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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城区金城街道土城社区建起老年公寓———

四合院里老人一家亲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尹 彤
本报通讯员 王世友 范培倩

11月13日，立冬节气已经过去近一周时间，
不过，住在济宁市任城区金城街道土城社区老
年公寓的老人们并不担心，因为“家里”暖和得
很。“去年暖气不太热，前几天暖气改造后今年
温度能提高不少！”90岁的刘大娘虽然说话有点
儿含混，但精神头好得很。她最怕过冬，今年她

能过个暖冬了。
不过，最让老人们感觉暖和的还是土城社

区一直以来对他们的关心。“在老年公寓里可以
免费住，不用花钱，大家伙儿还能有个伴，有啥
难事都有人搭把手。”刘大娘说，没想到晚年能
在这里和大家“搭伙儿”过日子，和老年人住在
一起有共同语言。

住公寓，家庭更和谐

“老孙，今天做的什么饭啊，闻着可真香。”
傍晚5点多钟，住在二楼的老汉孙克掌在“家门
口”剥着蒜头，老伴儿在屋里炒菜。隔壁的张大
爷刚接孙子放学回来问道。“今天打算炒个鸡，
等会儿带着孙子一块儿过来吃吧。”孙克掌热情
地邀请道。

桌椅、衣柜、壁橱……在土城社区老年公
寓，除基本设施外，“每家每户”还都有独立的卫
生间、厨房，加上四合院样式的楼房，四层的小
楼不是大家印象中老年公寓的样子，更像普通
的民房一样亲近。而在这里生活多年的老人们，
因为互助养老、邻里和谐，生活得其乐融融。

土城社区老年公寓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
有房间103套，能同时容纳206位老人入住，目前
已经有120位老人在这里入住。入住的老人基本
上都是生活能自理的，也有个别瘫痪在床的老
人，有子女在此照顾。楼层的安排上，年纪大、行
动不方便的老人住在一、二层，年轻一些的老年
人住在三、四楼。“在这里住的不只是独居老人，
也有老两口一起来住的。”土城社区党支部书记
田华今年五十多岁了，问起建老年公寓的初衷，
快人快语的田华打开了话匣子。

田华告诉记者，土城社区以前是有名的
“穷、脏、乱”城郊村，2005年4月份田华当选为该
社区的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后她就提出建老年
公寓的构想。“我当书记没多久，就有一个老人
来我这里诉苦，说自己和儿媳常吵架，吵了架后
没地方去。”田华说，处理好这件事后，她就萌生
了建养老院的想法，让老年人集中居住。她说，
有时候儿女并不是不想孝顺父母，而是两代人
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不同导致矛盾产生，常吵
嘴，过不到一块去。所以，有时候拉开点距离反
而能增进感情。

说干就干，第二年土城社区老年公寓就建
好了，60岁以上的老人申请后可以免费入住。独
居老人可以来，老两口也可以一块住进来，大家
住在一起就像是个大家庭。

孙克掌和老伴儿住在老年公寓有4年了，虽
然房间不大，但该有的物品都具备，还有村里发
的养老金、油、米、面、面条，日子过的很滋润。

“我有3个儿子，虽然也能和他们一起过，但倒不
如这样方便。如果没有老年公寓，我们就必须再
买一套房子，可现在房价这么贵，哪儿买得起。”
孙克掌说，孩子们隔三差五会买点东西过来，周
末在这吃个饭，距离虽远了，感情却更近了。自
己平时和这儿的老伙计们打打牌，唠唠嗑，倒是
逍遥自在得很；没事也可以到街上逛一逛，生活
上没什么压力。

互助养老靠制度保障

今年79岁的陈兆英大娘自己住在社区公
寓，5个孩子三天两头给她送吃的。陈大娘说，比
起以前自己独自居住，在这里不仅热闹，也安

全，大家互相有个伴儿。“邻里之间，早上起床后
都相互喊一喊，防止一个人在家里出事。平时有
人看门，比自个在家还安心。”

说起这点儿，田华深有感触。一些老人独自
居住，难免出现老人身体不好耽误治疗的情况，
她也听说过有的老人猝死家中很久才被发现的
事。所以，在老年公寓她除了为老人提供日常服
务外，也经常告诉老人们互相帮助，互助照应。

