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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斌 郑书伟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月2日，烟台市委书记张江

汀来到东部新区进行调研。他指出，东部新区
目前已经有了良好开端，今后的发展依然任重
道远。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乘势
而上、加压奋进，推动各项工作全面突破，努
力把东部新区打造成引领全市转型升级的新高
地。

张江汀指出，今年是烟台被批准为全国首
批沿海开放城市30周年，回顾30年历程，我们
抓住先行开放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各方面工作
走在了全省、全国前列。当前烟台正站在一个
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在新一轮转型升级、科学
发展中继续胜出、走在前列，既要抓好存量转
调，更要在增量上一步到位，以提高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早日把东部新区打造成引领
全市转型升级的新高地。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一定要明确定位、瞄准目标，全力推动新区
加速崛起。

□吴洪斌 郑书伟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月2日上午，烟台市政府召

开座谈会，就即将提交烟台市十六届人大三次
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及
政府工作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烟台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孟凡利作了讲话。

座谈会上，各界代表一致认为，《政府工
作报告》总结工作实事求是，对2014年的工作
安排重点突出、务实创新，贯彻了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及中央、省、市一系列会议精神，符
合烟台实际。大家对报告的框架和基本内容表
示赞同，并就报告的修改完善提出了具体的意
见和建议。孟凡利说，大家站在全局的高度，
从不同角度对烟台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思
考，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非常中肯，对做好政府
工作非常有帮助。市政府将根据大家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报告，使报告更
加反映民意、贴近民心、集聚民智。他希望社
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和监
督政府工作，共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

打造引领全市

转型升级的新高地

□于冬亮 焉轩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记者从烟台市老龄委

获悉，2013年，烟台市将养老当作一项重要的
民生工程，加大力度予以扶植，社会相应的配
套措施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目前，烟台市逐
步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
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经
统计，全市养老机构总数达到217处，养老床
位总数达到3 . 8万多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
29张，机构数和床位数均居全省前列。

此外，烟台市建成110处日间照料中心，
特殊群体月享免费服务等推进迅速，2014年，
烟台市将通过政策扶持，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
与养老服务机构建设。

市政府召开座谈会

征求政府工作意见

29张
每千名老人养老床位数量居全省前列

□ 本报记者 曲旭光

2013年7月18日，中国农业大学的应届毕业
生胡文娟正式到莱山区组织部报到，成为一名
大学生村官。

“从2013年开始，山东的选调生得需要先到
村担任大学生村官，服务满两年后，经考核考察
合格，才能录用为选调生。”1月2日，记者在胡文
娟所服务的烟台市莱山区莱山镇南村见到了正
在填写村低保信息的她。从报到那天开始，小胡
就一直住在村里，俨然成了“村里人”。

在近年莱山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南村却显得不温不火，“底子薄、困难多”是南村

的写照。“工业基础薄弱，几乎没有集体经济，使
得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去外地务工了。”胡文娟
对记者说，“基层工作的困难从我刚来村里，就
真切感受到了。”

2013年南村的土地改革补偿款的问题，是
小胡来村里以后遇到的第一件“棘手事儿”。“现
在老百姓的维权意识是非常强的，补偿款下发
的时候因为计算方式的问题，一小部分人对补
偿款分配有意见，在村民代表会议上，大家都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村两委也都有反馈。”小胡说，

“这对我的触动很大，大学期间我也做过很多社
会调查和实践，去农村也是经常的事儿。但是社
会实践与真正工作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我也经
由这件事了解到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

基层工作也并非是‘走形式’，而是‘真解决’。”
这段时间，胡文娟一直在忙着村里的低保

问题。“从申请到登记，再到审批，直到低保资金
的下发，我都准备跟一遍。”小胡说，“通过办低
保，我可以迅速而准确地了解到村里哪些是困
难户，哪些人需要政府的帮助，这对于我的工作
提升是大有裨益的。”

而谈到2014年有哪些愿景时，年轻的胡文
娟笑了：“虽然我这半年来一直在村里，但是实
际接触到的村民还是有限的。许多村民知道有
我这么一个人，却并不确切地知道我叫什么名
字，我负责哪些工作。”小胡说，“新的一年，我希
望村里大部分人都认识我，当我沿着南村路走
的时候，遇到的村民都能说得上话，至少双方都

可以叫上来彼此的名字，打个招呼。”
为了这个小小的愿望，胡文娟给记者说了

她的打算：“从今年开始，我要从生活最困难的
村民家里走起，让他们真切地知道我这个新的

‘村里人’，也让他们在有困难的时候能第一时
间想起村官，想起我。”

