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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义 宫 梅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王琦 刘敬兴 报道
本报费县讯 10月8日，费县梁邱镇关阳司

社区建设指挥部的黑板上贴着一张表格，密密
麻麻地列出了群众对社区建设提出的意见：社
区中心要建设一个有广场、绿地和体育设施的
公园，社区超市要高标准建设，楼前要划好车位
线等等，共计100多条。

关阳司社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孙亮告诉记
者，针对社区建设中群众顾虑多等问题，梁邱镇
推出了“一单式”工作法，即从拆迁安置方案制
订，到拆迁测量、安置户型设计、住房抽签分配

等，每个环节都征求群众意见，包括愿不愿意上
楼、要什么楼型户型、多大的房子，甚至室内如
何装修等，所有意见建议汇总归纳整理后，再以
表格的方式列出来，集中体现在一个单子上，方
便群众监督问题解决进程。

“问计于民如何‘问’？让利于民怎么‘让’？
有了这个反映民意的单子，好建议我们‘照单全
收’，社区建设时只要‘照方抓药’，群众的意愿
就能确保实现。”梁邱镇党委书记谭忠诚告诉记
者。梁邱镇在全镇规划建设了3大社区9个中心
村，目前已启动了总投资近2亿元的关阳司社区
建设，规划建设48栋居民楼，总建筑面积20余万

平方米，容纳居民近6000人，建成后将成为费县
最大的农村社区。

社区建设是不是以人为本，最直接的反映
就是社区建设的细节。在关阳司社区老年公寓
建设现场，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忠臣介绍：“这4栋
老年公寓只建两层，设施配套齐全，铺的地砖都
是防滑的，这是专门为方便社区的老年人和残
疾人设计的。”据了解，这批老年公寓产权归集
体，完工后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可免费
入住，水电费、取暖费全部免交。由于坚持按群
众意愿进行建设，注重以人为本，始终阳光操
作，社区建设实现了零上访、零投诉。

针对群众上楼后生活成本增加之忧，梁邱
镇向入住农民作出物业费、取暖费、水电费免交
承诺。社区配套建设的沿街商铺和腾出的700亩
土地的租赁承包收入一年160多万，全部用来承
担居民生活费用。为回应农民对社区配套的关
心，梁邱镇高标准配套建设了学校、医院、养老
院、社区服务中心等，社区内文体休闲设施全部
配套，气上楼、水除污、物业管理公司化。

据了解，让农民唱主角的做法已在费县农
村社区建设中推广，目前全县已建成31个新社
区，今年新开工建设农村社区45个，可容纳
7269户近3万人，节约土地1176亩。

“一单式”问计于民 好建议照单全收

梁邱：“照方抓药”解决民生诉求 □言明 宋杰 刘霞 报道
本报肥城讯 9月26日清晨，记者漫步肥城城

区，随处可见的历史名人雕塑，水清草绿的自然生态
景观，让人心旷神怡、神清气爽。

近年来，肥城市在黄金地段相继建起了人民广场、
滨河绿地等30多处绿地公园，市民出门即能在此休闲
健身；同时该市强化道路绿化、广场游园绿化、庭院绿
化和城市周边绿化。路修到哪里，绿就延伸到哪里，目
前，肥城城区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40 . 6%和
44 . 8%。“城在绿中、绿在城中”初具雏形。

从观瞻到亲民，城建之变始于理念。肥城着力打造
人文、生态、宜居、精致城市，处处体现以民为本的“人
情味”、凸显地方特色的“文化味”、展现和谐优美的“自
然味”，与生态相伴，与山水亲和，与人文融洽，广大市
民享受到了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发展成果。

肥城园林城建

从观瞻到亲民

□周可寿 报道
本报即墨讯 “这里的服装紧跟时尚潮流，物美

价廉，我们逛半天了，还有很多商铺没有去！”10月
1日下午，在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即墨服装市场，济
宁游客张彦敏和男朋友流连忘返，决定在即墨再住一
晚上，第二天接着逛。

即墨服装市场是全国十大服装市场之一，今年国
庆黄金周，像张彦敏这样“多逗留几天”的外地游客
屡见不鲜。据统计，仅10月1日当天，即墨服装市场
游客就达30余万人次，各类流动车辆2000多台次，市
场交易额达1亿元。今年的国庆长假期间，该服装市
场的商品成交额达到近4亿元。由于服装门类丰富，
市场综合服务区、物流中心、客运中心等配套设施完
善，来自国内外的客商络绎不绝。

即墨“服装市场游”

