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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义 宫 梅

□张环泽 高启民 报道

3月20日，气象工作人员向枣庄市台儿庄区
马兰屯镇中心小学的小学生演示人工增雨火箭
作业。当日，台儿庄区气象局邀请驻地小学生来
气象科普园学习科普知识，增强对气象科学的
感性认识，让广大师生饱尝了一顿科普“大餐”。

□张环泽 万照广 李方伦 报道
本报枣庄讯 3月21日上午，伴随着挖掘

机钢臂铁膀最后一挥，原薛城区纺织机械总厂
厂房訇然坍塌。这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纺织
机械企业彻底退出城区，完成了“退城入园”
的精彩蝶变，老厂厂房全部拆除后，平整出的
土地将用于城市建设。

近年来，宜居城市建设和传统工业企业并
行发展产生的城区生态矛盾和空间制约日益显
现。为此，薛城区果断实施了“腾笼换鸟”战

略，科学引导城区企业逐步向工业园区搬迁，
将腾空的土地用于城市建设和开发。目前，该
区九成企业“退城入园”，实现了新型城市化
与工业集群化的和谐发展。

薛城区为退城工业企业积极搭建产业集聚
和集约用地平台，以区经济开发区为中心，按
照一区多园模式，启动建设了精细化工园、机
械制造园和临港物流园等6个功能园区。他们
还千方百计破解项目建设中的用地指标、土地
供应、项目融资等瓶颈问题，设立了投资服务

大厅，确保了搬迁入园工业企业都能够愿意
搬、留得住，先后吸引了美国埃新斯合成气、
香港新百艺包装、同济机电等179家企业入
园。

“退城入园”不仅促进了企业做大做强，
同时为该区城市建设和服务业发展腾出了更大
的发展空间，腾出的1000多亩土地也全部实现
了合理化利用。该区计划从今年起利用3年时
间完成城区所有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搬迁，力
争“十二五”期间城区实现重工业归零。

薛城区九成企业“退城入园”
新增城市建设用地1000多亩

□ 本报记者 申红 隋翔宇
本报通讯员 张绍贤 骆功信

每天清晨，在蓬莱海福莱小区内一座居
民楼的二楼阳台上，总能看到一对年过古稀
的夫妇，搀着轮椅上的儿子做晨练、练习口语
发音。这一家三口，丈夫王华堂、妻子张翠兰
和收养的“脑瘫儿”王群，用42年没有血缘的
亲情，谱写了一曲人间真情的颂歌。

热心收养被弃婴儿

这本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丈夫王华
堂是一名志愿兵，自学成才，是远近闻名的

“电博士”。他曾经和战友一起点亮了驻地长
岛县的第一盏电灯，建造了岛上第一艘小交
通艇，是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名扬全军的

“渤海深处九个老兵”之一。妻子张翠兰是妇
科医生，贤惠漂亮，心肠好、业务精。

1970年的腊月，天寒地冻、大雪飘飘。忙碌
了一天的张翠兰下夜班刚到家，房门便被急
促地敲响，夹着寒风，闯进一名面色憔悴的妇
女，她哭着哀求说：“张医生，救救我，我已经
走投无路了！”

求助的这名妇女未婚先孕，迫于社会压
力的她，听说张医生是个热心肠，就前来求
救。张翠兰当晚把这名妇女送到医院，办好了
住院手续，并把刚刚领取的38元工资和10斤粮
票留给了这名妇女。谁知，十天后她出差回
来，值班护士匆匆抱来一名出生3天的婴儿和
一张94元的住院费单据，告诉她：“一名未婚
女青年在医院生下孩子后就走了，带话说您
是有名的活雷锋，孩子拜托您抚养。”

听到如此消息的张翠兰不知所措，随后
找到丈夫王华堂商量能否收养这孩子。王华
堂也是一副热心肠，当即同意认下了这个被
人抛弃的“儿子”。

夫妻相约不再生育

王华堂与妻子为孩子取名王群，希望孩
子能合群，也希望全家人能接纳这个孩子。

谁料想，王群半岁时，突然腹泻不止，送
到县医院，大夫发现他眼珠震颤，双腿呈剪刀
形交叉痉挛，左手怎么也抬不起来，吸奶嘴时
口形也不正常，经检查诊断为脑性瘫痪，可能
会终生痴呆。一纸诊断书，使王华堂、张翠兰
夫妇顿觉天旋地转。

