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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孟 一 王浩奇

近日，多位生活在煤矿附近的居民向本
报反映，煤炭在生产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尘
对他们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记者赴城区附近一家煤矿周边调查发
现，运输煤炭和煤矸石的货车存在着种种不
规范现象，煤矿生产和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煤
尘，给环卫工人带来很多麻烦，也令附近村
庄的居民防不胜防。晚上门窗紧闭，早上地
板上仍落满一层灰。很多住户白天不敢开
窗，洗过的衣服也只能在屋里晾干，他们还
经常能擤出黑色的鼻涕。

煤车过后尘飞扬

3月20日，记者来到位于高新区柳行街道
327国道附近的一家煤矿蹲守、跟踪。从327
国道向北通向矿区的小路上停了七八辆大货
车，路两旁被圈划了一些没有名号的小煤
场。煤矿门口不断有运煤的货车进出。记者
跟踪了一辆没有遮盖防护网的货车，亲历了
路上扬尘产生的过程。

这辆车上装载的煤炭看起来湿漉漉的，
很明显被洒过水。货车向东拐到327国道，拐弯
时上面有些质量轻的煤炭被甩出，很快就被
后面跟上来的其他车辆碾碎，煤粉随之被汽
车的车轮带起。路上车辆不断，这样的过程也
不断重演，道路上持续着飞扬的尘土。附近一
家汽车4S店的员工介绍，风大的时候，他们展

厅的新车总会蒙上一层黑色的尘土。
货车一直向东走，不时会有少量小块的

煤炭散落在路面上。行驶了大约2 . 7公里后，
货车突然转向北侧的车道，不顾西行的车辆
向东逆行了大约200米，最后拐进了路北侧一
家名为东庄站货场的院子。记者在此观察，
后来又有几辆拉煤的货车陆续驶进院子，院
子门口的地面和路面上乌黑一片，落满了煤
尘，偶有汽车驶过或阵风吹过，周围立刻
“狼烟四起”。

记者发现，一些拉煤车驶出煤矿后会在
附近路边停下来加盖防护网，没有加盖防护
网的煤车也大多喷洒了水，虽然如此，但车
上还会掉下来煤炭或渣土。这些散落物很快
被过往的货车和其他车辆碾压，成为容易飘
起的尘土、扬尘。从煤矿出来的这条小路上
除了拉煤车，还有拉运煤矸石的车辆。记者
跟踪发现，矿上的煤矸石多被向西运到了附
近的南营村。附近居民说，虽然煤矸石的块
头比较大，但“搁不住大车一个劲地来回
跑，没有尘土也压出尘土来了。”

戴两层口罩还擤出黑鼻涕

去年10月份中旬，记者曾对该煤矿周围
扬尘情况进行过调查采访。当时负责从煤矿
出口到327国道这段道路环卫工作的郝富贵
（化名）告诉记者，这段短短一公里的路上
安排了8名环卫工负责清扫。即便是这样，
因为几乎所有的拉煤车都要经过这条路，货

车过得频繁，有时来不及打扫，掉下的煤渣
就会被压成面，形成扬尘，他自己干上一天
能扫出100多斤的煤。

才干了不到半天，记者看到老郝戴的白
口罩已经变成黑色的了。他说，因为晚上没
人打扫，他们每天早上来到这里，路面就变
成黑的了，一里多的路段能扫出十几堆煤
渣。他每天早上6点多就得过来打扫路面，
否则等车多了就没有落脚的空了。63岁的老
郝说，有时候戴两层口罩都能擤出黑色的鼻
涕，稍一着凉就会咳嗽个不停。

“哐——— 哐”，一辆空车经过限速带
后，从上面掉下来许多煤灰，随着大车带起
的一阵风，煤灰就飘到了上空。在一拐弯
处，又一辆空车快速驶过，老郝刚扫成堆的
煤灰，还没来得及扫进撮箕，就被扬到了空
中。“开这么快！”老郝一边用手在脸前扇
着尘土一边说，路面上的很多来不及清扫的
煤渣就会被卷进下水道，很容易造成堵塞，
他在这工作的两年已经清理过两次了。采访
了不到10来分钟，记者白色的采访本上已经
落了一层煤灰。

