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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高洁 宋伟

枣庄市山亭区开展以“尚德山亭·善小
行动”为主题的道德实践活动，积小善养
大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9月
初，记者在山亭的乡村社区、机关学校采
访，处处感受到开展四德工程建设带来的
文明、和谐和变化。

“六个一千”

践行“爱诚孝仁”

在山亭区新落成的文化休闲广场道德
文化园里，竖立着20多块道德展示牌，其
中一块介绍的是在京企业家孙厚河，先后
捐款200万元支持家乡桑村镇桑村村修路。
在他的影响下，八旬老人拿出养老积蓄,小
学生拿出了压岁钱，残疾人刘中成硬是拄
着双拐把200元钱捐了出去，全村410多户村
民自发捐款80多万元，硬化村内道路10余
条，彻底解决了村民的出行难题。

这些巨幅“广告牌”，向人们广而告
之的都是“凡人善举”。记者看到，一些
大人驻足浏览，孩子刨根问底，善的种子
就在一问一答中慢慢生根萌芽。

如何推动四德工程建设？山亭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刘侠认为：虚功实做，按照
工作项目化理念，在落细、落小、落实上
下工夫。

围绕“爱诚孝仁”的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他们实施了
“六个一千”道德实践活动：即评选1000
名道德模范，设立1 0 0 0个善行义举四德
榜，举办1000场道德讲座，举办1000场道德
文艺演出，放映1000场优秀电影，帮扶1000
个困难户。今年3月底，在全市率先实现全
区273个行政村居善行义举四德榜全覆盖，
建榜率达到100%，90%以上的自然村和企事
业单位建设了善行义举四德榜，全区共建
善行义举四德榜1038个；四德工程建设责
任状、赡养协议签订率达到98%以上。开展
了“十佳好婆媳”、“十大孝星”、“文
明诚信工商户”等各类评选活动，评选表
彰了3 0 0 0余名各级各类道德模范；在机
关、学校、村居设立道德讲堂，成立道德
模范宣讲报告团，身边人讲身边事，在全
区巡回宣讲1056场次；全区77家“庄户剧

团”，创作编排了《连心肉》、《考媳
妇》等宣传道德新风尚的快板、小品、戏
剧等20多个节目，在农村巡回演出1160场
次，教育引导大家崇德尚善。

孝德储蓄卡里

填孝心

“1月1日，新年第一天陪父母逛街吃
饭；2月5日，去父母家看望；3月10日，陪
父母到翼云石头部落旅游……”记者在山
亭区国税局职工“孝德储蓄卡”上，看到
了该局信息中心员工张伟的“2014年孝心
详单”。

76名职工都在用爱心填写着孝心，爱
老敬老蔚成风气。每名退休职工生日到来
时，都会收到局里赠送的一束鲜花、一盒
蛋糕、写满领导和同事祝福的贺卡。

“善小行动”是山亭区打造道德文化
品牌开展的主题活动，鼓励人们从小事做
起，从细节入手，转变行为习惯，培养良
好道德风尚。

9月1日，山亭区翼云中学开学第一
天，新生们接受的教育很简单，诵读《学
生日常规范三字经》：“见废纸弯腰抢，
地面净 校园香；回家中 学莫忘，做家
务 帮家长；烟酒赌 害人狂，不接近
身心康……”在教室走廊里，贴满了学生
们的手抄报，讲述的都是自己假期里的善
小行为。

山亭供电部开展“善小班组”建设，
农电工们不仅收电费，而且还为行动不便
的老人代买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小到一把钥匙，大到价值上万元的
手提电脑，一年来，我们单位已经发生了
200多起拾金不昧的事情。”在换乘中心站
场调度站，山亭骐骥公交客运公司经理王
宜建指着交接记录本介绍：“你瞧，昨天
鲁D33688车司机刚给调度室送来一个包，
里面有医院诊疗证明等物品，失主拿到后
非常感激。”

“怀感恩心，做诚信人”教育实践活
动、“我为父母献孝心”家庭实践活动、
“心连心，同步走”志愿帮扶活动、“携
手清洁，净化家园”活动、“小细节，大

文明”道德实践活动等八大主题实践活
动，让52万山亭人民传递善小的力量，培
育文明新风尚。

3000多贫困儿童

有了“代理妈妈”