今年3月，供暖结束后，一位老人自己烧起
了煤球炉子，并且没有支煤炉管子，结果不幸煤
气中毒。如果不是早上邻居发现她没出门喊她，
可能就是一个悲剧了。“身体好的照顾照顾差点
儿的，年轻的照顾照顾年老的，大家互相帮助，
咱这夕阳红才能更温馨啊！”陈大娘笑着说。

记者了解到，老人在入住公寓的时候必须
和儿女一起签订合同，合同内容除规定房屋水
电等事项外，维持环境卫生、文明待人等也是重
要的条款。如果有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违反条
款，社区就将对其进行处罚。之前有一个老人的
儿子喝多了，跑到公寓耍酒风、骂人，社区连续
扣发老人的养老金，让孩子出这部分养老金，有
效遏制了这种不良现象。田华说，社区可以出钱
帮助子女养老，前提是子女得孝顺，否则这部分
钱就让子女自己出，一分钱也不能少。现在，土
城社区的年轻人都是一个比着一个地孝顺。

土城社区老年公寓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
方，更是拉近社区和村民距离的地方。“多亏了
田书记，我们才能过上这么畅快的日子。”和老
人聊天时，不少老人都重复这么一句话。最近公
寓里棋牌室、按摩室、休息室都在建设中，老人
们都在期盼着竣工的那天。“看老人笑了，我也
就开心了！”田华笑着说道。

几阵风吹过，几场雨下过，
温度计上的红色刻度又矮了几
截。但即使再寒冷的冬日，在我
们的身边，总有那么一些人，能
给我们一杯热水、一个善意的
眼神、一双援助之手，总有一些
事给我们的心带来一股股暖
流、一份份温情。本报特开办

“冬日访暖”栏目，带你走近身
边最温暖的人和事，感受人间
真善美，传递那份正能量。

省文化厅助力

济宁文化强市建设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庞雷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4日下午，省文化厅与济

宁市《共同推进济宁文化强市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举行，双方将共同努力加快建设曲
阜文化经济特区、曲阜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和中华儒家文化传承创新区建设，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在全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根据协议，省文化厅与济宁将围绕实施文化
建设“突破曲阜”战略、打造曲阜文化经济特
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艺术发
展、文化产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
系建设、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
近年来，济宁将建设文化强市作为打造鲁西科学
发展高地的重要支撑，以曲阜文化经济特区建设
为牵动，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发展文化
事业，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全市文化建设呈现出
亮点增多、实力增强、对外影响力持续扩大的好
局面。济宁将认真落实协议内容，主动接受省文
化厅指导，全面搞好对接，积极争取支持，努力
在合力推动曲阜文化经济特区建设、构建文化惠
民体系、发展文化产业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加快济宁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资源强市跨越。

困难老年人家庭

实施无障碍设施改造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张慧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帮助老年人消除居家养老生

活中的障碍，改善老年人居住环境，近日，济宁
市民政局、财政局印发了《关于实施困难老年人
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的通知》。自今年起连续3年
对城乡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无障碍设施改造，今
年首先在市中区、任城区、兖州市、邹城市的300
户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试点，改造数量今后将逐
年适当增加。

据了解，改造项目包括安装坐便器扶手或配
置坐便椅、配置洗浴椅、配置床用无障碍餐桌、
配置三角手杖等。城乡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无障
碍设施改造的申请条件是：具有济宁市户籍，年
满80周岁以上、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的城乡低保老
年人家庭；具有济宁市户籍，年满70周岁以上、
分散供养的城镇“三无”对象和孤老优抚对象家
庭。符合条件的独居、孤寡老年人家庭优先。

14 区域

导读

曲阜引导“大V”释放正能量
曲阜市出台相关办法，对区域范围内的“大

V”进行法律、道德素要、谣言甄别等培训，在政
府与“大V”间建立起畅通的信息渠道……

15 经济·生活

在金乡县马庙镇卓庙村，几乎人人都盼修路，
可又人人躲着修路，卓庙村的路成了马庙镇最后
一条看似怎么也修不通的乡村路……

修路先修复民心

国网曲阜市供电公司

为景区排隐患
□张誉耀 刘运涛 马小强 报道
本报曲阜讯 为更好地服务地方旅游业发

展，11月14日，国网曲阜市供电公司结合电网迎
峰度冬工作，开展了新一轮景区用电隐患排查活
动。此次排查，该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排查用
电线路隐患，检查前期隐患治理情况，对保障景
区用电安全提出合理化建议。

