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4月2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王志浩 黄露玲

总编室传真:(0531)86424205 Email:dbzbs@dzwww.com要闻2

□记者 赵琳 通讯员 张胜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5日，全省深入开展非公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

育实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发布《信誉宣言》。省委常委、统战
部长、省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颜世元出席并讲话，省
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领导小组副组长王乃静出席。

颜世元强调，深入开展以“信念、信任、信心、信誉”为主要内
容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是非公经济人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实际行动，也是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要紧紧
围绕“民营企业家与中国梦”主题，突出“四信”内容，把握总体要
求，加强组织领导，推动活动不断深化、取得实效。要把此项活动与
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与开好全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会议和全国工
商联执委会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不断优化外部环境，推
动全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为加快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记者 张海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4月14日，国家发改、财

政、水利部门批复了我省大中型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方案，我省成
为继云南、贵州之后第3个纳入国家大中型水库避险解困试点范围的
省份。试点范围和帮扶对象涉及我省8个县(市)的28652人，要求我省
通过整合各方面资源，综合采取搬迁安置、完善设施、产业扶持、就
业培训等措施，妥善解决纳入试点范围的水库移民特殊困难问题。

据介绍，我省是水库移民大省，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特殊困难移
民有7 . 63万人，解困任务十分艰巨。该试点范围为我省东平县、泗水
县、临朐县、曹县、莒县、邹城市、新泰市、莱西市等8个县(市)，
帮扶对象为8县(市)已纳入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范围且生产生活
存在特殊困难的部分农村移民，共8773户28652人。其中，东平县4816
户16658人，泗水县1240户4158人，临朐县277户724人，曹县418户
1319人，莒县643户1519人，邹城市672户2303人，新泰市98户263
人，莱西市609户1636人。中央将从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结余资
金中补助我省42978万元(人均1 . 5万元)，用于移民建房，国家补助的
住房建筑面积为每户60-80平方米。试点工作所需的其余资金由我省
统筹解决，原则上省级投资不低于中央补助资金。

□记者 吴宝书 报道
本报菏泽讯 菏泽市纪委日前对近期查处的6起公车私用、大办

婚庆收受礼金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对相
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分别是：

巨野县农业局农广校副校长、局能源办负责人程潜违规使用公车
问题。2013年9月份以来，程潜时常把局能源办所属公车擅自开回
家，违规停放在巨野县某家属院内，给予程潜党内警告处分。

鄄城县工商局干部仝卫军公车私用问题。2014年1月17日下午，
仝卫军驾驶鄄城县工商局喷有“工商行政管理”字样的公务车辆办私
事。给予仝卫军党内警告处分。

鄄城县旧城镇干部王忠信公车私用问题。2014年1月19日上午，
王忠信驾驶旧城镇政府公务车辆到鄄城县某家电购买私用物品。给予
王忠信党内警告处分。

市开发区佃户屯办事处杜桥社区计划生育专职副主任崔翠萍违反
工作纪律问题。崔翠萍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职
责，对办事处交办的工作任务漫不经心，甚至拒不执行，属典型的
“庸懒散”行为。给予崔翠萍撤职处分。

牡丹区皇镇乡张屯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张福田大办婚庆事宜问题。
2014年1月8日，张福田在其子结婚时宴请亲属以外的人员并收受礼
金。对违规收受的礼金予以没收，并给予张福田党内警告处分。

曹县邵庄镇中学校长姜晓伟等违反工作纪律问题。2014年1月15
日中午，姜晓伟带领其他7名教师在曹县城区某酒店用餐并饮酒，且
下午未能按时上班。给予姜晓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撤职。对其他7
名教师贾忠伟、邵爱菊、王真、李保志、李忠、朱庆华、蔡喜成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

颜世元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推动全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我省纳入全国大中型水库