煤矿西南方向的同济路是煤车经过的重
要道路，虽然离煤矿较远，但这里的环卫工
郑女士一点儿也没感到轻松。她裹着黄色的
头巾，带着口罩，全副武装。“每天5:30开
始上街打扫卫生，早上的路面上全是煤渣，
一干就是一上午。”她说，因为空车容易颠
簸，反倒容易引起煤尘，这会大大增加她的
工作量。

村民不敢室外晒衣

煤矿北侧几百米的距离就是卢营村，中
间没有任何屏障。卢秀云（化名）家的大门朝
南，一开门就能看见矿上的矸石山。她说，自
去年10月份记者来采访到现在，从矿上飘来
的灰尘一点没有减少。透过窗上的玻璃可以
看到里面正晾着衣服，而院子里的晾衣绳上
却什么也没有，卢秀云告诉记者，因为外面灰
尘太多，院里的晾衣绳已经多少年没用过了。
大门过廊下停着的车上落了一层煤灰，“昨天
刚刷的车，一夜的功夫就这样了。”她说，出了
村人家一看车轮上的煤灰就知道是卢营人。

卢秀云的邻居刚接的自来水和刚洗过的
菜都用布盖着，她说，村里很多人得了肺病，
大家怀疑和长期呼吸含有较多灰尘的空气有
关。夏天就要到了，邻居们担心，更多的煤尘
会随着南风刮到村里。一位正在看孩子的年
轻妈妈告诉记者，孩子的鼻子里常擤出带灰
的鼻涕。夜里经常会有渣土车从她家门口过，
她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都往门口洒些水。

在南营村运输煤矸石的车经过的路上，
路边一家商店的遮阳伞上落满了灰尘，在记
者逗留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来来回回有10
多辆货车经过这里。店主说，因为来回的车辆
太勤，他每隔几个小时就要清扫一下地板。即
便是晚上打烊后关上窗子、拉下防盗门，因为
货车不停歇，第二天早上起来也会发现地上
有一层灰尘，“这扬尘真是防不胜防啊！”

煤矿周边粉尘亟待治理
煤炭运输有抛洒，周边住户不敢开窗，衣服只能在室内晾干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王伟 报道
本报济宁讯 3月10日，本报以《一盏照亮

村民心坎的明灯》为题重点报道了金乡县鸡
黍镇东李村党支部书记李广印的感人事迹。
稿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济宁市委书记马
平昌及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何思清等对稿件
进行批示，一致认为李广印的事迹感人至深，
值得全市党员干部总结学习。

稿件《一盏照亮村民心坎的明灯》及评论
《做农村全面小康的好带头人》，讲述了李广
印16年来凝聚民心、带领村民致富，让发展成
果惠及百姓的故事。李广印视村民的事为自

己的事，儿子病逝后3天就出现在施工现场；
妻子住院22天，他陪床不到一天；他悄悄拿走
妻子的私房钱用于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全身
瘫痪仍要坐轮椅回村安路灯。他的行为体现
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干部一心
为公的高贵品质，体现了党的宗旨，体现了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

济宁市委书记马平昌在报上批示：“广印
事迹很感人，值得进一步调查总结学习！”济
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何思清看了本报报道
后表示，“广印同志事迹感人至深，在全面强
化基层党建的新形势下，群众信服、拥护的带

头人尤为可贵，其事迹值得认真挖掘、宣传和
推广。”济宁市委宣传部高度重视李广印事迹
的学习宣传工作，已组织当地媒体到金乡采
访挖掘广印事迹，并将重点宣传推出。

凝聚民心，善谋发展，关心民生。在了解
了李广印的事迹后，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纷纷
表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这样的好带
头人，要以李广印为榜样，牢记宗旨、一心为
公、干事创业，造福百姓。金乡县委组织部干
部邱萌表示，村党支部书记身处为人民服务
的最前线，最能感知群众冷暖，李广印为群众
干实事，为村里谋发展，让群众过上了精神富