为国民休闲汇添彩

□景阳 任鸣 张琦 报道
本报沂源讯 金秋沂源，天高云淡，果香怡人。

10月6日，记者来到沂源县中庄镇的“中华大果园”
采摘园，只见旅游车队不见首尾，园内上百名游客在
快乐地采摘着红苹果。

据了解，国庆长假期间，中庄镇中华大果园、东
里镇福枣采摘园等多个采摘景区的游客是以往6倍。
据不完全统计，该县各采摘园平均每日大约接待3000
多位游客，为山东生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

沂源有机农业

火了金秋采摘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孟昭福 席真

一件邻居送给的红色外套，映衬得老人
满面红光；一双友人儿子买来的黑色布鞋，
合脚而舒适；一处朋友免费提供的居住小
院，宁静雅致处处墨香……对于97岁的黄埔

老人耿介来说，在聊城这个他居住了31年的
第二故乡，有太多离不开的“非亲”亲人，
有浓得化不开的深深情感……

9月25日，我们拜访了家住聊城市东昌府
区湖西街道岳庄村的耿介老人。穿过整洁的
庭院，北面两间正房里挂满了书画作品，卧
室南窗边的书案上，老人刚刚写就的“人生

自古多磨难，风云际会自有时”，墨迹还未
干透。看到有人来，耿老很是高兴，不顾大
家的劝阻，挪动着有些不灵便的腿脚沏茶倒
水。

耿介老人虽已近百岁，却依旧精神矍
铄。谈起大半个世纪前那场生灵涂炭的战
争，老人陷入了沉思：1937年，日本侵略者
的铁蹄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时年23岁的耿老
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第三集团军第二十师
五十九旅117团，成为迫击炮连的一名战士。
从济南白马山、党家庄，到大汶口、曲阜、
兖州，他随部队四处征战，在1938年那场著
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耿介所在的连，打到最
后仅剩下了七八个人。几个月后武汉会战，
他们的部队奋力收复陷落的马当要塞。1939
年，耿介被保送到黄埔军校，毕业后随军浴
血杀日寇。

烽火连天的岁月，战事间歇练习书画成
了学生出身的耿介唯一嗜好，并影响了他大
半生。1980年，耿介为了不给政府增加额外
负担，婉拒了有关方面给其生活安置的安
排，在朋友介绍下来到聊城。初到聊城，他
先是在古城区楼北玻璃店帮忙画美术镜品。
当时室内和家具上的工艺镜品需求量大增。
耿介的作品以花鸟为主，因形象生动而大受
欢迎，并凭此在聊城立稳了脚跟。

老伴去世后，孩子不在身边，但耿介的生
活仍然很幸福。岳庄居委会副书记李建军因
爱好书画与耿老相识，2002年初，为改善老人
居住条件，他将自己一处正营业的独院腾出
来给老人居住，让家属子女就近照料。他自己
经常开车陪耿介去泰安、濮阳等地会友、参加

书画笔会，使老人的晚年生活丰富充实。
湖西办事处统战委员路西梅，因工作关

系和耿老相识，义务负担起照顾老人的责
任，平日里给老人送饭、嘘寒问暖，天气不
好或老人不舒服时就接到自己家里。夫妻两
人像对待自己长辈一样悉心照料，及时增减
衣被，老人爱吃的食品、时令水果从不间
断。为进一步拉近距离，路西梅还拜老人为
师学习书画，几年下来深得真传。

2007年，区委统战部会同台办、湖西办事
处负责同志积极协调，为老人办理了低保，湖
西办事处还每年给老人发放生活补助。

愈至暮年，落叶归根之心愈重。2008年耿
介辞别聊城友人，回无棣老家颐养天年。尽管
有子女赡养和当地部门厚待，但耿介觉得原
乡竟陌生了许多。每当夕阳余晖映透天际，他
总是徘徊在河堤上向西南眺望，他知道脚下
的马颊河上溯500里，就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
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历历往事，一幕幕涌
上心头。时间一长耿介抑郁成疾，面对专程探
望的路西梅、李建军，他竟孩子般落下泪水。
不久，他只身搭汽车回到聊城，见到路西梅说
的第一句话就是：“此生我再也不离开了。”

当时，耿介原先所住的房子已经租给一
家幼儿园。耿介先在路西梅家住下来。半个月
后，李建军婉言劝走了幼儿园，耿介又搬回原
房子居住。为了照顾老人日常生活起居，友人
贾新华每月出资800元为耿介雇了一位保姆。

现在，耿介每天都写字作画。他的一幅
书法作品反映出他的心声：“发扬黄埔精
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
兴中华。”

■民生故事

耄耋黄埔老人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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