移民避险解困试点
◆帮扶对象涉及8县（市）28652人

◆人均中央补助1 . 5万元

菏泽市纪委通报6起违反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 本 报 记 者 王德琬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泗水县苗馆镇偎泉村坐落于老寨山山
脚下，村庄远近有二十几座山头，山头虽
不高，却隔绝了外界的繁华和喧嚣。

乡村医生刘庆民扎根这个山村35年，
不论狂风暴雨、黑夜静寂或路途崎岖，他
24小时随时出诊，至今已骑坏了6辆自行
车、7辆摩托车；他对村民实行先看病后
交钱，村民欠条足有1880张，数额达9万
元；他被诊断为膀胱癌，术后不久又继续
走村入户为村民看病……

救命的要紧事

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1977年，高中毕业的刘庆民在村里当
上民办教师，“每月9块钱工资外加5分的
工分，既能养家糊口，又颇受人尊重。”
可突发的一件事却改变了刘庆民安于现状
的想法，更影响了他的一生。

1977年底，村里一位孕妇生产时大出
血，十里八村没有一名医生，孕妇的家人只
能用架子抬着她送往30里外的县城医院，
只走到一半路，这名孕妇便走了。时隔三十
多年，刘庆民谈及此事仍旧唏嘘不已：山里
人如何提高生命的质量？17岁的刘庆民毅
然辞去教师工作，先后师从两位乡医，学会
常见病的诊断及用药知识。1979年，20岁的
刘庆民在偎泉村开办了第一家卫生室，这
也是附近8个村唯一一个卫生室。

今年2月5日，山村被皑皑白雪覆盖。凌
晨一点多，正在熟睡中的刘庆民被一阵急
促的电话铃声叫醒。这个电话是三合寨村
69岁的侯玉刚老人打来的，他突然感觉头
晕，喘不上来气。刘庆民简单问明病情，穿
上大衣，背上急诊包，就往3里外的三合寨
村赶。雪太厚，不能骑摩托车，刘庆民只好
疾步快走。山区的夜晚很冷，可刘庆民赶到
时却浑身是汗。经检查，侯玉刚患有冠心病
和脑梗塞，刘庆民为他口服了速效救心丸，
并注射药物。“这大冷的天你要是不来，我
这条老命可能就没了！”侯玉刚满是感激。

24小时随时出诊，在刘庆民看来，这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从业以来，刘庆民平
均每天都要出诊两三次，有时刚要进家门
又接到患者电话，只能原路折回。刘庆民
说，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从熟睡中被叫
起。“年轻的时候晚上出门也害怕，山路
上又没路灯，我就哼着小曲给自己壮胆，
也不知道哼的啥。”

由于常年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刘庆
民行医路上多次出现意外事故。去年11月
底的一天，他晚上11点多接到急诊，骑摩

托车赶往西刘村时，摔成了轻微脑震荡。
尽管夜诊让他多次吃苦头，可在刘庆民的
心中，乡亲的健康最重要，他说：“这片
村庄本来就偏僻，赶上救命的要紧事，一
分钟都不能耽搁。”

自己看病没钱

却不愿跟乡亲要账

“这三十多年来，村里陆续开过六七家
卫生室的，但时间最长的只撑了4年。如今
只剩下刘庆民坚守在乡医的岗位上。”偎泉
村党支部书记龚长彦告诉记者，“山里穷，
行医挣不了几个钱，都支撑不下去了。”

而刘庆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在他
心中“从未想着通过看病挣钱”。在农
村，农民没钱看病买药常在卫生室记账，
刘庆民从开始行医至今，已积累了满满一
鞋盒的欠条，其中最早的一张是1979年
的，他估算了一下，这些欠条加起来大概
有9万元。“记账单只是一个传统的手
续，不管有没有钱，都要给人看病。”