张翠兰本打算年底生育个自己的孩子。
面对王群苦命的身世，让这位伟大的母亲改
变了主意，她对丈夫说：“王群就是我们的亲
生儿子，我们攒钱为他治病吧。”终生不再养，
毕竟是件大事情，王华堂经过好长一段时间
的思想斗争，同意了妻子的想法。

为爱尝尽人间百味

为给王群治病，王华堂写了几百上千封
求医信，托付部队的战友分发到大江南北、城
市农村，收集了近百个医治偏方，一一给王群
试治。

王群转眼4岁了还不会说话，站不起来。
王华堂、张翠兰决定到上海求治。恰逢王华堂
所在部队的一条船去上海执行任务。征得领
导同意，他们夫妇怀揣着全家仅有的100元“救
命钱”奔往上海。

在上海瑞金医院，一位老教授对他们说：
“这孩子的病别说在国内，就是在世界上，治
愈率也不足千分之一，就别再浪费钱了。”听
到此话，心力交瘁的张翠兰，眼前一黑，晕倒
在地上……

如今的王华堂和老伴都年近80岁。由于
长年的操劳，老两口都患上了严重的冠心病、
高血压。每天晚上，他们都要费好大的劲才能
把年过40岁的王群从轮椅抬到床上，然后坐
着喘息半天。就在夫妇俩为王群将来的生活
担忧的时候，蓬莱市志愿服务协会向全市志
愿者发出“传递爱心接力棒”的倡议，组织志
愿者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地政府
把王群安置到了福利院，了却了老两口的心
头大事……

蓬莱一夫妇收养“脑瘫儿”，42年如一日，书写人间大爱

超越血缘的亲情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薛洪峰 种亚丽 报道
本报高唐讯 “养猪、开百货店，一年收入

8万多元。下一步，我准备再上一个200头左右的
中型养猪场。俺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多亏了张
学宏副县长对俺的长期帮扶！”3月21日，在琉寺
镇北郭村，郝风军感激地说。

2006年，郝风军外出务工时，因意外事故造
成左眼失明、腿部伤残，欠下三万多元的债务，
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一度失去生活信心。三年
前，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学宏和他结成了帮
扶对子，面对面地和他拉家常，鼓励他乐观自

强。当得知他有养殖的想法后，张学宏帮他协调
贷款5000元，一次性购进50头猪仔，搞起了养
殖。三年来，郝风军靠养殖轻松还清了贷款和其
它债务，盖起了五间砖瓦房，开起了日用百货
店，日子越过越红火。

郝风军是高唐“1+6”帮扶机制的受益者之
一。为让弱势群体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该县实
施“民心党建”，探索建立“1+6”帮扶机制，倡议
在职县、科级干部、企业负责人结穷亲，分别帮
扶一名城市贫困群众、一名农村贫困群众、一名
贫困学生、一名孤寡老人、一名孤儿和一名贫困
残疾人。目前，全县共有224名县、科级干部、14

名企业负责人与865名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
基本覆盖了全县各层面的弱势群体。

为使帮扶活动取得实效，县里要求帮扶干
部对帮扶对象家庭情况、致贫原因、就业技
能、帮扶需求做到“四清”，以科学制定帮扶
计划和措施。县里将干部帮扶情况纳入工作绩
效考核体系，要求每位干部每年走访慰问困难
家庭不少于两次，至少为帮扶对象办一件实
事。帮扶期为4年，困难群众不脱贫、不解
困，就不脱钩。

结对帮扶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并产生了
爱心传递联动效应。原县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

张心田帮扶的孤儿周钰艳，2010年考入潍坊医
学院。她入校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到敬老院、
孤儿院做义工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她说：
“我会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社会。”

据统计，三年来，高唐各级领导干部共为
帮扶对象送去各种救助金150余万元，衣被
4000余件；帮助68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
业，200余名群众脱贫致富，68名孤儿每月按
时领取100元生活救助金，14名孤儿顺利升入
大学，领取助学金11万元。“1+6”帮扶项目
被评为全国优秀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高唐党员干部“1+6”帮扶情暖群众
获评全国优秀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记者 汤序民 实习生 孙丽 报道