“2014年，村里迎来了换届选举，我的另一
个愿望就是选举能顺利进行，选出一个合格的
当家人。”小胡补充说，“现在南部生态新城建设
正如火如荼，在这样一个历史机遇的面前，希望
现在的村两委和即将选出的新当家人可以带领
南村抓住机会，给村里真正带来利益。而我作为
其中的一个参与者，必将付出全力。”

□ 本报记者 郑书伟

2014年1月4日，记者在中建二局万达项目
工地见到38岁的水电工熊攸湛。提前一天知道
要接受采访，他特意换上了干净的蓝色衬衣和
夹克，如果不是一双鞋上沾满了工地上的粉尘
泥土，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管理人员。

“前段时间堂弟结婚，我刚请假回了一趟
家，前天刚回工地。”熊攸湛说。来自江西南
昌的熊攸湛在工地上从事水电安装工作已经有
十几年了，2000年左右，通过家乡的江西中泰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他和老乡们一起签到中建
二局。“我们是一年一签，刚开始从扛管子干
起，比较辛苦，后来跟着工地上的师傅学技
术，一个工程干下来，就基本都学会了。”现
在熊攸湛当上了带班队长，手底下也有两三个
学徒、七八个工人，跟着他做电线、电缆、水
管、灯具安装。

“刚开始干的时候，工资也就是两千多块钱
吧，从2009年以后，工资才算比较高。”熊攸湛
说。当记者问“比较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时，
熊攸湛说：“就是能上五千块钱吧，现在我一个
月能拿六千多块钱，在这边自己一个人花销并
不大，留一千多，大部分钱都寄回家里去了。”

熊攸湛的家里有一个刚刚上幼儿园的6岁
女儿，妻子在当地从事销售工作，和他的父母住
在一起。由于常年在外面干工程，熊攸湛从孩子
出生到现在，都没有和女儿长期相处过。“平时
隔一两天就通过视频跟家里聊聊天。”熊攸湛
说。

十几年来，熊攸湛跟着工程队在江苏、浙江
等6个省市呆过，他干的上一个项目在青岛，工
程结束后，2012年10月直接来到烟台，算起来已
经在山东呆了3年多了，“我们家那边海鲜很少
见，所以每个月休息的那三四天，我们几个工友
都会出去聚餐吃个饭，像蛤蜊啊，虾爬子啊，我
们都很喜欢吃。”熊攸湛告诉记者，“烟台是个很
漂亮的城市，今年7月份我女儿来玩了半个月，
第一次看到大海很兴奋。”

“每年回家也就是过年那几天，能和家里人
好好聚聚。”熊攸湛已经买好了1月20日回家的
火车票，17个小时的车程之后，就可以见到女儿
了。这次，他打算在家里过完正月十五再回来。

谈到2014年有什么愿望时，熊攸湛脱口而
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平平安安的，多赚
点钱，常回家看看！”他计划等过几年干不动
了，就带上十几个弟兄，自己成立一个水电安
装公司。“最希望的还是能抓紧时间多赚点
钱，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在外面的不容易，在
家里的其实也不容易。”熊攸湛说。

采访结束，熊攸湛又套上了工作服，整了
整安全帽，出去和工友们一起干活了。

□ 本报记者 于冬亮

“我想来次毕业旅行，可是必须解决就业
的后顾之忧，现在就业压力太大了。”说这话
时，鲁东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研究生江磊拿出
了一张纸，上面写满了往年全国各地公务员、
事业编考试的时间。

“这就是我这一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江磊说道。据他介绍，其实他研究生最后一年
中用于学习的时间并不多，自2013年上半年，
他就参加学校安排的各种实习，只能用晚上的
时间来学习，准备各种考试。“我每天晚上学习
就像上课一样，每天晚上七点半准时学习，直
到十一点半休息，实习的时间都是这样度过
的。”

去年12月底，江磊从河北实习结束回到烟

台，此次出去实习有两个月时间。对于江磊来
说，在烟台找个工作是最好不过的事，由于他
的女朋友已经在烟台上班，所以各种考试他都
将烟台作为第一选择。

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大学的最后一年
都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考研、考公务员、
出国留学、找工作等。面对着严峻的就业压力，
学生生涯的最后一年，大多数学生把这一年当
作百米冲刺的时间。大家开始忙绿与参加各种
实习，参加各种招聘会、网申，尝试着接触校园
外的社会。

“研究生面临就业，压力特别大。一方面自
己年纪比较大了还没有就业，另一方面虽然研
究生的学历比较高，但是缺乏工作经验，工作
照样难找。”江磊无奈地说道。

据了解，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主要从事施

工员、建筑工程师、结构工程师等职位，应届毕
业生刚开始工作必须到基层，说白了就是需要
到工地去工作。“到工地上班没关系，现在出去
实习就是每天呆在工地上，关键是就业压力太
大了，根本找不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各种
考试就成了我的第一选择。”江磊说道。