起初诊所还能收支平衡，但后来因欠
账越积越多，1986年的春天，刘庆民竟然
没钱进药了。

诊所的病人一波接一波，断了药咋
办？妻子包现云提醒他：“把患者欠的账
要一下吧。”这一提不要紧，刘庆民对妻
子急眼了：“你好意思张那口！”这是婚
后刘庆民第一次朝包现云发火。打那开
始，包现云再也不提要账的事，她咬牙卖
掉3只羊，拿出200元帮助丈夫买来了药。

2010年5月，刘庆民被诊断为膀胱
癌，需要手术。尽管工作了30年，可手术
时他家里只有4000元，还差七八千。没钱
就没法做手术，刘庆民依旧没有向患者要
账，而是向亲戚朋友张口借钱。术后不久
他又继续走村入户为村民看病。

得知刘庆民生病了，许多欠账的村民
主动登门还钱。刘家庄村村民刘宪秋就是
其中一位，他今年61岁，患有冠心病，家庭
贫困、无儿无女，和90岁的老母亲相依为

命，母亲又患有皮肤癌，欠下上千元医药
费。听说刘庆民生大病了，刘宪秋就开始
攒钱准备还账，但他一个月仅攒下十几
块。“庆民对我有恩，欠的钱我得还。”
一元、五元……当他把攒下的二十几元钱
往刘庆民兜里塞时，刘庆民说啥也不要：
“这钱我要是收了心里就不踏实。”

“看到生活苦的人，

我心里难受”

去年4月，西刘村75岁的陈兴林干农活
时被铁推车砸伤，刘庆民很快赶到，并联络
了一辆机动三轮车把老人送到医院，“我身
边什么人都没有，庆民就和亲人一样，帮我
垫付了3000元的押金，在院还给我端屎端
尿、擦洗身体，我全靠他了。”说完这些，陈
兴林卷起右侧裤腿，记者看到，他的小腿肿
得有碗口粗，“我年轻时就得了象皮腿，如
今上了年纪，一碰就流血，还很疼，都是庆
民给我处理伤口，一分钱没要过。”

刘庆民说，“我不能看人哭，不能看生
活苦的人，看见了我心里就很难受。”目前
刘庆民为同村的7位高龄孤寡老人提供着
免费的医疗服务，这样一笔开支对他来说
不是小数目，但他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
天职，而帮助别人能让我感到快乐。”

刘庆民心眼好，技术也好。每天，他的
观察室患者都络绎不绝。可自从刘庆民患
病后，精力就一天不如一天。去年2月，刘庆
民把在曲阜中医药学校学习高护的儿子刘
壮壮和儿媳席丽华叫回家帮忙。高护专业
有很好的就业前景，小两口一直想在城市
就业。但刘庆民却考虑着把儿子培养成卫
生室的接班人，对此刘壮壮并不“领情”。

心结的释怀发生在今年春节前，“我
独自去三合寨村抢救一位心肌梗塞的病
人，我给病人作了急救，使他脱离了危
险。”刘壮壮说，“在回来的路上，我想
到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也真正体会到父
亲的良苦用心。”打那起，刘壮壮想着要
听父亲的话，用一生守护村民的健康。

1880张欠条背后的医者仁心
扎根山村行医35年，刘庆民坚持先看病后付费，攒下未收款9万元

补贴资金少 灌溉成本高 市场风险大

种粮大户春耕时节盼“活水”

□新华社发

4月26

日，聊城市

茌平县贾寨

镇村民在给

雨后的麦田

施肥。

□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张 波

高唐县尹集镇徐官屯村的侯廷涛，
本是做农机销售生意的，去年流转了
500亩土地，并注册成立了家庭农场。

“经过一年试验，才发现种粮大户
挣钱并不容易。”4月26日，淅淅沥沥
的春雨中，看着自己的500亩绿油油的
麦田，侯廷涛有些失落，“流转土地之
前，我在网上看到，国家奖励种粮大户
230元/亩，但我流转的那一年，政策就
变成了一次性奖励100元/亩，而我签订
了15年的土地流转合同，每年每亩地才
合6 . 6元，加上小麦补贴的125元/亩，
这就是我目前每亩地能够拿到的所有奖
补。我也算了一笔账，种子、化肥、农
药、水电等等加起来，每亩地支出954
元，这还不包括每年我支出的雇工费及
土地流转费用。”由于今年浇水稍迟了
些，小麦可能无法达到预期产量，侯廷
涛已经做好了赔钱的准备。