立在最显眼处的善行义举四德榜，是
山城街道刘庄村村民光顾最多的地方。前
不久，45岁的村民孙庆周在外地打工返家
后，看到家乡的环境、村风变化很大，非
常激动，也想成为“四德榜”中的一员。
他看到村里没有路灯，大伙晚上出行不便，
就捐款3万元，为村里安装了10盏路灯。

普通人的善行义举正在感召着人们效
仿，涓涓善小细流正在汇聚成河。人们自
觉将道德实践活动细化并融入到日常工
作、生活中，从点滴善行做起，热心公
益，美化家园，扶贫济困，和睦友善，已
成为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价值追求。目
前，全区志愿者队伍和山亭义工协会发展
到1 . 2万余人。

39岁的北庄镇东洋泉小学教师郭玲建
立“代理妈妈”网站，关爱帮扶单亲留守
儿童。目前，全区“代理妈妈”已有1800
余人，设立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和留守儿童
成长站90余处，救助贫困儿童3000余人。

子女踊跃为60岁以上的父母购买“孝
心保单”2 . 1万份，共赔付200余件，赔付金
额30余万元，为老年人构筑了又一道养老
保障网。

机关干部帮扶困难户，营造“践善
行，传美德”机关环境。全区38名县级干
部、1088名科级干部和331名普通干部，建
立联包困难户对子1 4 5 7个，累计帮扶资
金、物资折款达43 . 7万元。在全市2014年第
一次科学发展综合考核群众满意度电话调
查中，山亭区继去年实现“三连冠”后再
次位居全市第一。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赵永斌 董大震 报道
本报高唐讯 9月4日，在北京打拼52

年的高唐县姜店镇尚官屯村的刘海滨回乡
过中秋节，刚一进村便被文化广场上的石
碾、石磨吸引住了。看到儿时的碾粮工具
成了村里的“艺术品”，刘海滨竟眼泛泪
花，他赞不绝口：“这个创意非常好，既
留住了乡愁，还美化了村庄，俺觉得这些
比大城市的广场雕塑还强百倍。”

今年69岁的刘海滨告诉记者，他的父
母过世早，由于小时候家里穷，17岁那年
他毅然选择去北京打拼，如今在北京已成
立了一家设备租赁公司。“这一晃50多年
过去了，尽管生意越做越大，可乡愁却越
来越浓了。也许是上了年纪，这几年，每
到中秋、春节，俺就想回家看看，今天看
到这些石碾、石磨，真是百感交集、回味
无穷啊！”刘海滨激动地说。

“功能尽失”的石碾、石磨等老物件
如何变身村头“艺术品”的？还得从高唐
县开展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说起。今年以
来，高唐县财政累计投资3330万元，初步

实现了垃圾“户集、村收、镇街运、县处
理”，以及垃圾清运处理全方位覆盖和日
产日清。村子变干净了，道路变顺畅了，然
而，很多村民却觉得缺少了乡村特有的味
道。“清理村卫生环境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
石碾、石磨等老物件被村民当成垃圾丢弃在
门外。经过一番思考，姜店镇决定把它们收
集起来，用以装饰村容。”姜店镇党委书
记刘泰东说，镇里专门组织工作人员清点
了磨盘、石碾、石磙等各村的老物件，进行
简单的艺术加工，或将其刻上村名立在村
头成为颇具特色的村标，或把其“请”进
文化广场摆成各类艺术造型，有斜躺的、有
立着的、有三五个凑在一起成五环造型的，
还有的在石面上刻上了各式各样的图案，匠
心别致的设计，成为乡村独特一景。

没想到，姜店镇的做法立即引起了县
领导的重视 ,这项工作很快在全县全面推
开。据高唐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学宏
介绍，截至目前，全县已收集石磨、石
碾、石滚等民俗物品2000余套，均被整理
成造型别致的村庄“艺术品”，亮相于村
头、村广场等显眼位置。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刘汉功 王恩标 报道
本报东明讯 在去年4月省市县乡选派108名党员干部到农

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基础上，东明县最近又从县乡增派298名党
员干部到村任职，实现了村村都有第一书记。

据调查，近一年多来，有第一书记任职的村庄，基层稳定
得到了加强，基层班子更加稳定。仅一年时间，共发展党员
103名，培养后备干部557名，调整选配“两委”成员12名，健
全管用制度438个，使村党组织班子的整体合力和党员队伍活
力进一步增强，结构进一步优化。