“2014年了，新的一年我应该有一个好的
心态，争取把握出现的每个机会，说愿望还谈
不上，目前就是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江磊
对2014年信心满满，“好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每年年初，大批企事业单位开始招聘，对于江
磊这样的毕业生是个好消息，毕竟可选择的机
会比较多。

“找工作就像一块大石头一直压在心里，
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我要好好珍惜剩下的大
学时光，最好有一次毕业旅行。”江磊说道。

莱山区大学生村官胡文娟：

“我要从生活最困难的村民家里走起”

建筑工人熊攸湛：

“还是想

常回家看看”

鲁东大学应届毕业生江磊：

“找到好工作就去毕业旅行”

□ 本报记者 杜晓妮

2014年对于土生土长的烟台人葛水鑫来
说，格外特别。1月6日，她结束了单身生活，在
众亲友的祝福中成为人妻，开年红让她对今年
的生活充满期待。

拥有了自己的“小窝”，葛水鑫不用再因租
房子的事情搬来搬去，不用看着中介的房源盘
算着哪家更划算，不用一回家冷冷清清一个人
自说自话，生活变得温馨而又充实。“2014年我
有了自己的小家，身份的转变让生活有了一个
全新的开始，对我来说，安居才能乐业。”

现在，葛水鑫在烟台延锋伟世通汽车饰件

有限公司，是一名合格的汽车饰件质检员，平
均一个月拿到3000多元的工资，加班有加班
费，节日还会领到家家悦、振华购物卡和日常
生活用品等。

说起新年愿景，一向时髦的葛水鑫不再想
着如何装扮自己，而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
规划：“今年是我人生路途上的又一次转折，有
了家就多了一份责任，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为自己也为父母打造
更好的生活空间。”

在烟台工作了8年的葛水鑫，每天上下班
都要和公交车“打交道”，烟台的城市交通让她
深有感触。葛水鑫住在黄务小区，每天要坐27

路公交车到开发区上班，以往上下班高峰挤得
水泄不通的公交车，今年伊始，竟然有了空座
位。“早上一般六点半出门，挤公交都快成了我
的长项了，尤其是夏天，车里的味道着实难闻。
现在27路公交车平均十分钟一班，方便多了。
希望今年乘公交，再也不用人挤人遭罪了。”

如今，生活稳定的葛水鑫回忆起当年的波
折，依然感慨万千。从2006年踏入工作岗位，葛
水鑫做过幼儿教师，当过办公室文员，开过服
装店，曾经年少的她在坚守梦想的道路上也执
着过。“刚毕业那会儿，对生活充满激情，凡事
总想试一下，但人不疯狂枉少年，给自己一次
机会，青春无悔。”葛水鑫说。

汽车饰件质检员葛水鑫：

“上班乘公交希望不再挤”

新年孕育新希望。新的一年，生活在烟台这座滨海城市的人都在期盼些什么？新年伊
始，本报记者选取了基层村官、城市上班族、应届毕业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四个群体，深入
采访，了解他们的所想所急所需。而再过几天，烟台市2014年的“两会”将如期召开，希
望这些来自群众的心声，能给参会者带来些许思考和共鸣。——— 编者

放弃短期收益 着眼长远发展

跨海大桥免费，

划不划算

手握成果，

在校生获创业扶持

在瑞雪纷飞中，我们跨过了在港城的第一个年
头。2013年5月，我们与您结缘——— 《大众日报·烟
台新闻》正式在港城创刊。自此，我们传承最深厚
久远的党报传统，与您一起，寻找可喜的新变化，
探寻可思的新问题，携手走上了实现梦想的新征
程。

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里，我们的记者走进党委

政府，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建筑工地，走进生产一
线，走进学校医院……用自己手中的纸笔，记录下
了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东部新区加快突破、转调
发展持续深入、民生投入持续提高、胶东文化迅速
崛起，城际铁路、新机场等一批在烟台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将彻底破解交通瓶
颈……在这些新变化的背后，寄托着这座城市的

新梦想。
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相知，从相知到“相

亲”，时间缩短了你我之间的距离。2014年已然到
来，梦想依旧是我们前行的力量。在即将启航的新
征程上，无论您怀揣怎样的梦想，只要心中怀着美
丽的期许，我们都将为您见证、喝彩，与您携手前
行。

梦想，依旧是我们前行的力量

□吴洪斌 曲旭光
朱恒亮 报道

元旦当天，国家首批
5A级景区——— 山东蓬莱阁
景区举行了首游仪式。其
间，在景区正门，蓬莱阁威
风锣鼓队的现场锣鼓表演、
众多武术爱好者的太极拳、
刀、剑等表演，以此为新年
祈福。

蓬莱阁举行

新年“首游”


	1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