阳谷县闫楼镇姜庙村的李俊文流转
了1035亩土地种粮。因为应用了小麦
“一喷三防”、玉米“一增四改”、秸
秆还田等新技术，其粮食单产较全县平
均水平高出15%。既便如此，他也遇到
了苦恼：“一冬天没降水，是有些旱
了。由于农田水利建设跟不上，去年我

的800亩大方，黄河水引不过来，打井
取水来不及，成本也高，旱得厉害。我
只好通过铺管子的方法，从好几里外的
地方把水引过来，这样算下来，每亩地
光浇灌就得花60多块钱，而以前每亩只
需要10来块钱。”

“土地每年产出的利润虽然不高，
但还算稳定，加上中央1号文件提出，
鼓励和支持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流转，这更给了这部分
人希望。”高唐县农业局工作人员么传
训说，“很多人想通过流转土地搞农业
赚钱，但这个钱怎么赚？关键要看当事人
的理念。以种植业为例，很多种粮大户往
往选择单一品种，比如种小麦就全部种
小麦，种苗木就全部种苗木。粮食效益
低，但受国家保护，风险小；经济作物效
益高，但风险大。如果选择粮食与经济作
物搭配种植的栽培模式，可以避免一部
分损失，甚至还能提高一定的收益。”

么传训告诉记者，因经营不善“落
荒而逃”的种粮大户并不鲜见，很多是
因为误解了国家的奖补政策。“想通过
流转土地获得国家奖补资金的人比比皆
是。但换个角度想，这些敢于流转土地
的人，依靠什么资金支撑呢？就目前来
看，他们依旧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国家
既然支持和鼓励大户发展，配套政策却
没有明确且连贯地实施起来。这成为了

当下种粮大户们面临的一潭‘死
水’，如何有效激活这潭‘死水’，
还要依靠配套政策的及时落实。”

么传训依旧以种粮大户为例：
“保证种粮大户的利益，是值得考虑
的问题。我觉得，既然鼓励和支持，
那么相关配套政策可以选择进一步向
大户倾斜，不要大户小户‘一刀
切’。比如说，一个农民就种了4亩
地，每亩地补助10元，那么一年也就40
元，如果每亩地拿出2块钱给大户，大
户补助12元，因大户土地基数大，这2
块钱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大数目了。”

阳谷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丁祥
祺，研究农村工作多年，他介绍：
“种粮大户经过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
营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市场风险。
一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自然特
点，如遇有灾害性天气或市场产品过
剩，几乎必然亏损，规模越大，亏得
越多。二是缺乏‘组织感’，即单体
面对庞大的市场。种粮大户基本都是
单兵作战，土地、农资、技术、劳
务、产品、销售等等，事事操心，显
得力不从心。业主因投资失败和市场
变化等原因，不能及时兑现农民租
金，农民流转收益存在风险。这将给
流转双方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这些问
题需要探索解决的办法。”

3月4日，本报《济宁新闻》刊发
的刘庆民事迹报道。

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

等，提振了种粮大户的信心。目前，我省各地都已开始春耕生产，种粮大户

却面临着资金、灌溉、市场风险等种种难题……

（上接第一版）省气象局局长史玉光分析：降雨有效增加了土壤墒
情，对小麦抽穗扬花及后期的灌浆十分有利；降雨为花生主产区的播
种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棉花苗期生长及蔬菜、果树的幼果生长有利；
本次降水有利改善环境，对提高空气质量、涵养水源具有积极作用；
降雨显著降低了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对缓解森林防火压力有利。

