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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光社

11月18日，初冬时节，记者到济宁市市中
区王楼煤矿采访，随一线矿工下到矿井，体验
了他们的井下生活。

好奇变紧张

上午11点，记者换上了橙黄色的全棉工
服，围上花格毛巾，蹬上黑色长筒雨靴，戴上头
盔、自救器和矿灯，这就是矿工的全副装备了。

随后，记者充满好奇地走进了载人上下井
的罐笼，铁门落下后，罐笼启动，像飞机降落一
样迅速下降，耳膜受压有些不舒服。下行几百
米后，罐笼里传来“啪啪”的滴水声，记者有些
紧张，随行人员解释说：“这是井壁上渗出的
水，没关系！”

几分钟后，罐笼下降到海拔负717米的矿
井深处后，慢慢停了下来，记者悬着的心也放
下了一点。走出罐笼，来到交接班处，这里宽敞
明亮，并没身在煤井的感觉。

穿过长长的巷道，记者猫着腰登上了专门
运送矿工的平巷人车。平巷人车像小火车一
样，十多个车厢首尾相连，每个只能对坐四人。
巷道里的负责人为我们关上车门，“咣当”，平
巷人车启动了。记者用头上的矿灯打量车外，
除了灰色的巷道墙壁，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

安全有保障

六七分钟后，平巷人车停了下来，但这里
离采煤作业面还很远，要坐“猴车”沿斜坡下行
才能到达。所谓的“猴车”像单人溜索，人坐上
去的姿态就像猴子抱着树枝一样。

在随行人员的示范下，记者坐上了“猴
车”，沿巷道往下看，“猴车”一个接一个，望不
到头。下行700多米后，我们从“猴车”上下来，
转弯至另一个巷道。这里的海拔已是负800多
米，但距采煤作业面还有800多米的距离、100多
米的落差，人还要像下山坡一样继续前行。

巷道里阴暗潮湿，还有点热，记者身上开
始出汗，头顶上矿灯发出的光束在巷道里格外
显眼。下行没多远，记者听见了哗哗的水声，响
声还不小，想起以往发生的透水事故，心中不
免一慌。王楼煤矿矿长、党委书记肖庆华介绍：

“这是矿井水，我们有专门的设备往地表提水，
水有30来度，可以作为热力使用。”

沿巷道一边的台阶继续下行，几名矿工正

用铁锨从轨道里掏岩土。肖庆华指着巷道拱起
的地面解释：“受地压影响，巷道中间的岩土会
向上拱。”随后，他又指着巷道顶部说：“上面的
岩层也会向下挤，我们用8米长的铁钎、钢轨和
铁网托着，不会掉下来。巷道里有很多压力观
测仪，时刻记录着地压变化，一旦有特殊情况
就会及时处理。”

肖庆华介绍，矿上还建成了实时监控信息
系统、数字化矿山信息系统，每位矿工的安全帽
上都有个芯片，实现了井下人员定位。“通过这
块芯片，井上的定位系统能了解到矿工几点下
井、上井，在岗上呆多久、工作路线都有记录。”

采煤更高效

十多分钟后，记者来到了采煤工作面，里
面很热，脸上汗珠不断滚落。往前方看，104个
液压支架排成了一条长达160多米的巷道，支
撑着上面的岩层，因为设备正在检修，里面十
分寂静。

“哗”一大块煤炭从顶部落下，打破了巷道
里的平静。头顶一束强光、满脸都是煤灰的采
煤队队长李春红介绍说：“不用担心。这个采煤
作业面像座‘房子’，支撑力强、自动化高，按动

按钮就可以采煤、运煤，液压支架可以自动向
前推进。矿工在里面工作很安全。”

李春红告诉记者，他已在井下工作了八年
了，原来在新驿煤矿，2007年转到了这里。与他
聊起记者一路的担心，他笑笑说，“刚下井时也
很害怕，后来慢慢习惯了。现在井下生产条件
改善多了，也安全了，所以就坚持了下来。”

