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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梅 武宗义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慕东峰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威海高新区恒泰街社区居民胡新丽

的老伴常年有病，去年又把手摔伤。如今，高新区志愿
服务者“爱心代理儿女”邹丹妮与他们结成了对子，隔
三差五就到家里帮着做家务。“有啥事一个电话就来
了，跟自家孩子一样。”3月12日，胡新丽笑容满面地告
诉记者。

“爱心代理儿女”是威海高新区推出的关爱空巢老
人志愿服务项目。全区建立健全200多位空巢老人的档
案，根据老人的需求，确定了生活照料、健康保健、家居
清洁、心理抚慰等各项服务内容。在此基础上，威海高
新区在全区范围内招募“爱心代理儿女”，本着就近原
则与老人结成帮扶对子。

□杨国胜 任艺舒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13日，第七届渔盐文化节在潍坊

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海渔盐民俗文化馆”举行。来
自潍坊滨海、昌邑、寿光、莱州等地的数万名渔民、盐民
和当地居民汇集此地，以敲锣鼓、扭秧歌等形式拜祭龙
王，同时组织起舞龙、戏剧、歌舞等多项民俗文化活动，
祈求在新的一年里四海平安，渔盐丰产。

□杨国胜 王朋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依托潍坊科技学院建

立的“农业科学院士专家工作站”和“环境科学院士专
家工作站”正式获批建立，标志着该市院士专家工作站
建设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两家院士专家工作站将立足潍坊科技学
院人才、智力和科研优势，突破农林和污染防治关键技
术制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产学研用紧密合作。

目前，寿光已在蔬菜、海洋化工、新能源等产业领
域建立院士工作站6家，并建立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工
程研究院、5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3个泰山学者岗位。

潍坊滨海举办
渔盐文化节

寿光建立两家
院士专家工作站

威海高新区
“代理儿女”情暖空巢老人

3月13日16时42分，枣庄市峄城区206国道两辆大
货车追尾，一名司机被卡在车内。峄城消防大队官兵立
即展开营救，利用液压顶杆将司机被压的部位扩宽，10
分钟后，被困司机成功解救，送往医院救治。

□张环泽 马灵艳 报道

峄城消防救助事故受困司机

□孟一 梅花 兰玉杰 报道
本报曲阜讯 “原来一直觉得自己身体不

孬，没想到这一查，高压230，低压130，血糖7 . 5。”
3月13日，曲阜市石门山镇南村49岁的翟胜刚通
过免费查体得知自己患上了高血压，血糖也不
正常，心有余悸地说，“看来这查体还真管事，以
后俺一定按医生要求注意饮食、按时服药。”像
翟胜刚一样，从今年起，曲阜64万城乡居民都将
享受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

2月26日，曲阜市出台全民免费健康查体实
施意见，市财政每年列支1500万元查体专项经
费，凡具有曲阜户籍的城乡居民和来曲阜投资
的企业家及法人代表，均可到辖区的医疗机构
进行免费健康查体。

“1500万的经费是基于充分调研得出的。从
主要受众群看，这次免费健康查体的重点是没
常规体检渠道的城乡居民，数量约为40万人。这
部分人保健意识弱，且不愿自掏腰包查体。”曲
阜市卫生局局长栗明介绍说，在严格核实查体
成本的前提下，所有查体人工费均由财政和医
院负担。查体项目主要包括内科检查、外科检
查、妇科检查、X光检查、心电图检查以及血常
规、肝功能化验等；对40岁以上的居民还增加了
血糖、血脂、肾功能检查等。65岁以上的老人、0-
6岁儿童、中小学生和城镇职工等已经进行常规
健康查体的，仍按照原渠道进行。

为方便居民查体，曲阜市各医院都组成了
专门的体检队伍，到村庄、社区进行“上门服务”。

“我们院抽调了20名精干医务人员组成体检队伍，
在南村村委大院设立了登记处、B超室、心电图
室、常规检查处等窗口，为村民进行体检。”石门
山镇中心卫生院内科大夫杨青荣早上8点就早早
赶到南村，他说，“像抽血检查之类的可以在村里
完成，X光透视、肾功能检查等就需要村民去卫生
院检查，卫生院准备了两台车随时将采集的血样
送回医院。医院还成立了5个小分队，对行动不便
的老人和居民进行入户检查。”