3月22日，淄博市张店区和平街道和平社区的刻瓷艺人赵秉翔在向小学生传授刻瓷技艺。今年76岁的赵秉翔老人是和平社区的居民，有着20余
年的刻瓷经验，退休后，他利用“社区学堂”义务向社区的孩子们传授刻瓷技艺，传承传统文化。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孙正海 肖明磊 报道
本报阳谷讯 3月20日上午，阳谷县寿张中心敬老

院，癌症患者、66岁的孤寡老人刘存，拿着已签名的遗
体捐献登记证书，欣慰地对记者说：“现在我终于了却
了一桩心愿，剩下的日子，我有时间就去看看大海。”

刘存家在寿张镇殷黄村，终身未娶。他说，解放
前他父母分别从河南、河北逃荒来到阳谷，是党和政
府让他们一家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年纪大没劳动能力
了，民政部门又帮他盖起两间砖房，并每月发给他
120元低保金。

去年2月份，刘存被接进敬老院安度晚年。最近
因身体不适，去医院查体，被确诊为癌症。得知此消
息后，刘存老人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仔细寻思
寻思，我今年也66岁了，父母都走了，也没啥牵挂
了。再说了谁都会有这一天。我就想着等我走了，把
身上有用的地方都捐出去，也算我对社会的回报
吧。”

阳谷一孤寡老人

自愿捐献遗体

□通讯员 姜连国
记 者 朱殿封 报道

本报临邑讯 “我们喝用上自来水啦！”近日，
临邑县临盘中心小学600多名师生告别了外出买水喝
的历史，喝上了甘甜的自来水。

临盘中心小学地下水生涩苦咸，难以饮用，多年
来，该校不得不组织专人从几公里外的水站买水，饮
水问题一直困扰着全体师生。今年，临盘街道办事处
的东张北村农民张法国捐助7万元，铺设了1800多米
长的自来水管道，为学校师生引来了自来水。据了
解，此前，张法国先后捐款上万元资助学校。

农民张法国捐助7万元

600余名农村师生
喝上自来水

□通讯员 董海峰
记 者 岳增群 报道

本报滕州讯 清明节前，滕州市政协委员刘春
林、刘道华、杨家银共同捐资20余万元，修葺柴胡店
镇烈士陵园，在当地传为佳话。

滕州市柴胡店烈士陵园安葬着解放战争时期牺
牲在这里的97位革命烈士。据柴胡店镇志记载，
1945年10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七中队五支队，
奉命攻打国民党军驻临城外围兴仁庄据点，全歼了
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为我军全歼临城敌军赢得了
时间。在这次战斗中，有97名革命同志，献出了年
轻而宝贵的生命，被安葬于柴胡店镇境内南胡楼村
南。

1967年，滕县人民政府拨款，在这片墓地上建
起了滕州市柴胡店烈士陵园。近年来，柴胡店镇政
府先后投资5万多元修缮这座烈士陵园。今年3月19
日，滕州三位政协委员再次捐资20多万元，为牺牲
的烈士修建了“兴仁庄战役烈士纪念碑”，为在抗
日战争中牺牲的朱化南烈士修建一座纪念亭。现修
葺工程正在进行，清明节之前完工。

滕州三政协委员

捐20万元修烈士陵园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张夏 刘超 报道
本报邹城讯 3月13日，邹城市的“送花使

者”和记者一道来到邹城市田黄镇田黄村，将
一束美丽的鲜花送给了“文明市民”宋大娘”。

2月21日，宋大娘带着小孙子在人民广
场玩耍，看到地上有一个喝剩下的饮料杯
子，便带着孙子捡起来，丢进了几十步外的
垃圾箱里。就是这一小小的文明行为，恰好
被一位市民看到，并立即拍摄下来，作为参
加邹城市“文明拍客在行动”的摄影作品，
报送到了市文明办。市文明办随即通过电视
台、报纸、网络等媒体，刊登了附有“祖孙
俩扔垃圾”照片及其《寻找“文明市民”启
示》。经过几天的巡回播放，3月8日，在热
心市民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照片中的文明
市民——— 田黄镇农民宋芬。于是，就有了开
头温馨的一幕。

为深化文明创建，提升邹城市民素质，
邹城市文明办于近日开展了“文明拍客在行
动”活动。市民随时随地都可将发生在身边
的文明行为拍摄下来，通过投递、彩信、电
子邮件等形式报送至市文明办，由市文明办
通过媒体刊登启示寻找文明市民，并组织送
花使者为文明市民赠送鲜花和礼品，进而在
全市倡导学雷锋做好事的良好风尚。

