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董 卿
本报通讯员 张建锋 辛有东

在“危楼”里

办公的县委机关

“县委、县政府机关综合办公楼从1984年
开始使用，由于建得早，近年来外墙很多地方
都裂了缝，不得已用水泥修补后，又重新涂的
料。”莒县行管局局长赵廷全告诉记者，并拿出
了一份落款为2012年3月10日的鉴定报告。

这份由山东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出具的报告显示：莒县县委、县政府综
合办公楼为四层砖混结构，采用预制空心楼
板，该工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投入使
用至今，已近30年。经综合分析，该工程结构属
于适修性很差的结构，加固后的技术经济效果
差，使用年限受限，建议重建。

“参加工作之前，特别向往能拥有一间宽
敞明亮的办公室，到县委组织部工作后，不仅
愿望没实现，反而还得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格外
小心，拖把不能太湿，否则就容易渗到楼下的
办公室。”县委组织部一工作人员向记者“吐
槽”，有年夏天，连续几天大雨，雨水渗进了办
公室，导致靠墙的档案资料被水渗透，搬出来
晒了好几天。

“其实，建新办公大楼对县财政来说不是
件难事，但县委一次次打消了盖楼的念头。大
家认为有了钱应该先想着群众，早办、办好让
群众的事。”县有关领导说。

民生支出年年递增

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近年来，莒县的民
生投入一直保持高幅增长，一组数字可以佐
证：2011年，莒县地方财政收入5 . 9亿元，民生支
出8 . 6亿元；2012年，地方财政收入7亿元，民生
支出11 . 7亿元；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9 . 28亿元，
民生支出13 . 2亿元；2014年，投入民生领域的资
金预算达到16亿元。

2011年上半年，全省开展新农保工作伊
始，莒县并未被列入试点。为了早办、办好让群
众得实惠的事，经测算，如果为全县60周岁以
上农民发放基础养老金，县财政当年度将增支
近1 . 2亿元。

一边是群众的热切期盼，一边是部分机关
干部的不理解不支持，认为应该尽快改善办公
条件，在这样的场所办公“太丢人了”。

为此，莒县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连
续几天反复征求意见，做思想工作，最终决定
大力调整支出结构，县直机关日常支出减少
10%，临时性经费和公务购车一律不批，自筹资
金为全县15 . 6万名60周岁以上农民发放了基础

养老金和参保缴费补贴。
教育、医疗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莒县让

他们“敞开肚皮吃饱”，每年因退休、调动等空
缺出的人员编制，90%以上都“破格”倾斜给了
教育和卫生系统。特别是教育投入始终保持
25 . 5%的增幅,近两年, 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更是
高达30%。

编制“转移性增肥”的同时，教师等民生事
业单位人员的待遇也逐年攀升。2000年参加工
作的莒县店子集镇中心小学教师曹艳深有体
会，从2007年起,她已经先后经历了9次涨工资
及津补贴,现在，她每个月的工资比在县直部门
当公务员的丈夫高出近700元。

不盖办公大楼盖起博物馆

只要是群众受益的事情，莒县都格外“大
方”。原莒县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苏兆庆先生亲
眼见证了博物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76年
博物馆刚成立的时候才20平米，后来，逐渐发
展到200平米、2000平米，现在到了20000平米。”

2009年竣工的莒州博物馆投资8000余万
元，是山东省三大县级博物馆之一，如今已经
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弘扬莒文化
的科普基地，先后接待了县内外逾50万群众免

费参观学习。
与博物馆配套建设的文化广场，集生态、

娱乐、文化、健身于一体，最多可容纳1万余名
群众休闲娱乐。如今，在莒县，文心广场、莒人
广场、沭河湿地公园、柳清河人工湿地等一大
批广场、公园越建越美，群众闲余饭后可选择
遛弯儿的地方越来越多。