这些村庄的基础设施得到新提升。新建活动场所56个，改
扩建47个，完善设施配套80个。全县统筹推进水、电、路等工
程建设项目201个，完成投资936 . 3万元，帮助13个村修路26 . 57
公里，帮助7个村进行电网升级改造，帮助23个村通水，安装
路灯568盏，解决其他“五通十有”问题152个。

第一书记们还积极开展了义诊、助学、走访慰问等活动，
真诚地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先后共筹集慰问金96 . 7万元，帮助
1200余户贫困家庭解决生产生活难题。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科
技、文化、卫生、法律宣传下乡活动160余次，不断丰富群众
的精神生活。化解矛盾纠纷120余件，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
和谐稳定。

第一书记们从实际出发，以发展种植、养殖业为重点，积
极培育富民产业，培植养羊、养狐狸等特色产业21个，引进致
富项目45个，同时做好政策争取等工作，初步探索出一条推动
村级集体经济持续稳定增收的好路子，共增加村集体收入
188 . 8万元，收入3万元以上的村达到172个。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李玉胜 郝坤 报道
本报乐陵讯 8月26日，在乐陵市市中街道办事处中苑社

区便民服务室内，社区居民马晓磊正在挑选适合自己的就业岗
位。原来，几天前还在为找不到工作发愁的马晓磊，在社区便
民服务室内填写了自己的个人求职信息，工作人员将其上传到
就业服务信息网后，很快就有6家企业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业服务，真是方便多了。”看着
一个个待遇不错的就业岗位，有点挑花眼的马晓磊高兴地说。

近年来，为方便百姓便民服务事项的办理，乐陵市不断将
便民服务的触角上衔下延，设立市级便民服务中心，将与老百
姓息息相关的业务纳入窗口集中办理。此外，该市还在17个乡
镇街道成立了便民服务大厅，为老百姓提供惠农补贴、法律咨
询、农村土地、低保、民生救助等多项服务，提高了为民办事
服务效率。

“群众的安危冷暖、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有时看起来是
小事，但小事不小。哪怕是盖个章、办个证、指个路的小事，
都是最生动、最具体的践行群众路线。”乐陵市委书记鄂宏达
说。该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为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
里”，率先在郭家社区、市中中苑社区、寨头堡等5处设立了
村级便民服务室，主要承办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就业服务、矛盾纠纷调解等便民业务，使全市“市乡村”
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已具雏形，部分群众实现了“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市”。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该市深入群众倾听民声，建立了
整改问题台账，各部门出台的一系列便民行动举措，给群众带
来了看得见的便利和实惠。据统计，目前全市已整改问题658个，
905个问题正在整改。便民服务合理诉求满意率99 . 8%以上。在7
月份全省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中，乐陵列德州各县市第1位。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进 卢新典 报道
本报莱芜讯 新学期伊始,在通往莱芜市钢城区汶源街道

桑家庄村的大鼻子校车上 ,校车照管员正引导小学生们朗诵
《弟子规》。钢城区以校车车厢为载体,把“道德讲堂”的形
式与内容移植到了车厢中。

钢城区现开通大鼻子智慧专用校车40部，承担着全区3000
多名中小学生上下学的接送任务。为加强校车文化建设，钢城
区以校车为载体，通过开展系列活动，将德育教育融入到校车
流动课堂活动中，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学生更加安全、
更加健康、更加快乐的成长。

流动的“道德讲堂”针对中小学生的思想实际和心理特
点，充分利用接送学生上下学的途中时间,开展三分钟演讲、
诗文诵读、成语接龙、时事辩论、歌声嘹亮等车厢文化活动，
展现学校新风貌。利用车载电视，播放爱国主义影片、廉政公
益广告、安全动画片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提升学生文明素质。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市

乐陵三级便民

服务体系现雏形

钢城：校车上打造

流动“道德讲堂”

增派298名党员干部到村任职

东明村村都有

第一书记

打造道德文化品牌从大处着眼，小处、实处、细处入手

山亭：积小善养大德

道德建设创新案例（5）

山亭区为春秋早期小邾国所在地，
因崇德尚善、民风淳朴，被誉为“东方
君子之国”。新时期，如何传承发扬优
秀传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我们经过研究提炼，提出了打造
“君子之邦·尚德山亭”道德文化品牌，
建设更加富裕秀美和谐的“幸福新山
亭”。

打造尚德山亭道德文化品牌，必须
虚功实做，大处着眼，小处、实处、细
处入手。古人云：毋以善小而不为，毋
以恶小而为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小善定能积大德。

