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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义 宫 梅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李伟 孙霞 报道
本报莱芜讯 2011年12月20日，记者来到

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三资”管理中心看到，
该镇全部69个村11月份的账目清单张榜公布。
原来，每月16日是全镇财务统一公开日，镇记
账中心专职人员把上月的现金收支事项一式
两份，分别在镇、村公开栏内张榜公布。小到
一个电灯泡，大到几十万元的工程款，每一笔
钱都让村民看得明明白白，干部清清白白。

农村集体资金、资源、资产是农村发展的基
础，更关乎农村的稳定。牛泉镇的统计分析显示，
农村80%的上访案件都和村级财务有关。

为从源头上治理和防范农村违规违纪行
为的发生，2011年3月，该镇强化对村级事务的
管理，成立了牛泉镇“三资”管理服务中心，将
镇所辖69个村的所有资金、资源、资产纳入中
心管理。

“三资”管理服务中心规定，村集体资源
和资产的构建、处置、发包要经过立项、申报、
审核、委托、公告、招标等6个程序，前期申报

时，必须有村里的民主决议会议记录，承包方
案要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申
请承包人超过两人以上的，要进行公开招标。

“成立‘三资’管理服务中心，杜绝了村集
体资源、资产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在村民的
有效参与下，确保了农村集体资源、资产保
值、增值，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牛泉镇党委书记亓巨川向记者介绍。

去年11月份，镇“三资”管理中心审核某
村的荒山承包合同时，发现合同发包既没有
召开村“两委”会，也没有征求村民的意见，不
符合规定程序。后经镇党委、政府查实，该村
支书在换届前，私下将荒山承包了出去。镇党
委、政府果断将此合同作废，并对村支书给予
党内警告处分；某村一个月内拿来了上万元
的招待费单据，因理由不清，被“中心”退回单
据，不予报账。

镇“三资”管理服务中心成立运转近一年
来，许多不稳定因素被消除在了萌芽状态，村
民的利益和权益也得到了保障。去年以来，牛
泉镇没发生一起群体性越级上访案件。

废除违规合同 严控吃喝招待

牛泉镇69个村严管“三资”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丁永成 颜京广

■阅读提示 61岁的孙晓云老人在淄博远
近闻名，原因在于她有一个“消防宣传志愿巡
展团”。从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时间里，先
后有300多名飒爽英姿的女志愿者和她一起，
行程4万多公里，进入6000多家企业，1200多
个社区、1000多所学校，播放消防录像2600多
场，讲解消防知识12000多场，赠送宣传光碟
8000多张，作过12000多场清剿火患演习和逃
生演习，受益群众达127万人，留有21本十几
万字的笔记和企业意见反馈，以及宣传消防照
片资料4000多张，录像资料9400多分钟……

去年11月，作为全国优秀消防科普宣传工
作者，孙晓云在北京中国消防局受到了国务委
员、公安部长孟建柱的接见。

2011年11月22日，闹钟在清晨5：40准时响
起，61岁的孙晓云(如图，前一)爬起来洗洗脸，收
拾好行头，便赶往消防宣传现场——— 淄搏市张
店区西六路上的金甜园酒店。

7时许，在酒店大厅，老孙和3名女志愿者将
40块展板全部摆好。老孙说，3个女孩是自己的
得力助手，从巡展团成立到现在，已经先后有
300多名女志愿者加入进来。

对酒店而言，会使用灭火器灭火是每个员工
必备的能力。孙晓云拿起灭火器，弓下腰认真给
大家作着演示。“来，厨师长，试试灭火器！”随着
老孙的“一声令下”，厨师长走上前，拿起灭火器

按演示步骤认真操作起来。“使用前别忘了先看
看干粉还有没有，不然喷了半天，不出粉就白忙
活了。”老孙说着朝大家做了个鬼脸，惹得员工们
哈哈大笑。有些紧张的气氛顿时缓解了许多。

孙晓云为什么这样热衷于普及消防知识？
原来，2002年，她的一个好朋友出门前未给电褥
子断电，引发了火灾，数万件服装顷刻间化为灰
烬，50万元的投入也血本无归。这事深深地触动

了孙晓云的消防神经：让人们懂得一点消防知
识，会减少多少火灾的发生，挽救多少人的生命
和财产！从淄博市科技馆退休的孙晓云志愿宣
传消防知识的想法，很快得到了省、市及区县各
级公安消防部门领导的肯定。在他们的支持下，
消防宣传志愿巡展团“上路”了。

趁其他讲解员向大家介绍防火常识的空
隙，老孙坐下来歇歇她的“4根肋骨”。“4根全断
了，站久了就疼。”2008年3月28日晚，孙晓云做
完消防普及宣传回家的路上，被一辆机动三轮
车撞倒。经检查，她全身26处骨伤，右侧4根肋骨
骨折。在病床上躺了40多天后，她毅然坚持出
院，继续上路宣传。

做巡展得有装备。老孙说，2002年巡展团第
一次配装备，她和家人一共投入了8000元，“主
要是制作消防展板，购买扩音喇叭、服装、宣传
单，还把家里的电视机、DVD机、照相机、录像
机全派上用场。”

开始到基层宣传时，更是困难重重。开始时
连门都进不去。孙晓云也曾想到过退却，但看到
大多数人的“防火意识淡薄以及灭火、逃生常识
匮乏”时，一种使命感又油然而生。

现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消防重点企业
的增多，政府的支持也加大了，让她们有了更多
的发挥余地。最忙的时候，她们一天要跑5家单
位，有的企业甚至组织职工敲锣打鼓在门口列
队欢迎她们。老孙感慨，10年来，自己和巡展团
走遍了淄博大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
增强了消防意识、增加了消防知识，虽然累点、
苦点，但是很欣慰。