社会保障体系“大网”也越织越密：所有卫

生医疗机构全部实行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农
民参合率达到99 . 9%，仅去年，莒县新农合就为
参合群众补偿医药费用2 . 81亿元，受益465 . 53
万人次；失地农民喜领“退休证”，全部纳入城
镇职工社会保险；“全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
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实现了提标扩面、
应保尽保、应助全助。

30年来，莒县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一届届更换，学校、医院、广场等一批批民生设施相继建成，

办公场所却一直是座“老”建筑———

八任县委书记用的是同一间办公室
□ 本报通讯员 李雅芹 刘慧婷

本 报 记 者 赵洪杰

阳信金阳街道东刘村是一个只有108户的小村
庄，一直未通公路。村民出行时“晴天一身土、雨天
一身泥”。上个月，翘首以盼的好消息终于在村民中
传开：要修路了。

但是修路款还差一些，需村民捐一部分。捐款第
一天上午，今年70岁的村民刘呈祥第四个到场，拿出
了2000元交给村主任刘文海。他手里攥着钱，眼睛有
些湿润。东刘村的人都知道，刘呈祥是低保户，四年
前就患上了严重心脏病。而接连不断的家庭变故，让
他成为这个祖孙三代的五口之家唯一的顶梁柱。

10年前，在塘沽打工的儿子突然倒在自家的门
口，而且是跑了几百公里回来，这是抑郁病的先兆。
没几年，儿媳又查出患了肺癌，不到四年，癌细胞迅
速扩散，目前已经转移到大脑，采访时她已经倒在床
上50多天了。

去年春天，原本和刘呈祥一起吃苦受累的老伴，
在梨园采梨花准备给自家的梨树授粉时，突然晕倒，
后确诊为脑血栓。从那以后，只能瘫痪在床，半边身
子不能动。孙子在银高中学读书，今年参加中考，每
周三和周末都会回来看看重病的母亲。提起他，刘呈
祥老人长吐出了一口气：孙子是他的希望，是这个家
的希望。在东墙上，一墙的奖状就是老人的慰藉。

“我的家庭是很贫困，但灾难都发生了，就要面
对，再难过也要想办法克服。”老人对记者说，修路
是全村人的大事，自己虽然不是党员，但年轻时干了
20多年的生产队队长，家里再困难，这个头也要带！

在这份特殊捐款的感召下，东刘村三天时间就凑
足了剩下的修路款，公路在村民们热切期盼的眼神注
视下，破土动工了。

30年来，尽管我们莒县经济社会取得了
很大进步，但历任县委县政府艰苦朴素、倾
心为民的“接力棒”始终没有丢。近年来，
我们在加快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时刻
坚守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继承和发
扬艰苦奋斗精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全
县工作的第一目标，时刻关注广大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加快建
设富裕和美莒县过程中让群众享受最大“红

利”。
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需要我们继

续传承好“接力棒”，坚持廉洁、公道、正
派的生活和工作准则，认真践行“明于识、
练于事、律于己、利于民、忠于党”的铭
言，以身作则，当好表率，带头营造风清气
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在发展民生经
济、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再接再厉，实现经济
发展新跨越，民生事业新进步。

■书记点评

抓牢倾心为民的“接力棒”
莒县县委书记 刘守亮

6月3日，作为2014年12件为民办实事之一的项目，莒县新建文心高级中学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正在进行内部装修，9月份将投入使用。据悉，该学校
投资1 . 48亿元，能容纳3600名学生就学。至此，莒县的高中学校总数达到5处，年招生能力可达6000人以上，能够有效满足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
需求。

像这样的实事，仅2011年以来，莒县就已先后办了44件，累计投入近50亿元，涉及学校、民居、医院、文化广场等民生设施。
一边是民生设施投入的“大手笔”，一边是莒县县委、县政府办公条件的“寒酸”。就连现任县委书记刘守亮办公的地地方也是连续8任县委书记一直

使用的旧办公室，面积不足15平方米。初到这间办公室办公时，工作人员要更换办公桌椅，被刘守亮善意制止：“桌椅还能用，更换没必要。”县委委、县政
府领导班子成员更替不换办公桌椅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