李春红停下检修，打开采煤开关，防尘水
雾首先喷了出来，割煤机前面的螺旋齿也旋转
起来，煤层被一块块切割，并被刮板机接住，通
过输送带将煤送到了货车上。

“王楼煤矿是一座刚刚投产四年的新煤
矿，机械化、自动化控制程度很高，这个作业面
一个班不到20人，工作八小时可采煤1700多
吨。”肖庆华告诉记者。

矿井下那一抹亮光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文倩 张誉耀 孟一

每到夜幕降临，微山湖上便点点渔火闪
耀，一片静谧祥和。走近渔民居住的大船，你会
发现，这“渔火”已非往日的蜡烛或临时供电设
备，而是由陆地上直供的电源。船上通电，让祖
祖辈辈在微山湖上安家落户的渔民享受到了
实惠，过上了与祖辈不一样的多彩生活。

渔家“光电”新生活

近日，记者走进微山县高楼乡湖区，不时
遇见一艘艘大船停靠在湖面上，这就是湖上渔
民的家。

43岁的渔民刘林群就住在一艘长20米、宽6
米的“房船”上，2006年在置办这条新船的同
时，他还添置了全套的家用电器，电视机、空
调、电冰箱、电磁炉、电饭煲、洗衣机、抽油烟机
等一应俱全。

刘林群说，是电，让渔民们的生活来了个
“大变脸”。

“过去没有电，天一黑就准备睡觉。有时点
蜡烛或煤油灯，光线暗，补渔网都很伤眼睛。”
刘林群说，“后来生活好了，住的船越来越大，
设施越来越好。尤其是俺们这儿船上通上电以
后，什么时候一拉灯，全屋子都亮堂堂的，黑天
白天都一样。”

“没电的时候，做饭也相当不容易，用炭或
柴火烧，碰上阴雨天船上潮湿，煮一顿饭烟熏
火燎的。现在用电器做饭，就不烧柴了，做的又
快又好。吃不了的饭菜放冰箱，搁几天也没

事。”刘林群乐呵呵地说。“现在晚上没事看个
电视，有的年轻人还能上个网，娱乐活动越来
越丰富了。”

微山县高楼乡渭河村党支部副书记华明
有感慨地告诉记者，渭河村320余户人家是1997
年11月25日通的电，这个梦寐以求的好日子他
一直铭记在心，“当时家家户户都高兴地连夜
放鞭炮庆祝，对老人们来说绝对是想都不敢
想”。通电之后，渔民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证，
还能更好地发展养殖、旅游业等，渔民收入有
了大幅提升，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万家“渔火”的背后

要实现湖上的户户供电并不容易，背后是
电力工作人员默默无闻的付出。

湖上供电工作的开展异常困难，从线路的
架设到抄表、巡线、抢修等服务环节，每一项都
要比陆地上面临更多的考验。

“架线是最困难的。”高楼乡供电所所长宋
超告诉记者，湖区沼泽地无法用像陆地上一样
挖坑填埋的方式固定电线杆，立杆也因为淤泥
不着力、水面没有支点无法使劲而大费周折，最
后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用地锚固定、安装拉线
的办法，将一根根电线杆成功立在了水面上。

“这是极具湖区沼泽地特色的创举。”宋超
颇为自豪地说。

记者跟随宋超乘船来到湖区腹地，恰逢施
工队给142号电杆安装拉线。施工船靠近芦苇
丛中竖起的电杆，施工队队长李军跳下船，趟
过水，穿上铁鞋后熟练地爬上电杆，固定好拉
线上端。而另外两位工作人员则穿上了皮衩跳

进了齐腰深的水中，踩着淤泥，把两米多长的
地锚一圈一圈的转到淤泥里固定住，然后把拉
线下端用钳子拧在地锚上。整个过程看起来娴
熟轻巧，可记者拿起一个小工具试了下，足有
五六公斤重。