据了解，医护人员除对体检群众进行现场
治疗指导外，还会将检查结果存储为电子档案，
为将来分析影响曲阜城乡居民健康状况、筛查
危害健康的主因，或百姓日常就医提供必要的
依据，可避免重复检查。“实行全民免费健康查
体是真正服务民生的好事，应该大力提倡，特别
是在预防疾病的发生，早诊断、早治疗方面作用
明显巨大。”山东大学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博
士，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卫生事
业管理研究所副教授郑文贵表示，“尤其对农村
百姓，免费体检能在潜移默化间改变他们的健
康观念。”

又讯 “本来家里就没钱，再生场大病，这
日子甭提多难熬了。”去年，曲阜市陵城镇陵北
村的低保户袁顺连突发脑出血，治疗费用高达
28 . 6万元，虽然新农合报销了11 . 6万元，但17万
的自担费用对他家来说依旧是天文数字。

去年全年，曲阜市城乡低保和农村五保户
中，符合国家确定的儿童白血病、乳腺癌、脑梗
塞等20个病种的大病医疗人数达993人，医疗总
支出达到4360万元，除去各类保险承担的2270
万元，剩余的2090万元全由患者自筹。虽然民政
部门拿出了400余万元救助金，但依旧无法从根
本上解决贫困家庭就医难的问题。

针对这一状况，曲阜市于今年3月5日出台
《关于建立困难家庭大病全报销制度的意见》，
正式建立起困难家庭大病全报销制度，对身患
国家确定的20类重大疾病的城乡低保、农村五
保对象给予医疗费用全报销。

记者了解到，凡符合要求的救助对象，一个
自然年度在济宁市级以下医院住院治疗发生的
医疗费用，即符合山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诊
疗项目目录、医疗药品目录、医疗服务设施目录
的费用，扣除各类报销、减免、补助等费用后，个
人实际负担的医疗费用将获全额报销。患大病
的困难居民可在享受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医疗保险报销补偿后，当月内向所在村
(居)或单位提出书面大病医疗全报销申请，通
过审核即可拿到报销费用。

据了解，此次曲阜市建立的5000万元大病
医疗救助金中，市财政列支2000万元，其余资金
从社会捐赠、医疗保险、争取上级补助资金等多
渠道筹集。资金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上一年度
结余的基金全部转至下一年度使用。

城乡居民体检全免费 困难家庭大病全报销

曲阜3500万资金投向惠民医疗

□石奇亭 武占民

“农村经济发展是系统工程，科技示范推广
一点的突破很可能成为撬动全局的支点。”3月1
日, 欧庄村“第一书记”潘军对记者说。潘军是
省科技厅向巨野县太平镇5个村派出的“第一书
记”中的一位。这5位“第一书记”走遍田间地头，
解决了农村科技示范推广怎样做、农民上项目
缺信息、村集体无收入等问题。

老“庄稼把式”的兴奋

“以前 ,咱种玉米撑死每亩收个四五百公
斤。可去年一亩收到七八百公斤。”欧庄村村民
欧内信兴奋地说。欧内信今年65岁，论种庄稼，
绝对是“老把式”。去年，“第一书记”潘军在欧庄
村搞了20亩示范田，亩产创巨野县夏玉米高产
纪录，真让老欧开了眼。

省科技厅5位“第一书记”入驻太平镇以后，
在每村选择20亩肥力中等的土地作为示范田，统
一选用优质高产玉米新品种进行示范种植。从种

到收，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到村进行土壤测试，推
广良法种植，邀请山农大教授到田间讲解农技知
识。秋天,百亩示范田经专家组测产验收,平均亩产
超过700公斤,对照2011年平均增产40%以上。