记者了解到，国网曲阜市供电公司重点检查
各景点及其周边城区用电设施密集场所用电安全
状况，对照明线路、电器设备、漏电保护装置等
安全用电情况进行排查检修，对景区周边供用电
线路和设备进行巡视检查，对存在安全隐患和易
引发火灾的情况及时进行消缺、整改，通过不断
巡视、检查、督促整改规范客户用电行为。在景
区附近居民生活小区、配电台区、主要街道群众
聚集场所，专门摆放用电服务宣传栏，及时公布
群众所需的信息、用电常识等，实现电力信息快
速共享。

国网曲阜市供电公司还加大对景区及周边地
区群众、商业店铺的安全用电宣传教育，发放安
全用电宣传资料，提高相关人员的安全用电意
识，保障景区及周边的供电线路安全稳定，为游
客创造安全放心的用电环境。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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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屯镇是中国优质粳米生产加工基地、鲁西
南最大的棉花收购加工基地、农业部绿色香瓜种
植基地、鲁西南最大的合同鸡养殖基地……

嘉祥县金屯镇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乔志宇 吴宝防

张黄镇是济宁市确定的“镇园合一”的新型
乡镇，全镇辖54个行政村，人口6 . 2万。近年来，
该镇坚持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实现了“村
村通柏油路，户户用自来水，人人享新农合”等
的幸福和谐局面，群众满意度大幅提高，这与该
镇的抓群众问题如同“抓嘎鱼”的理念是密不可
分的。

问题出一个立马解决一个

作为邻近南四湖的一个偏远镇，镇里存在
着企业与村庄互相“插花”的问题，为解决“插
花”问题，张黄镇利用合村并点、社区建设以及
园区内村庄搬迁，确立了自东向西梯次分明的
镇区发展规划。去年9月，辰欣药业鱼台制药有
限公司原料药及中间体生产基地项目落户张黄
镇，项目总投资10亿元。张黄镇实施腾笼换鸟，
按照“园区+社区”的模式，规划建设了大安社
区，涉及项目用地的大安村村民全部住上楼房。

“村民上楼并不算完事，后续的问题还有很

多。”张永春说，如果不替村民考虑周全，就会留
有潜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如同“抓嘎鱼”一般，抓
不住就会刺手。张黄镇随即成立了专门的工作
组帮助村民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矛盾。

在张黄镇，农民习惯将过世家人的坟墓安
放在自家农田里。据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介绍，一
位姓刘的村民对工作人员唉声叹气道：“俺家的
老坟都迁了四次了，调整农用地位置需要迁坟、
给企业让地也要迁坟，俺都不知道这捧土里还
有没有俺家老人。”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人都心
酸。为让逝者享有体面的尊严，同时让生者也能
心安，张黄镇利用东部的河堤下沿废弃地，规划
建设了公墓，面积近七十亩，让搬迁过程中的
206个坟墓终于有了妥当的去处。

搬迁工作很顺利，可张黄镇又在思考依赖
土地为生的农民进了社区何以为计的问题。张
永春说，“每年8月31日，镇政府准时对接相关企
业，询问征地补偿款是否按时发放，不允许有拖
欠补偿款的行为。”据了解，在项目进驻之前，当
地政府也和企业商定，同等条件下优先吸纳本
地社区居民就业。目前，张黄镇上万名失地农民
在家门口成为工人，人均年收入一万多元，比种
田收入还要高。

先听群众说问题

每周一上午张黄镇党委政府的全体成员都
会聚在一起开班子例会，平时各忙各的难以照
面。9月2日，张永春正在主持例会，赵楼村20多
位村民不约而至，要求和张永春对话。张永春二
话没说，离开会场，把村民们带进了自己的办公
室。

村民们的情绪很激动，有村民代表站出来
说，“我们附近两个村的村民5月份搬进了新社
区，我们村为啥还没动静？拆迁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都在租房住，有的四处找房子租不到合适
的，非常着急，你今天得给个合理解释。”张永春
立即打电话给负责组织搬迁的单位了解情况，
而后安抚村民情绪，当众承诺搬迁时间，村民们
才满意地离开。