寻找最“美”县委大院⑽

古稀老人撑苦难家庭

仍不忘捐款修路

2014年6月15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梁利杰 宫 梅

电话:(0531)85193376 Email:jzb@dzwww.com县域6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李 娜

全省第一、全国第二移民大县东平，涉及全
部14个乡镇(街道)，468个行政村，人数接近25
万。祖祖辈辈以渔业为生，一旦失去了赖以生存
的手段，尤其是那些无地移民，他们是如何生产
生活的呢？当地政府对此又采取了哪些创新性
举措？记者近日走村入户，进行了探访。

以产业项目带动自力更生

5月20日上午，记者来到有着5万移民的移
民大镇老湖。老湖镇西三村是一个典型的无地
村，其特色养殖小有名气。在特种动物养殖小
区，记者随意走访了50岁的赵爱方。

他告诉记者，以前出去打过工，也在家里养
过水貂、狐狸，但因环境受限，规模上不去。2011
年，县移民局利用移民资金，投资240余万元建
起了这个养殖小区，配套完善后交给了村里。村
里以每户每年1万元承包给村民，赵爱方是首批
入住小区的，饲养水貂、蓝狐、白狐等多个品种。

2012年、2013年，老赵每年的纯收入都在
20万元以上。如今，他不但在老家建了五间新
房，还在县城光大小区买了120多平米的房
子。据悉，像老赵一样，村里在县城买房的已
有四五十家。

临走，赵爱方特意领记者来到后院的库房，
这里停放着他给儿子新买的朗逸车，4月份刚刚
开回家，一共花了15万元。采访中，老赵始终憨
笑着，看得出对生活的满足。

据悉，除了发放每年600元的移民直补，东
平县更看重的是项目带动，增强移民自力更生
能力。在产业布局上，当地按照“一村一品，一乡
一业”的原则，结合资源和传统优势，打造优势
产业链。类似西三村产业项目，近几年全县投入

1 . 6亿元以上，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
仅在麻鸭产业培植上，东平就建设了13个

养殖区、500多个养鸭大棚，交付给移民村无偿
使用；在食用菌产业培植上，为移民村依山开挖
土洞208条，养殖的鸡腿菇占领了北京新发地农
贸市场70%的份额。

在移民资金的利用上，当地尤其注重向主
导产业的大项目上投放。移民避风港码头紧挨
着远近闻名的水浒影视城，是具有游客集散中
心功能的综合型码头。因为位于展营村与七里
铺村之间，两村村民便借助有利地理位置，从事
旅游服务业及湖产品交易，仅码头服务区就为
当地群众提供了600个就业岗位。据悉，移民避
风港码头投入使用以来，共接待游客280万人
次，实现移民收益近1亿元。

初步统计，去年仅旅游一项，全县无地移民
村总收入就达到8000万元，人均纯收入2万元以
上。

2008年，沿湖8个乡镇特困移民群体人均纯
收入仅2260元。至去年年底，已提高到5670元。

以资金技术增强可持续发展

在东平县州城街道小东门村，记者遇到了
43岁的村民朱军，他带记者来到了他的织布厂。
偌大的厂房，一排排织布机正在轰鸣运作，却只
有三四个女工在其间穿梭。

“我们的织布设备是全自动的，不需要太多
的人工。”朱军自豪地说。在6年前，这里还是一
个只有4台机器的家庭小作坊。

朱军来自一个移民家庭，父辈时迁到州城
街道。像朱军这样的移民，在小东门村有742人。
村支书段思华对这些“无根无底”的移民格外关
心。听说朱军想扩大生产，苦于没有资金。他主
动以个人的名义作担保，为朱军从银行贷款20
万元，解了燃眉之急。目前，朱军的厂子已经拥

有了48台先进的织布机器，年收入在60万元左
右。

自2013年起，当地率先实施了“移民创业小
额贴息贷款”工程，着重解决移民群众最迫切的
问题。移民创业贷款是免息的，而这利息则由政
府买单。据统计，全县每年为此项贴息600万元，
能撬动1亿元的移民创业资金。