李军告诉记者：“这种35毫米的钢绞线，在
陆上二三十年才需要更换一次，但在湖区不
行，水汽重，氧化得厉害，寿命只有两年左右。”

记者了解到，供电所巡线队每个月16日都
要定期巡线，检查电线杆是否倾斜，拉线是否
松动，线路是否有损害等。每位供电人员的脑
子都有一幅“地图”，对每条线路的走径和位置
都记得非常清楚。电线杆在广袤的湖区有着不
同寻常的地理标记作用，巡线员们排查故障、
线路抢修就是以电线杆的编号来联络、说明方
向的。

相比检修，抄表工作虽然简单安全，却相
当繁杂，工作人员需要开船到每一户渔民的

“房船”上抄表。宋超说：“由于渔民居住分散，
每个月抄表的日子，我们都是四五天没法回
家。咱这不比陆地，户户抄表都得船到船，再到
下一户时，要重新摇开船上的发动机，二三十
公斤重的摇把，一天得摇上几百次。”

另外，湖区自然条件恶劣。冬天，湖区的气
温要比陆地低两三度，行船要破冰，开船就寒
风刺骨；电工为防止掉进冰窟窿，走在湖面需
要架着根大竹竿。夏天，头上一个太阳，水面一
个太阳，晒得人冒烟；并且，湖区的花蚊子十分
厉害，个头大下嘴狠，隔着单衣都能咬。

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让湖区的供电人员付
出了更多的辛劳。“晚上看到渔民家里亮着灯，
想着这光明有我们的一份力时，辛苦也觉得
值。”宋超欣慰地说。

万家“渔火”的背后

■记者走基层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见 习 记 者 孟 一
本报通讯员 王洪玮

“母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力量。”对于米
尔的这句话，兖州军民社区宏益塑料职工宿
舍的彭岩有着深刻的感触。八岁时患上肌源
性肌营养不良，医生估计她活不过十七八
岁，而今年她已经32岁了，出现这样的奇迹就
是因为她有母爱支撑。

11月14日，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蜷缩
在沙发上的彭岩说：“我不光有不是亲妈胜
似亲妈的好妈妈，更有无微不至照顾我多年
的梁大娘。有她们陪在我身边，我有什么理
由不好好地活下去呢！”话未说完，脸上的泪
水已不断滑落，坐在一旁的梁汝兰大娘不断
为她拭去泪水。

家住彭岩楼下的梁汝兰大娘今年65岁，
一直都是热心肠。从她住在漕河镇庙西村
时，周围邻居谁家有点磕磕碰碰，都爱找她
说道说道。1975年，梁汝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当上了村妇联主任，经常奔波于村民家
长里短之间，用爱心和耐心化解了乡亲们之
间的一个个“疙瘩”。

1990年，梁汝兰全家搬到了宏益塑料职
工宿舍，听说住在楼上彭岩的情况后，她就
忍不住牵肠挂肚。彭岩生下来就被亲生父母
送到了彭家，养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小彭
岩也聪明伶俐。可就是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
小丫头，却在一次上学途中突然摔倒，这一
倒竟再也没有站起来。焦急万分的父母带着
孩子天南海北地去看病，但得到的却是近乎
相同的结论：孩子得的是肌源性肌营养不
良，目前世界上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

彭岩一家人陷入了痛苦之中，父母不仅
要上班挣钱还债，还要照顾她。这一切，让住
在一楼的梁汝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终于，
有一天，她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丈夫和儿
女：“远亲不如近邻。彭岩摊上这事，咱得多
过去看看，帮助照顾，哪怕是说上几句宽心
的话，对彭岩也是个安慰。”家人没有一个提
出异议的，却也担心梁汝兰身体吃不消，毕
竟家里有个天天吵着要奶奶的小孙子，而洗
衣、做饭之类的家务也得靠她，再去照顾彭
岩，就意味着她要多出一份力。