省气象台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孟祥新表示，平均降水量在25毫米
以上的区域如烟台、威海旱情得到解除，25毫米以下的区域，如潍
坊、淄博、泰安、莱芜、日照、临沂北部等地的旱情将得到不同程度
的缓解，但仍有部分地区旱情持续。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4月28日至5月4日)，全省大部时段以晴
好天气为主，前期气温缓慢回升，5月2日前后有一次降雨过程，全省
大部地区有小雨。

从今年开始我省开展三年大造林行
动，截至4月中旬，全省完成成片造林276万
亩。其中，荒山造林32 . 1万亩；全省新建和
提升改造绿色通道13651 . 1公里，同比增长
97 . 4%；新建农田林网化面积201 . 9万亩，同
比增长21 . 8%。三年大造林行动开局良好，
提前实现了确保今年春季造林完成200万
亩的目标任务。（□张海峰 报道）

今春全省成片造林276万亩

□记者 申红 韩伟杰 通讯员 隋维强 刘政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午饭有四菜一汤，吃完饭还有专门的休息室和活动

室。4月25日下午，济南天桥区北园街道狮子张社区的居民董繁英对“暖
心工程”竖起了大拇指，“71岁了，能在社区里免费吃午饭，可是好。”

当天，2014年全国“暖心工程社区服务站”项目推进会在济南天
桥区召开。会上，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刘光和称，天桥区“暖
心工程”扶老、助老项目走在了全国前列。

去年8月，天桥区堤口路街道率先将“暖心工程”引入社区建设
中，为辖区60岁以上低保户、55岁以上重度残疾等情况的老人提供免
费午餐以及日间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成为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在
山东唯一的“暖心工程社区服务站”示范点。

随后，天桥区在全区搭建统一的“暖心工程”居家养老服务信息
平台，并将“暖心工程”推广到各社区、村居。目前，天桥区已形成
包括社区自建养老服务机构、引入社会公益资金建设、与社会养老机
构合作以及专业化社工服务项目运作等四种形式，形成了“暖心工
程”独具特色的“天桥经验”。

据天桥区区委书记毕筱奇介绍，目前，“暖心工程”已覆盖了天
桥区37个社区的万余名老年人，50多家企业为“暖心工程”提供资金
或者服务支持，形成“政府引导、社区主办、社会参与”的局面，
“在‘暖心工程’推广方面，还要突破活动场所、资金筹措、志愿服
务人员等问题，有人有场地有资金，‘暖心工程’才能越做越大。天
桥区将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暖心工程’社区服务站全覆盖。”

济南天桥区创新社区养老

“暖心工程”覆盖万余名老人

经过近一年的施工修复，青岛栈桥4
月25日试运行开放，迎接市民和游客。根
据文物修缮要求，栈桥修复施工严格按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目前，栈桥加固维
修工程已基本完工，仅剩桥梁段下部排架
的防腐加固仍在赶潮作业。开放后，将全
面禁止各类游船停靠桥体两侧、各类车辆
桥上行驶。（□薄克国 报道）

青岛栈桥试运行开放

日前，新泰市科技局整合权限、人
员、流程等科技服务资源，搭建起“事务管
理、资源共享、企业服务”三大平台，设立了
服务热线，完善科技服务门户网站，增设咨
询台、科技政策通等服务模块，建立起以

“一线一网一厅”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创
新服务中心。（□姜言明 报道）

新泰成立全省首家

县级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4月26日，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
国际竹藤组织园正式开园，向青岛世园会
游客展示竹藤与文化、低碳生活和绿色发
展的密切关系，藉此推动相关国际合作。
来自哥伦比亚、尼泊尔和马达加斯加等20
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汇聚国际竹藤园，共
同见证竹藤园开园。（□薄克国 报道）

青岛世园会

国际竹藤组织园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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