丛马村的新景观

丛马村猪沼菜循环农业科技示范小区,村
民王文明的大棚里，西红柿苗长出了尺把高，青
枝绿叶，煞是喜人。

以前，丛马村根本没种过大棚菜，一是大家
伙没钱建棚，二是缺少技术。省科技厅驻丛马村

“第一书记”梁恺龙多方联系资金，为丛马村建
起4座大棚，统一引进蔬菜良种，邀请专家全程
技术指导。并在一旁配套建起8座现代化猪舍，
每座猪舍能容纳200头猪。

梁恺龙解释说，猪粪通过沼气池发酵，生产
沼气用于猪舍加温，沼液用于蔬菜生产，形成猪
-沼-菜的循环农业模式。

有“第一书记”撑腰，丛马村民种菜、养猪的
心劲满当当。“按现在的市价，这个棚一季挣两

三万没问题。”王文明说。

帮包村的新希望

“‘第一书记’离开后怎么办？”以前，欧庄村
党支部书记欧应霞一直挺担心。现在,欧应霞已
不用为这事犯愁。

为帮村民打通致富渠道，驻村“第一书记”
在5个村各建设了一处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
范省综合信息服务站，并捐赠了农村科技信息
宣教设备。村民可以通过网络与省里的专家随
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同时，“第一书记”们着眼
长远，以全新模式为帮包村庄引进增收项目。以
养猪为例，40座现代化猪舍由引进的农业龙头
企业作为生产基地投资兴建；产权归村集体所
有，由贫困户承包；龙头企业负责提供猪苗、饲
料、技术，保底价收购，一茬能出栏8000头生猪,
利润双方分成。

“俺村里的8座猪舍刚建成就被村民抢着承
包了，一个猪舍每年承包金1万元。以后,村里办
公益事儿再不用向村民敛钱了。”欧应霞说。

省科技厅下派“第一书记”———

用科技杠杆撬动农村发展

□孟一 梅花 报道
3月14日一大早，曲阜市石门山镇南村村民就赶来体检。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付刚 宋其宝 张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3月9日，泰山医学院教授薛雅卓应邀

来到泰山区上高街道岔河社区，为居民开展健康知识讲
座。同日，在该街道的华新社区，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张洪
进正在为居民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如今，每逢周末类似的
志愿者服务都会在泰山区的70个社区精彩“上演”。

去年以来，泰山区探索推出新型社区服务模
式———“菜单式”志愿服务，通过开展“面对面、心连心”
社情民意直通车等活动，听取社区居民意见建议，为居
民量身定制志愿服务菜单。同时构建“菜单式”志愿服
务信息平台，居民可以通过到社区志愿服务站预约、拨
打热线电话、登录泰山文明网预约栏目，进行按需“点
菜”，选取志愿服务项目。据统计，仅去年一年，泰山区
开展“菜单式”志愿服务活动逾3000次，受益居民16万
余人次。截至目前，泰山区已成立“菜单式”志愿服务分
队126支，志愿服务组织257个。

泰山区
“菜单式”志愿服务进社区

□记者 任松高 彭辉
通讯员 王 波 报道
本报文登讯 3月13日，文登鸿通管材有限

公司实验室内，工程技术人员正忙着对新研发
的复合材料管材各项指标进行检测。“得益于市
里的人才引进政策，我们与中石油西安管材研
究所、华东石油大学等达成技术合作，还请来中
国工程院院士李鹤林成立了院士工作站，申报
国家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独立或
参与制定的国家行业标准3个，承担的‘海洋深
水非金属材料复合管研制’863计划项目顺利通
过答辩。我们的产品可与世界发达国家产品一

较高下。”公司总经理吴新章说起来颇为自豪。
文登市规定，凡是急需的或有特殊专长的

人才，实行“零门槛”引进；对到企业工作的高级
人才，市财政给予安家补助费和生活补贴，家属
统一安排工作；对携带技术、项目、专利等在文
登投产或研制开发新产品的，按当年新增税后
利润的10%提取奖金，连续提取三年。在引进来
的同时，文登还通过产学研对接、共建实验室、
联合技术攻关、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借智、借
脑、借人才。为给企业“借脑”搭建平台，文登从
2010年起连续举办了三届新兴产业科技推进
周。目前，该市已建起36个国家级、省级企业技

术研发中心，3个院士工作站和2个博士后工作
站，全市90%以上的规模企业都与高校院所建
立了不同层次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形成生产总
值120多亿元，成为全省惟一的专利申请量和授
权量“双过千”县市。

眼下，“文登造”不但走出了国门，也不断扩
大国际市场份额。奥文电机在上海建立研发中
心，吸引了40余名高端人才加盟；山东卓力桩机
请来名师指点，拥有全国惟一的螺杆桩成桩工
法发明专利和国家一级施工工艺专利，销量居
全国同行业之首；万图高分子借助“外脑”，成功
研发出填补国际空白的WT98增塑剂。

特长人才“零门槛”引进

文登企业“借脑”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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