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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宝 孙方凯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近日，青州市组织由教育、公安、交

通、安监、住建、保险等部门组成的校车管理联席会，再
次对全市校车进行全面检查整顿，严防超员、超速、乱
停乱放及非法运营现象发生，确保校车安全运营。

去年以来，青州市由财政投入484万元、公交公司
出资100万元，募集社会资金336万元，陆续购置了40辆
67座和54座的专用校车，全权委托公交公司负责管理
和运营，用于接送城区20所小学的学生。青州市公交公
司选派了40名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工作人员作为校车
司机负责接送学生，并每月组织对校车进行安全检查，
全力保证学生安全。同时，每辆校车由各校骨干教师跟
车，负责把每个学生安全送到家门口。

为减少学生乘车费用，该市财政每月投入20万元
承担了60%的费用，每名学生每月仅需交纳费用60元。

□王兆锋 徐长春 张爱平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1月14日上午，课间活动后，聊城

经济开发区军王屯小学的学生们，兴高采烈地拿着杯
子去直饮机接热水。今年10月以来，该开发区投资23
万余元，为20所中小学购置了35台新型热水直饮机，
两万多名中小学生从此喝上了免费直饮热水。

记者看到，一套直饮水系统包括进水、净水和电
加热、供水等设备，全部为不锈钢材料。水箱连着自
来水管，水会自动流进水箱，经过过滤后，电加热成
开水。开发区教育管理中心主任王梅介绍：“实施校
园饮水工程，既让学生喝上了热水，也减轻了学生和
家长的负担。孩子自己不带水每人书包就要减轻0 . 5
公斤的重量；按照一瓶500毫升的瓶装水一元钱计
算，每天可为全区学生家长节省2万元的支出。”

□任增亮 方云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1月8日，滨城区市西办事处新光小

区居民张丽从社区领到了“一本通”卡，这是办事处为
给破产企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口提供服务而推出的。

“一本通”除了载有持卡人的基本信息外，还输入
了民政、人保、户籍、工商等多个部门的各类便民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在网上共享，可以一次性解决群众的多
项难题，成为集政策法规宣传、保健知识普及、实用性
信息传递、证件程序办理为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目
前，市西办事处已向3570名居民发放了“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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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张志勇

◆阅读提示：在淄博周村，74岁的魏方业可
谓家喻户晓。他从区人大机关退休后，20年如一
日在周村古商城淦河桥头播报“新闻30分”，无偿
为他人提供法律援助，义务承担区人大阅览室管
理工作，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魏广播”、“魏普法”、

“魏负责”。每当有人问老魏“退休了还这么忙活
图个啥”时，他总是乐呵呵地说：“退下来还能为
大伙儿出把力，生活挺充实的，这就是幸福啊”。

桥头上的“魏广播”
每晚7点，魏方业都会雷打不动地来到淦河

桥头，准时播报“新闻30分”。那声如洪钟的讲解，
或站或蹲的听众，阵阵欢畅的笑声，已成为古商
城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1992年，魏方业从周村区人大常委会法制信

访工作室主任位上退居二线，然而闲不住的他却
想，干了十几年的机关工作，又有收发报刊资料
的便利，何不试着向群众作些街头宣传服务工
作？让他没想到是，这一试就是二十年。他把国家
大事、法律常识、生活知识、奇闻异事等集纳在短
短的三十分钟里，有述有评，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固定听众群，“新闻30分”成
了淦河桥头的固定节目，“魏广播”这个称呼也传
开了。每晚七点，附近的居民，路过的行人，还有
大老远特意赶来看新鲜事的群众，汇聚桥头，听
得津津有味，少则三五十人，最多的时候竟达到
一二百多人。“听老魏讲新闻有十几年了，每天都
来，一天不听就好像缺了点什么”，家住汇龙街的
王大爷这样说道。

老魏的“新闻30分”，看似简单，幕后其实要准
备三四个小时。翻阅资料，搜集新闻，成了他天天
要做的“作业”。20年来，他搜集的新闻、资料记满
了160多个笔记本，500多万字。

热心肠的“魏普法”
“普法是我的老本行，虽然退休了，但为群众

普及法律知识的义务不能忘！”老魏认真地说。
老魏是个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人。早在

区人大法制工作室时，他就非常注重加强对法律
知识的学习，并经常到乡镇、街道、学校和厂矿企
事业单位开展法律知识讲座。退休后，依然有很
多单位邀请老魏做报告。这些年来，他先后巡回
做法制报告200多场，听众达2万多人，因此得了一
个“魏普法”的称号。