记者采访结束时，恰逢该市发布另一则
“寻找文明市民”的启示，照片上一群稚气
未脱的小学生，吃力地在风中扶起一辆辆刮
倒的自行车。目前，对这群孩子的寻找，正
在邹城市民中展开，相信不久就会找到这些
“小雷锋”。

拍客记录文明 鲜花传递美好

邹城开展
寻找文明市民活动

□李伟 赵楠 报道
本报邹平讯 “今后企业在环保问题上有

了硬性杠杠，达不到一定等级的，在很多方面
要受到限制了。”3月14日，一份刚刚出台的文
件引起了邹平许多企业的热议。这份面对全
县所有企业在内的环境执法监管文件，将对
企业实行严格的信用等级差别管理。

目前，邹平有近5000家企业，其中规模
以上企业 4 0 0多家。依照现有环保法律法
规，此次将对县内所有企业环境保护守法情
况进行逐一分解、量化，建立扣分标准，由
专人组成等级评定委员会，依据该标准和统
一程序对企业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评定打分，
根据得分情况，划分为A、B、C三类，并实
行动态调整管理机制。

据介绍，根据企业环境质量信用不同等
级，企业在环保手续办理、上市融资申请等
方面将得到不同的优惠或限制。A类企业将
被优先推荐评选“环境友好企业”，在申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方面、申请上市融资及银行信贷将得到
优先支持，将优先安排环保专项资金项目、
清洁生产项目、循环经济试点项目和其它提
供资金补助的示范项目。而对于C类企业，
对所存在的环境问题将实行挂牌督办，从严
监管，下达限期治理或停产治理决定，加大
现场检查、监测、指导频次，对逾期不能完
成整改任务的，当地政府依法实行停产整
顿，直至依法关闭。同时，暂停其新建、改
建、扩建增加污染物排放总量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审批。一律不再出具任何环保守
法或其它证明，对企业参加各类评先创优实
行环保“一票否决”。

邹平近5000家企业

环境质量纳入

信用等级差别管理

王群（左）几乎一刻离不开父母照料。

■民生故事

□通讯员 钱杰 赵清华
记 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自3月1日起，滨州经济开发区正式
启动“先看病，后付费”诊疗服务模式，成为滨州市
第一个先行先试的表率。3月15日，记者采访时了解
到，仅在杜店、里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有36位群众
最先享受到了“先看病，后付费”模式带来的便利。

群众得实惠，政府得民心，卫生树形象，是滨州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对卫生工作提出的总要求。“先看
病、后付费”取消了医保、新农合等住院病人的预付
费用，对经济困难患者，可与医院签订协议，两年内
分期或最终一次性付清费用。为了推行这一做法，该
区专门拨付20万元作为专项资金，每月按时结算，以
缓解基层医疗单位垫付资金的压力。

滨州经济开发区

实行“先看病，后付费”

□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臧德三 赵伟 报道
本报临沂讯 春寒料峭，正是草木萌芽的时

节，兰山区南坊街道夏家村妇女杨华的花棚内已是
鲜花烂漫，春色浓浓。自去年6月成功申请到10万
元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后，杨华和丈夫建起了3个花
卉大棚。由于自身勤干好学，夫妻俩仅半年多就还
上了贷款。如今杨华正准备再多上几个大棚，扩大
种植规模。

兰山区是江北最大的商贸物流集散地，同时也
是江北最大的鲜切花生产基地、全国板材之乡，独
特的产业优势造就了小额担保贷款落地生根的沃
土。自去年4月份以来，兰山区试点向妇女发放小
额担保贷款，由于手续简便，贷款额度高，利息
低，很快就成为“巾帼创业”的有力推手。

截至目前，兰山区共发放小额担保贷款1 . 8亿
元，帮助2000余名从事零售、板材加工、服务业等
行业的妇女成功实现自主创业，并带动了大量农村
妇女就近转移就业。仅该区李官镇三官庄伏彦真大
棚蔬菜、白沙埠镇后隅村王桂花的养殖基地等21家
创业大户，就吸纳、带动周边2000余名农村妇女就
地就近转移就业。

兰山小额贷款帮助

2000余妇女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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