张永春认为，“群众不会无缘无故地找政府
部门主要负责人对话，他们肯定是有急事，实在
没办法了才来的。群众来了，不管我们做什么，
都要停下来接待他们。”

张黄镇的城镇化建设还在起步过程中，一
些长年累积下来的基础设施问题仍然突出。既
要保证常规工作的进行，又要弥补欠账工作，这
给张黄镇的党员干部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和不小
的压力。“白天，即时性的工作要完成好；晚上，
镇园的欠账问题要快速推进，补齐短板。”前不
久，军城村铺设污水管网，工作人员就商议道：

“白天施工影响群众出行，时间应该挪到晚上。”
施工队紧赶慢赶地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工作。

在张黄镇政府办公楼，很多办公室时常到
了凌晨一两点钟还亮着灯。“我们需要弥补的欠
账很多，需要做的事更多，不加班加点没办法。”
张永春的宿舍里常年准备着两三箱方便面，这
就是他的加班餐。“有时候晚上加班，同事饿了

会跑来要方便面吃。”张永春笑着说，“白加黑”
的工作在张黄镇有了最生动的体现。

和谐化解基层矛盾

“雨后串门‘不湿鞋’，街道树木一片
绿，墙面披上新外衣，乡村美丽如景区。”置
身常李寨村，一切都显得干净利落又不失原有
的民俗风情，而这也是张黄镇乡村文明行动的
硕果之一。为解决农民反映的乡村“污水靠蒸
发、垃圾靠风刮”等“脏乱差”的问题，近年
来，张黄镇积极打造美丽乡村，通过道路硬
化、垃圾清运、设施配套等工作，让农民的生
活环境告别了“脏乱差”。

“看看我们宽阔时尚的文化健身广场，这
里原来就是一个废坑。”军城村党支部书记朱
俊东得意地指着该村设施齐全的健身广场，
“一到傍晚，老的少的扎堆来这儿玩，道路通
了、村子美了，环境不比城里差。”利用广场
的优势，村里还组织中老年群众开展文体娱乐
活动，组建老年舞蹈队，让文化健身广场更有
文化味，更加热闹。同时还开展了文明家庭、
五好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活动，带动了
文明新风的形成。

军城村的事例也印证了张黄镇注重“美丽
乡村”与培育文明和谐乡风互为促进的效果。
张黄镇充分发挥驻村干部、村党员干部的模范
带头作用，广泛发动群众，把环境卫生整治由
街道延伸到庭院，依托村文化大院和农家书屋
阵地，利用计生文化宣传、民俗表演、专题宣
传等形式，开展思想道德、文明公约等教育，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构建和谐乡村是
化解基层矛盾的基石。”张永春认为，通过乡
村文明行动和“四德”工程建设，辖区内村庄
面貌焕然一新，民风更加淳朴和谐。

鱼台县张黄镇将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作为工作重点———

用“抓嘎鱼”的理念解决问题
嘎鱼学名黄颡鱼，是我国常见的淡水鱼种之一，背鳍、胸鳍前端为

硬刺，其后缘带锯齿。“抓嘎鱼不能放手，要死死抓住，如果中间松手
就容易刺手，很疼的。”11月10日，鱼台县张黄镇党委书记张永春对记
者说，“面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诉求渴望，必须秉持‘抓嘎
鱼’的方法和理念，一抓到底，直至群众得到满意答复，否则会伤及群
众感情。”

□尹彤 吕光社 报道

11月17日，济宁职业技术学
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馆里
十分热闹，来自建筑、服装等系
的数十名学生分别体验了十多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

据了解，建设非遗展示体验
馆，是济宁职业技术学校加强高
校非遗教育、传承非遗的一项重
要措施。下一步，该校将定期组
织学生参观体验非遗文化，并逐
步向社会开放。此次展出的烙
画、面塑、绣球、圣绣等也将会
逐渐进入学校课堂，邀请非遗传
承人进行理论授课。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左图）“圣绣”非遗传承人向学生
介绍自己的作品。

（右图）一名学生饶有兴趣地学起了
葫芦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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