对慕名找上门寻求法律帮助的人，老魏总是
热情接待、义务援助。周村近郊有一位榨油专业
户，因不明白税收政策法规，与税务人员发生了
争执。听了老魏的桥头广播后，主动登门咨询，经
过老魏的耐心解释，他心中的疙瘩解开了，从此
成了合法经营、主动照章纳税的模范工商户。

章丘市70多岁的张玉英老人，其丈夫早年在
周村一家企业工作，后去世，张大娘应领取遗属
补助费。但由于工厂撤销等原因，使这一问题未
能及时得到解决。后来，张大娘偶然听到人们说

“魏普法”很懂行，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他反
映情况。老魏先后走访了5个部门，查阅档案资料
11卷，找出了证据，终于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这
些年来，老魏先后接待咨询4000余人次，为群众提

供法律资料5000余件次。

闲不住的“魏负责”
老魏从1985年开始就是区直机关的报刊义务

收订员，为领导和同志们订阅各类报刊，这么多
年来从没出现过一次差错。1992年退居二线后，他
又义务承担了区人大阅览室的管理工作，十几年
来，为领导和同志们提供资料有记录可查的就有
3500多件(次)。就这样，时间一长，同志们都说“老
魏挺负责，工作只要交给他，保险误不了”，“魏负
责”的称号就这样慢慢地叫开了。

老魏是个闲不住的人。区政府旧址大院里
有许多花草树木，以前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
老魏就利用工作之余，浇水、剪枝、松土，当
上了人大机关绿化带的义务管理员。有一年，
新栽的一棵雪松没有按时返青，可把老魏急坏
了。他到林业、园林等部门拜访了十几名技术
人员，请他们为雪松“会诊”，经过他的精心
护理，雪松很快返青。他还自己掏钱买来月
季、刺梅、美人蕉和葡萄，把院子装点得四季
葱茏，绿意盎然。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梁太宏 王清展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位于青岛市崂山区的青岛

铭昶模塑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为海尔与海信
做配套的企业。今年，在企业正处于配套设
备改造的关键阶段，困扰中小企业的融资问
题骤然加剧。接到求援后，青岛市担保中心
仅用10天时间，就帮助企业取得了300万元的
银行贷款，解了燃眉之急。公司董事长韦铭
芳深有感触：“如果不是担保中心帮忙，年
内拿不到贷款，公司可就糟了。”

像铭昶公司一样，今年崂山区7家担保
公司为20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担保。
面对信贷紧缩的不利环境，崂山区将担保公
司的培育提上了重要位置。今年，全市最大
的担保公司——— 青岛担保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进驻，注册资本高达5 . 5亿元；总投资1470万
美元、全省首家中外合资担保公司——— 青岛
友利世纪担保有限公司也在稍早时侯落户崂
山……据介绍，崂山区现有担保公司注册资
本共13 . 5亿元，占全青岛市的一成半。担保

业发挥的积极作用也从统计数据显示出来：
今年前三季度，崂山区7家担保公司在保余额
累计达24 . 8亿元，新增担保余额18 . 7亿元，比
去年全年增加450%；融资性担保余额18亿元，
比去年全年增加463%，都增长了四倍以上。

崂山区为何重点发展担保公司？青岛担
保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进分析：“科技型
企业固定资产比较少，抵押物也不多，即使经
营良好，也无法获得银行融资支持，并且越是
在信贷紧缩的环境下，融资性担保机构的作
用越明显。因此，对拥有全市三分之一高科技
企业的崂山区来讲，重点发展担保业非常明
智”。

在现实中，崂山金融城的建设也给担保
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年初，青岛市政
府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意
见》，将崂山金融城正式确定为全市金融功能
区建设的核心板块。去年以来，中信万通证券
总部、建行青岛分行等50多家金融机构地区
总部和分支机构落户崂山，崂山金融城的集
聚效应已初步显现。

融资担保成为中小企业“雪中炭”
◆崂山7家担保公司为200多家企业提供资金担保24 . 8亿元 ◆担保额超去年4倍

■民生故事

魏广播、魏普法、魏负责———

魏方业的幸福“外号”

11月10日，东营市东营区丽景小学学生正在展示自己用树叶制作的贺卡。丽景小学组织开展的
“珍藏秋天”活动，旨在通过“变废为宝”，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刘智峰 李艳丽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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