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民生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责编：巩萍 美编：刘帅

　　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积极开展

警情、案件三清工作，集中纠治警情分

流不及时、受立案不及时、案件超期办

理等执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不

规范问题，加强执法监督，压降执法问

题发生。

　　警情“日清零”，行政结案、刑事立

案“月清仓”

　　严格按照有效警情“日清零”标

准，完成每日前24小时有效警情处

置清零工作。对已经受案但未办结

的行政案件，严格按照《公安机关办

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开展调查取

证工作，快查快结，遵守“1712”工作

机制，相关警种部门要对办案单位

提报的未结疑难案件组织专家会

诊，专业支持。对已受案但未立案

的刑事案件，严格按照《公安机关办

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开展受案初

查工作，遵守“371”工作机制，对疑

难、复杂案件，相关警种部门要及时

组织专家会诊，为派出所提供专业

支持。

　　未办结案件“季清底”

　　办案单位对上一季度未办结的行

政案件、确定嫌疑人未结刑事案件进

行梳理，做到情况清、底数明，并逐案

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向法制部门上报

情况报告。即墨分局根据案件需要，

从相关警种部门抽调专人组成专家

组，逐案研究，提出工作意见，积极推

动案件季度清底。

　　建立调度点评通报制度

　　每日值班领导对上一日的三清

工作进行调度，法制大队每周进行

通报，每月组织开展点评，通过调度

通报点评制度落实推进。采取专人

负责，每周通报，每月调度、专案研

究的方式，持续加强对案件清理、推

进。针对案件审核、案件评查、行政

复议诉讼等工作中发现的执法问

题，利用“法治大讲堂”，对各单位主

要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开展培训，先

后组织“法治大讲堂”21期，组织法

律知识竞赛、考试3次，全局执法规

范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区委依法治区办宣)

 　天高云淡，金秋的阳光洒在树

叶上，秋风轻拂，大家的脸上都洋

溢着笑容，掌声时不时响起……日

前，在龙山街道葛村新村前东葛村

的“新葛美美德信用”广场上，一场

别开生面的宣讲活动吸引众多村民

的目光。

　　“红事白事讲排场，欠下大笔酒水

账。礼尚往来变了味，钱财花在餐桌

上……”龙山街道前东葛自然村刘彩传

结合身边事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移风

易俗的内涵和意义，向大家讲解高额彩

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不文明现象

的危害，引导群众喜事新办、丧事简办、

拒绝高价彩礼，破除陈规陋习，树立良

好健康的生活理念，弘扬向上向善的社

会正能量，争做文明新风的积极倡导者

和自觉实践者。

　　“这种宣讲方式我们很喜欢，受众

广泛，表达通俗易懂，易于百姓接

受。”精彩生动的讲述让大家听得津

津有味，你一言、我一语，共话家常，分

享着自己的体会和见解，村民张阿姨

表示：“以前办婚礼大家都讲排场，盲

目攀比，现在这种情况少了很多，也不

一味地追求高价彩礼，反而更注重儿

女的幸福。”

　　在讨论接近尾声的时候，嘀咯嗒、

嘀咯嗒，打起了快板，“小竹板、打地响，

大家听我把话讲。移风易俗新风尚，文

明新风遍龙山……”龙山中心小学六年

级学生王梓硕和于知平用快板的形式

向村民宣传摒弃攀比浪费、传承优良家

风等移风易俗内容。村民毛莉萍感受

颇深：“我就喜欢听快板，押韵还朗朗上

口，大家听得懂、听得进、记得住，文明

新风的倡导太及时了，我回去也向家人

宣传宣传。”

　　为增强宣讲的吸引力、感染力，此

次活动改变传统的宣讲报告形式，让

宣讲员走出报告厅，从传统的“固定讲

台”转变为流动的“小马扎”课堂，同时

利用快板向群众宣传新时代文明婚俗

理念，让“冷知识”自带“生活气”，将

“大道理”变成“家常话”，打通理论宣

传“最后一公里”。

　　移风易俗工作非一日之事，需久

久为功。龙山街道将持续探索宣讲

新方式、新平台，建立完善长效机

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拓

宽宣传宣讲渠道，使文明新风在潜

移默化中融入群众的一言一行、一

事一理，让“文明之花”处处在龙山

大地绽放，让“文明新风”吹遍龙山

各个角落。

(王迪 韩丽丽)

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

警情案件“三清” 擦亮平安底色

龙山：“小马扎”唠出文明新风尚

　　日前，古城北关街幼

儿园开展“红星闪闪·薪

火相传”主题教育活动。

通过开展讲红色故事、童

心绘祖国等形式，表达对

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将

“强国复兴有我”的爱国

情怀深植幼儿心田。图为

孩子们开展民族服装秀

活动。

(郑亚楠)

  书名：《橙黄橘绿半甜时》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2009)，山东省聊城

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

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

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史铁生(1951—2010)，出生于北

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

于1972年回到北京。自称“职业是生

病，业余在写作”。史铁生创作的散

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

人，中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戏剧

家，京派作家代表人物，师从沈从文

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

文人”。

  内容简介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

绿时。”

　　精选史铁生、季羡林、汪曾祺等

16位文学大家40余篇散文代表作，分

为“春夜宴桃李”“山中无暑事”“人闲

桂花落”“松枝碎玉声”四个章节，春

茶、夏果、秋落、冬酿，作家笔尖的四

季流转，亦构造着对乡土中国的诗意

想象。那些美好的、悲叹的、浪漫的、

让人会心一笑的故事，它们也许并没

有深奥的含义，但却是历经世事无数

后的甘之如饴，既关乎历史的震烁，

也诉说生活的温情。当季节的变迁

与长夜的苦感消散后，鼻息间只留有

一抹明快利落的香气，此中有甜意，

寄与惜时人。

  推荐理由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

们常常在寻找那一份能够治愈心灵

的慰藉。《橙黄橘绿半甜时》便是这

样一本让人心驰神往的散文集。

  《橙黄橘绿半甜时》收录了16位文

学大家的40余篇散文代表作，分为春、

夏、秋、冬四个部分。每一篇都仿佛

是一幅精美的画卷，用细腻的笔触描

绘出四季变换中的生活点滴。春茶、

夏果、秋落、冬酿，每一季节都有它独

特的故事和情感。

　　阅读这本书，就像是在品味一场四

季的盛宴。春日的茶香，夏日的果甜，秋

日的落叶，冬日的酿酒，每一个细节都让

人陶醉。这些文字不仅用记忆打开了我

们的感官，更用味觉留下了时间，让我们

在品味中感受到生活的温情。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

绿时。”这句话正是这本书最好的注

解。无论是忙碌的工作，还是生活中

的琐碎小事，只要翻开这本书，读到

那么一两个句子，或许就能让我们在

之后人生无数个困顿的日子里，豁然

开朗。 （即墨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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