自从有了这层心思，梁汝兰有事没事总
爱到彭家串门，说是串门，其实是想着法子
帮彭家夫妇照顾彭岩。也记不清从哪天起，
梁汝兰开始为彭岩穿衣、喂饭、翻身、抱她上
厕所、给她洗脸、擦身子。

然而，不管彭家和梁汝兰怎么努力地去
照顾彭岩，她的病情还是在不断恶化，整个
身子就软得像面条似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借
助别人的力量才能完成。懂事的彭岩尽量减
少父母和梁大娘的麻烦，憋一天去一次小
便，四五天一次大便。由于肌肉无力，彭岩每
次上厕所都要很长时间，而且连便池也坐不
稳，梁汝兰总是扶着她，一站就是半个多小
时，而抱起彭岩就更加困难。对于这些，梁汝
兰毫无怨言。

梁汝兰刚开始照顾彭岩时，彭岩的父
母感觉过意不去。时间长了，也就不把她
当外人了，并专门为梁汝兰配备了家里的
钥匙，这钥匙已在她家墙上挂了十多年。
彭岩的父母每次下楼外出路过梁汝兰家门
口时，总要隔门招呼一声：“老嫂子，我
们走了。”这简单的一声招呼，给梁汝兰
留下的是一份责任。

2009年10月，彭岩的父亲被检查出肺癌，
而且是晚期。一个家庭、两个重病号，这让全
家人再次陷入绝望。彭岩的父亲住院期间，
梁汝兰接过了照顾彭岩的重任。每天早上一
起床，她就忙着为彭岩洗脸、做饭，抱着她上
完厕所后，再把她抱回电脑前，等所有事都
处理妥当，她才回家做些家事。而每次刚进
家门，梁汝兰总要抬头对下表，掐好一小时
的时间再到楼上帮彭岩翻身。

父亲的去世给彭岩极大的打击。她明
白，父亲是为她操劳过度才去的，她认为自
己是家里的累赘，想到了绝食而去。梁汝兰
察觉后及时劝她，“孩子，你爸虽然走了，但
你妈和我们还在你身边，你要是这么走了，
怎么对得起这些人。”梁汝兰一连几天的劝
慰，让彭岩重新振作起来。“梁大娘，我听您
的，不再胡思乱想了，一定好好活着，享受人
间的幸福。”

虽说年轻时身子骨结实、腿脚利落，但
梁汝兰毕竟是65岁的老人了，长期劳累，让她
得了严重的腿病。前段时间她忍不住疼痛到
医院做了检查。看着她的诊断书，外科医生
忍不住说：“您老人家怎么能受得了呢？”并
立即为她进行了手术治疗。

“老头子，我在医院彭岩不能没人照顾，
你回家去替我照顾她，记住了先把她抱到电
脑桌旁的单人沙发上，然后给她洗脸、喂饭，
你抱她上厕所不方便，就让咱儿媳妇去做。”

“行，你安心养病，我照顾的不会比你差。”丈
夫在表态。“妈，我们听您的一定把彭岩的事
儿办好。”儿媳妇和女儿在下决心。交完班，
梁汝兰这才放心地睡着了……

手术后，梁汝兰躺在病床上，本该安心
养病，而她却一个劲地闹着要回家，因为她
心里放不下彭岩。她出院后没有先回自己
家，而是先去看彭岩，因为彭岩已成为她生
活中舍不下的一部分。

□尹彤 吕婷

“前段时间下雨，洪川口那边还是积水，得
尽快想办法解决。”

“这个问题我已经报上去了，正在考虑一个
妥善的解决办法。”

11月10日下午，在济宁市中区越河街道武胜
桥社区，几位离退休老干部正向社区党委书记
杨素云反映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几位离退
休干部现在担任着社区的功能型党支部书记。