57岁的陈宝忠同样是小东门村的移民，他
和老伴承包了40亩的鱼塘。“一开始啥也不懂，
鱼苗成活率低，光赔钱，干着急！”陈宝忠对记者
说，“后来，去县里上了个养鱼培训班，把技术学
到手了，如今每年至少也能赚个十五六万元。”

为解决移民群众文化程度偏低、缺乏技术
的难题，当地结合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制定
了专门的移民培训计划。仅去年就组织开展了
月嫂、焊工、挖掘机操作、水产养殖等行业培
训4800人次。并采取课堂教学和实践训练相结
合的方式，将课堂设在田间水边、工厂车间，
让越来越多的移民群众方便快捷地掌握一门致
富技术。

“安居工程”让小渔村

华丽变身

走进东平县商老庄乡的潘孟于村，记者看
到一条条不足两米宽的土路坑坑洼洼，一间间
老旧的砖房破败不堪。风一吹，废纸塑料袋到处
飞，却鲜见几个人影。

面对记者的疑问，东平县移民局局长尚梦
峰说：“这里是昔日的潘孟于村，在外人看来，三
面环湖，风景优美，实际上，村民们的生活非常
艰难。”

潘孟于村位于湖边的小半岛上，全村800多
人挤在20多亩的土地上。前后两家的距离不足
两米，屋里终年不见阳光。一到汛期，人人提心

吊胆。村民靠打鱼为生，风险大，收入少。
而今日的潘孟于新村是什么模样呢？走进

村民潘全荣家。她感慨地告诉记者：“原先的条
件是真差啊！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不到20平米的
小屋里，儿子在大企业上班，也谈了几个对象，
但人家姑娘一看我家那小黑屋，转身就走了！”

记者发现，潘全荣如今住的是足有200平米
的两层小楼。家里装饰精美，儿子儿媳的婚纱照
赫然挂在墙上。“我们是2012年9月搬进新村的，
搬进来没几天，儿子的婚事就成了，亲家来我家
一看，很羡慕！”

在潘全荣家的大门上，一块“渔家乐19号”
的牌子非常显眼。她告诉记者，如今的潘孟于新
村成立了餐饮公司和游船公司，家家户户结束
了打鱼生涯，有的当起了“渔家乐”老板，有的承
包了几条游船，年收入有四五万元。

“生产经营产业化，科技文卫规范化，还有
一个移民住宅社区化，潘孟于的好日子得益于
我们近年来实施的移民安居工程。”尚梦峰说，

“我们结合农村社区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已经规
划建成了新型农村社区96个。同时通过移民扶
持项目，对150个移民村道路进行硬化和亮化，
新建文化广场、卫生所、幼儿园及小学达160处。
将每一分钱都用到实处，极大改善了移民的生
产生活条件。”

据最新消息，今年，针对沿湖特困移民群
体，当地把16000余名移民纳入避险解困试点工
程，争取到中央补助每人1 . 5万元，省、市配套每
人1万人，将设置7个移民安置点，建设52平
米、80平米、120平米三种房型新房。

此外，立足当前、着眼中期的《东平湖库
区产业发展规划》正在进行专家论证，即将出
台。尚梦峰表示，规划将涉及经济、旅游、畜
牧兽医等多个方面，整合各部门资源，有序投
入，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最终彻底解快
移民安居乐业问题。

让25万库区移民“有根有底”
东平“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搭建产业布局，沿湖特困群体年均收入五年翻了一番多