■民生故事

10年行程4万多公里，宣传讲解消防知识12000多场，受益群众127万人，

被评为全国优秀消防科普宣传工作者———

孙晓云和她的“消防巡展团”

□王兆锋 孟昭福 报道
2011年12月30日，聊城市东昌府区特校的学生们在翻看刚领到的图书。当日，聊城大

学环境与规划学院的大学生们，将220本图书送到特校。元旦前夕，大学生们发起了“图书漂
流”活动，募集950本图书，在聊城几所学校之间“漂流”，让大家多看书、看好书。

□通讯员 李 伟
记 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邹平讯 “警民同心抓安全，万家幸福庆团
圆，出行文明记心中，文明风气大家护……”2011年
12月10日，在邹平县黄山二路商业街上，一个由20位
退休教师组成的夕阳红演唱队正在用快板书的形式向
过往群众宣讲文明出行。

据县委书记王传民介绍，邹平县通过创新活动方
式，引导全民参与，共创和谐文明县城，收效十分显
著。2011年12月2日，第三批全国文明县城评选名单
揭晓，邹平县荣获“全国文明县城”称号。

在文明县城创建中，邹平县念活“管”字经，将
管理半径不断扩大，管理队伍不断扩充，200余支志
愿服务队伍，4 . 6万余名志愿者走上街头，走进公共
场所，充当文明城市的管理者。来自县老年体协、老
干中心等单位的26名义务社会监督员坚持每天上岗，
巡回检查。

在创建文明县城工作中，邹平县创新形式，以范
公读书文化节、农民艺术节和广场文化活动等4大活
动为依托，连续开展了“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等系列主题活动，举行
各种文艺演出600多场次，观众达5万人次。结合全省
开展的“乡村文明行动”，邹平开展了以“硬化、净
化、亮化、绿化、美化”为重点的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行动，筛选了100家企业同100个村庄结对子，开展
“百企帮百村”活动。截至2011年12月，全县共完成
资金投入1021 . 1万元。同时，通过文明单位与文明诚
信村结对，扶持农村发展“一村一品”，不断提高全
社会文明程度。目前，已评选出“文明诚信户”
12867户，联动单位共提供帮扶资金800余万元。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扫描

邹平全民参与

创建和谐文明县城

□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颜超 韩丽 报道
本报临沂讯 “安上路灯巷子里铮亮，过年串个

门方便了。”2011年12月28日，兰山区银雀山街道东
苗庄社区居民李玉兰乐呵呵地逢人就说。66岁的李玉
兰在东苗庄社区生活了20多年，为方便自己和家人出
入，李玉兰请人在大门口安了一盏灯，现在这盏灯已
失去了作用。

为彻底改变繁华路段灯火通明，背街小巷黑灯瞎
火的现象，兰山区启动了城区背街小巷亮化工程，总
投资700万元，首批在市区173条小巷内安装路灯，其
余无照明的背街小巷将逐渐分批进行亮化。春节前，
173条小巷的1627盏路灯将全部亮起，路灯照明将纳
入城区路灯统一控制管理，身居小巷的居民再也不用
为出行烦恼。

“保障民生，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将健全民生
投入保障机制，确保‘十二五’期间财政资金在民生支
出有大幅度增长，同时对民生工作实行定期调度、定期
通报和年终考核，民生绩效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实绩的
重要内容。”兰山区委书记耿学伟表示。该区把保障和
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加大民生投入，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
把更多目光投向了普通群众。投资2000万元建起了零
工市场；实施了“基础教育学校三年连建活动”，累计投
入3亿多元，新建和改扩建学校、幼儿园32万平方米；在
全区14家公立基层医疗单位率先推行了参合农民“先
看病、后付费”服务模式，把新农合节余资金1300万元
全部对住院农民进行二次补偿等等。

2012年，兰山区将解决好“五七工”、“家属
工”和城镇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障
等遗留问题；每年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体检一次，保
证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每天一袋牛奶一个鸡蛋；
改扩建52所幼儿园，加快解决农村中小学生喝热水、
吃热饭、冬季取暖和厕所治污问题等等。一件件坊间
琐碎事，如今都被摆上了政府头等大事的地位。

兰山区点亮

173条背街小巷

□岳增群 马建文 报道
本报滕州讯 从2012年起，滕州市对城镇

户籍中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医疗保险费个人承
担部分，先行由市财政负担。

目前，滕州市有城镇户籍中小学生、学龄
前儿童10万余名，他们在城镇医疗保险中往年
个人承担的20元，去年降至10元；今年由政府
埋单后，个人不再交一分钱，其中因伤病入院
治疗的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的住院费用，每
年最高可报销15 . 5万元。

□白晓 任滨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记者去年12月30日从青岛市

崂山区获悉，2012年崂山区将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的人均筹资标准从2011年的340元提高到400
元，同时，住院补偿封顶线、各级医院住院补
偿比例等也相应提高。

据介绍，2012年，崂山区新农合个人缴费
金额由去年的70元提高到80元；区街两级财政
对参合农民的补助在去年基础上再增加50元，
达到234元；加上市政府和社区集体的补助资
金，2012年崂山区新农合的筹资标准达到了每
人每年400元，筹资水平列全省前列。

在提高筹资标准的同时，崂山区继续提高
患病群众的报销额度：将参合农民住院补偿的
封顶线提高到10万元，加上门诊大病、家庭病
床、普通门诊的报销额度，报销总额度最高可
达到125400元。同时，提高住院补偿比例，
一、二、三级定点医院住院医疗费补偿比例分
别提高到85％、75％、65%。

崂山区新农合人均

筹资标准提至400元

滕州城镇中小学生

医保报销政府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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