从今年8月开始，市中区选取了七个社区进
行试点，利用社区资源开展离退休干部服务的
工作。从几个月的运行来看，这种新办法收到了
多赢的效果，不仅能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更好地
为老干部服务，同时也能让老干部发挥“余热”
积极为社区群众服务。

武胜桥社区作为七个试点小区之一，为此

专门成立了离退休干部社区服务工作领导小
组，并根据离退休干部的兴趣、特长，设立了
组织学习型、公益服务型、文化娱乐型、监督
管理型4个功能型党支部，分别由离退休干部任
支部书记。

81岁高龄的范继温，退休前是济宁织布厂
的党支部书记，现在当上了武胜桥社区学习型
党支部书记。他经常给社区退休干部、老党
员、社区居民上课，讲授党的政策、保健知识
等。“很多老党员都喜欢听我讲课，虽然退休
了，但他们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不
减。我就找来一些权威性的书报，大家一起学
习。能为大家服务，很自豪也很开心。”范继
温高兴地说。

“其实，刚开始有些老干部对这项政策并不
十分支持，他们听说要利用社区资源为离退休
老干部服务，很担心地问我，是不是我们划归社

区单位就不管了？我告诉他们，以前单位怎么管
现在还是怎么管，现在是利用社区资源更好地
为老干部服务，是好事。”在新柳庄社区担任志
愿者的退休干部谢立亭介绍：“现在大家早就没
有担忧了，活动搞得很好，大家都很满意。”

“我们这里有60多位志愿者，其中有一些本
身就是退休干部，还有一些年轻的社区居民，可
以说是老中青都有。他们经常会来社区帮忙，不
只为离退休干部服务，也为整个社区居民服
务。”新柳庄社区党支部书记徐敬东说，“我们还
联合了十家志愿单位，为老干部提供保洁、护
理、维修等家政服务，不定期上门查体。对他们
做到就近服务，让他们就近得到关心照顾。”

济宁市中区老干部局副局长崔治平说：“利
用社区资源做好离退休干部服务这项工作是从
今年8月份开始的，10月底在市中区召开了现场
会。明天春天，市里准备推广这一模式。”

□记 者 杜辉升 见习记者 刘田
通讯员 韩洪波 报道

本报金乡讯 “为期月余的‘深化三比三
创，建设幸福金乡’大讨论活动已结束，并形成
了建设经济发展好、体制机制好、城乡环境好、
道德行为好、依法治理好、公共服务好、身心状
态好的‘幸福金乡’初步构想，勾画出了未来发
展目标。”11月15日，金乡县委书记张胜明说。
从9月18日开始，金乡县抽调精干人员，成立了
大讨论活动办公室，制定了建设“幸福金乡”的
标语口号，展开了全方位、多视角、高密度的宣
传报道，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

围绕“深化三比三创，建设幸福金乡”主
题，金乡县开展不同层次的座谈会，为大讨论活
动建言献策；组织全县各乡镇、部门系统举行了
“我为建设幸福金乡献良策”演讲比赛，深化活
动思考。为凝聚全县上下建设“幸福金乡”的共
识，10月10日-15日，该县还开展了万人问卷大
调查活动，为建设“幸福金乡”提供决策参考。
调查问卷按比例随机发放1万份，覆盖各层面、
各行业人群，重点对生存状况、生活质量及老百
姓关注度高的民生问题进行了调查，最终收回有
效问卷为9921份，回收率超过99%。

调查显示，随着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金乡
县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生活质量大幅提高，
尤其是居住环境、交通条件、医疗体制改革、社
会治安等状况获得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对生活满
意度不断提高，幸福指数持续增长。在个人生活
质量方面，半数多的人满意程度高，其中对自身
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状况感到满意及非常满意
的均在70%左右；在生活环境方面，表示满意的
人占到80%左右，90%以上的人对未来生活和社
会的发展抱有希望和信心。