□ 本报记者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周静

“闺女，你来了，俺们大家听说你今天要来，都
等着你呢！” 6月8日清晨，在茌平县韩屯镇中心敬老
院，一位老人看到陈焕芹，高兴地迎了上去。

陈焕芹是一名普通理发师，多年来她坚持定期到
韩屯镇敬老院为老人们义务理发，一理就是二十多年。

韩屯镇敬老院始建于1991年，当时的院民只有15
人。有一次，陈焕芹的理发店来了两位敬老院的老
人，一位是陈焕芹村里的，另一位她并不认识。给村
里的老人理完后，陈焕芹对另一位老人说：“您的头
发也长了，我也给您剪剪吧。”老人却不好意思地
说：“不剪了，俺没钱。”他的话深深触动了陈焕
芹。她说：“您来剪吧，我不要你钱。”

老人走后，陈焕芹想了很久，其中不乏对自己小时
候的种种回忆。“我13岁母亲去世，30岁时又没了父亲，
家里的条件可想而知，多亏了四邻接济；17岁时，我开
始学理发，也多亏乡亲们的资助。我一直都很想找机会
报恩，所以决定为敬老院的老人们义务理发，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说起自己义务理发的初衷，陈焕芹眼
圈红了。

后来，陈焕芹还给自己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每月必须去一趟敬老院。

2008年，韩屯镇中心敬老院正式成立，院民一下
子增加到146人。有时候陈焕芹一人忙不过来，就叫
上儿子、儿媳妇，全家人齐上阵。一天忙不完就两
天，两天还忙不完就三天，直到所有老人都露出满意
的笑容，陈焕芹当月的义务理发才算告一段落。

陈焕芹去敬老院理发时，总喜欢跟老人们聊天，为
他们揉肩、捶背、按摩、修剪指甲。很多老人们都说：“就
是亲生儿女也不过如此！”现在，每到理发的日子，老人
们都早早起床，等着“闺女”来看他们。

陈焕芹为孤寡老人

义务理发20余年
□张建锋 辛有东 报道

上 图：已经使用了30年的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楼目前仍在“服役”中。
右上图：现任莒县县委书记刘守亮的办公室。
右下图：莒县师资水平较高、配套设施先进的乡镇幼儿园。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李建景

5月9日上午，滕州市烈士陵园来了6位特殊的客
人。他们在刚刚建好的无名烈士墓前安放了烈士周文
蔚的遗像和烈士证，两侧摆放了花篮、白酒。花篮的字
带落款是“妹妹周小青、妹夫沈成嵩率家人拜”。

周文蔚1926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县社头乡
于家村，先后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进军鲁西南、血战
孟良崮等大小战斗30多次，是华东野战军一纵队文工
队的指导员，1947年7月在滕县战役中英勇牺牲，时年
22岁。

75岁的周小青打开酒瓶一边向墓碑洒酒，一边流
泪说：“二哥，妹妹来迟了，妈妈在过世前想你、念你。”

解放军渡江后，周文蔚的父母周应财、宫小妹来到
公路旁，面对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南下大军，疯了似的
逢人就问：“你们看到周文蔚了吗？你们看到我儿子
吗？”等了三天，也没有看见儿子的影子。战友史敬业安
慰宫小妹说：周文蔚接受了其他的任务，现在还不能回
家。1949年6月，当地民政部门给周应财夫妇送来了烈
士证，注明周文蔚的牺牲地在滕县。

后来，周应财、宫小妹先后病逝。宫小妹临终前，拉
着周小青的手说：“丫头啊，你一定要到你二哥牺牲的
地方看看，抓把黄土，放在我的墓前，就等于你哥哥回
到我的身边！”

今年3月28日，437具志愿军英烈遗骸被安葬在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新闻报道，促使周小青下定决
心到二哥牺牲地去看看。她在无名烈士墓旁，小心翼翼
地捧起一把黄土，放在一块鲜红的布上，哽咽着说：“哥
哥，回家了。妈妈在老家等了你快70年了！”

5月13日，周小青从江苏打来电话：母亲节的早晨，
金坛市指前镇解放公墓，她终于在母亲坟前撒下了来
自滕州市烈士陵园的一包黄土。

1947年7月，常州籍解放军战士周文蔚

在滕县壮烈牺牲。67年后，

妹妹将一包黄土带回家乡———

“哥，我接你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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