水滴石穿。相信善小的力量不断累
积、汇聚，浩浩荡荡的文明新风将遍吹
山亭城乡大地。

■书记点评

尚德山亭 善小为之
山亭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常胜

留住了乡愁 美化了村庄

高唐老石磨变成乡村一景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刘昌勇 报道
本报威海讯 “最喜欢南海新区优美

的自然环境，生活在这里感觉特别舒
服。”来自俄罗斯的维克多对威海南海新
区一见钟情，目前已带领全家人在这里买
房定居，享受惬意的滨海养生生活。威海
南海新区备受像维克多一样的国际友人青
睐，他们在这里圆了自己的“宜居梦”和
“创业梦”。

清新的空气、金色的沙滩、干净的城
市、完善的服务配套是威海南海新区最为
吸引国际友人的因素。维克多介绍，自己
患有糖尿病，在俄罗斯常年吃药治疗，而

在威海南海新区休闲度假时病情得到极大
缓解，女儿卡莎也特别喜欢在大海边踏浪
嬉水，这些都促使他决定留下来。维克多
初到中国，对办理房产证等手续一窍不
通，而威海南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
人员为他提供了细致周到的服务，耐心解
答他的疑惑，让他一家顺利成为南海新区
的“洋移民”。

让国际友人动心的不仅仅是这里的养
生居住环境，威海南海新区的发展前景更
让他们充满信心，纷纷带上先进技术和科
研成果前来投资创业。

来自比利时的约翰·费阿德里安·文教
授是太阳能光热发电领域的专家，他被威

海南海新区重视人才、开放创新的氛围深
深吸引，带领研发团队在南海新区开发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镀膜技术，成为全球
三大太阳能光热发电关键部位尖端技术的
拥有者之一。“南海新区完善的服务配套
和优惠的扶持政策，让我们在创业路上少
走了很多弯路，为企业快速发展创造了优
质环境。”约翰·费阿德里安·文说。他的
事业在威海南海新区腾飞，家也安在了这
里，并且还有了自己的小宝宝，成为名副
其实的“南海人”。

如今，威海南海新区犹如一块强力磁
铁一样，吸引着韩国的有机肥、化妆品等
多名行业专家前来创业，他们把项目放进

蓝色创业谷进行孵化，在威海南海新区圆
了“创业梦”。

在天润动力装备南海产业园，随着曲
轴铸造、锻造项目的快速推进，来自德
国、韩国的工程师也从中找到了施展个人
才华的舞台，在为企业指导安装调试先进
装备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充分就业。

“威海南海新区对外开放的脚步在不
断加快，将会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前
来创业就业。”威海南海新区管委负责人
介绍，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已与北京交
通大学达成合作办学意向，将在北京交通
大学威海校区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引进更
多优秀的国际人才到威海南海新区。

养生宜居环境+投资发展前景

威海南海新区圆“洋移民”创业梦

□记者 董卿 通讯员 李晓飞 张洪玉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在日照市东港区，提起王家寨社区的王秀

英，熟悉的群众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那真是个热心人
儿！”。从40岁开始，她就热心为村里的妇女们排忧解难、化
解邻里纠纷，仅书面调解成功的案例已达118件。今年8月底，
经过社区群众一致推选，她又被聘请为“大嫂调解员”。

为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延伸人民调解组织网络的“触
角”，东港区司法局、东港区妇联自8月15日起，在全区583个
村(社区)调委会各聘任1名妇女干部为“大嫂调解员”，参与
辖区内人民调解工作， 9月中旬全部上任。

“大嫂调解员”对年龄没有严格限制，每三年聘任一次，
可以连续聘任，由各个村(社区)的调委会选出。当选的“大
嫂”，要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公道正派，在村民和市民中有一
定的威信，能够和大家打成一片、深入民心，并具有一定的法
律、政策和文化水平。

据东港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介绍，“大嫂调解员”走的是民
间地头，为老百姓办实事。如果邻里间、夫妻间有了矛盾，她
们就来帮着解决，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外，她们也是老
百姓的“信息传递员”和“法律咨询师”，通过宣传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大家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

截至目前，全区已有410位“大嫂调解员”上岗，调处各
类矛盾纠纷668件，成功率达99%。

东港区583名

“大嫂调解员”上岗

□李宗宪 报道
山亭区志愿者开展“讲文明、树新风、进校园”活动。

□赵永斌 董大震 报道
姜店镇村民在感受石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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