调查问卷还反映出部分群众对民生工程建设
不甚满意。在社会和民生保障方面，多数人持一
般态度，认为医疗费用较高，就业存在较大压
力；教育方面满意度不高，且不满意者比例较
高。另外，农民收入不稳，工、商及服务领域从
业人员收入满意率低；不断上涨的房价、物价成
为居民挥之不去的隐忧。

根据对调查问卷情况进行分析总结，金乡县
提出建设“七好”金乡，在发展经济方面，将重
点依托济宁化工园区、济宁食品工业园、经济开
发区三大板块，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农
业，使城乡居民充分就业、体面工作、收入倍
增；乡镇、村庄继续大力推进农村六大工程建
设，利用国家惠农政策、民生政策，改善交通、
水利等农村农业基础设施；持续深入推进“法治
建设年”活动，建设法治金乡，在社会治安、生
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依法治理，
确保社会平安稳定；在社会民生工程建设方面，
使广大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乐有所往，健康生
活。

社区“托老”老有所乐

梁汝兰———

甘做邻家病女保姆

金乡“幸福大讨论”
勾画发展蓝图

□见习记者 孟 一
通 讯 员 张明哲 刘国良 报道

本报曲阜讯 11月18日下午，记者在曲阜市
息陬镇西夏宋村看到，刚建成投入使用的村文化
大院热闹非常，打乒乓球的、跳健身舞的、在各
种健身设施上伸胳膊、扭腰的……村民们各得其
所、各娱其乐。为将农村打造成为先进文化的前
沿阵地，切实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曲阜市现已建
设农村文化大院331处，农村文化广场181个，156
个群众性文艺队伍长期活跃在城乡各个村街、社
区，深入开展了百余场以“文化惠农民，建设新
农村”为主题的文化下乡活动。

近年来，曲阜市高度重视民生文化建设，
着力健全完善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搭
建文化生活舞台。先后在全市12个乡镇、街道
全部建成高标准的综合文化站，建起了376个农
家书屋，藏书75万余册，内容涉及种养殖、农
业病虫害防治、科学施肥灌溉等实用技术。还
积极组织开展送春联、送戏、送书下乡活动140
余场次，送出书画作品6000余幅，送书下乡30
余万册。而同步开展的，以播放健康向上、农
民群众喜闻乐见故事片、科教片为主要内容的
“千场电影进村”放映活动，播放公益电影、
爱教电影6000余场，受到农村群众的广泛欢
迎。

如今，读书看报进农家书屋，休闲健身到文
化广场已成为农村生活新时尚。“自从村里建起
了文化大院和文化广场，咱村里的乡亲们也不窝
在屋里打麻将了，上年纪的到新场地活动腿脚，
年轻人看个自己喜欢的电影，日子越过越有
味。”息陬镇西夏宋村村民卓祥芹笑着说。曲阜
在为广大基层群众提供充足活动场地的同时，更
用多样化的文化表现形式使他们切实享受到了文
化发展带来的成果。

曲阜“文化大餐”
点亮农村新生活

汶上千亩荒河滩
变美景

汶上县因地制宜，不断加大荒山荒滩的整
治改造力度，使荒废的河滩、沉睡的荒山变成
奉金献银的经济资源，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双丰收。图为投资两亿多元、在四千多
亩的荒河滩上建起的莲花湖湿地公园一景。

□通讯员 刘长春 张伟光 报道

本报记者(左)在王楼煤矿12303采煤工作面采访采煤队队长李春红
□马辉 报道

■记者手记
亲眼目睹了矿工的采煤经历，走出液压支

架支撑的“房子”时，来时的紧张、疲惫立马没
了，返程时爬巷道、坐猴车、钻平巷人车、乘罐
笼也显得轻松愉悦。静下心来写稿时，回想下
井全程三个半小时的经历，内心想得最多的还
是黑脸庞的矿工，他们还在阴暗、湿热、狭小的
空间里辛苦工作着，头顶上矿灯发出的那一束
束光还是那么亮，从井下能照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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