丘区白云湖街道，境
内湖区面积2 . 6万余亩，生
态宜居宜游，区位得天独
厚、水系纵横交错、河湖互
补共生，曾先后获得中国美
丽乡村建设示范街道、中国
乡村振兴示范街道等荣誉
称号。

白云湖生态文化旅游节向您发出邀约。

创新“一融三创”为群众健康护航

文祖街道打通群众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如何才能提升群众自

我健康管理能力和慢性病
预防能力，增强群众在医疗
卫生方面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近期，章丘区文
祖街道公卫、家医、微网格
服务“一融三创”，就打通群
众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作出了探索……“一融”即
公卫、家医、微网格服务多
网合一、充分融合，“三创”
即创新“健康积分”基层治
理模式、创新“微网格+家
医”综合服务模式、创新“微
网格+”群众健康服务常态
长效机制，延伸“微网格”触
角，拓展“微积分”模式，充
实“微服务”内涵，精准服务
保障民生，不断提升基层治
理效能。

上门调研，打通群众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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