足、生活富裕的好日子，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
党员和基层干部的崇高理想和价值追求。

“广印书记是村支部书记的骄傲，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农村发展，离不开这样的干部。”
金乡县鸡黍镇周连池村党支部书记周东华
说，要积极向李广印看齐，认真学习他的宗旨
意识和爱民情怀，学习李广印谋发展、促发展
的好经验、好做法，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到群众
的心坎上。李广印的事迹让金乡县化雨镇牌
坊庄村村民李新立肃然起敬：“把自己的事不
当事，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这样的书记
真是好样的，俺百姓期盼这样的好干部。”

“老百姓期盼这样的好干部”
本报报道《一盏照亮村民心坎的明灯》引起强烈反响

□ 孟一 姜国乐 李辉

全国各地争相起草创业引领计划，探寻
新常态下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有效路径。作
为一个内陆三线城市，济宁面对着创业人员
基数少，投融资机构缺乏等现实问题，照搬照
抄北京中关村、武汉光谷等顶尖开发区的创
业模式不切实际。对此，济宁高新区在路演策
划、车库咖啡等经典创业手段的基础上，引入
更贴地气的新型孵化器，依次解决没人想创
业、有人创业没人助力、创业成功却缺少上升
空间三个现实问题，在三线城市何以驱动“创
业巨臂”的课题上做出了有益尝试。

“Zhu梦工厂”激活创业细胞

“大家好，我们的创业项目是一款注重陌
生家庭社交的亲子活动发布平台，APP的名
称叫做‘拼爹’。”1月17日，在高新区软件园举
办的第一期“Zhu梦工厂”青年创业大赛现场，
专程从济南赶来参赛的渠帅站在台上声情并
茂地介绍自己的创业项目。

台上是18个创业团队电光火石般的比
拼，台下是济宁本地企业家、投资公司、IT巨
头驻济专家、大学教授等专业评委不留情面
的“毒舌”点评，台后是获得名次马上兑现的

“场地+资金+政策”全方位创业扶持。从比赛、
讲评到提供免费办公用地、配备一对一创业
导师和扶持政策，加速创意转化的“车轮”从
未转得如此之快。

“禁锢三线城市创业发展的最基础问题
不在钱、不在地，而在没人想创业。”济宁软件
园副主任程辉表示，与以往地方主导的“应景
式”创业大赛不同，高新区之所以把比赛办成
月月搞、次次奖的常态化形式，就是为了鼓励
参与、奖励优秀，让更多人关注创业、敢于说
出自己的创意想法，充分激活植根于每个人
心中的创业细胞。

“Zhu梦工厂”青年创业大赛作为一种由
“路演”衍化来的创业扶持形式，具有天然的
感召力。在过往的三期赛场上，已有4名听众
被热烈的赛场气氛感染，鼓起勇气临时上台
阐释自己尚不完善的创业想法。赛事评委，百
度、腾讯顾问贾敬华说，当“Zhu梦工厂”成为

年轻人挂在嘴边的时尚代名词，创业基础就
会越来越厚实。

创业动能需要激发，创业技能离不开培
训。济宁高新区一方面决定把青年创业大赛
推向校园、企业、社区，另一方面在积极筹建
创业大学。计划开展系统化的创业培训，力争
通过体验式的培训，增加创业者对市场调查、
工商注册等相关创业内容的了解，用“零成
本”吸引有创业想法的人大胆迈出让梦想照
进现实的第一步。

“咖啡馆”里孵项目

如今，一既经典又现代的开放式孵化器
也在济宁高新区遍地开花。

在济宁创意大厦“不只咖啡”休闲区，老
板朱胜敏边研磨咖啡豆边说，只要客人在闲
聊时的创意能启发她的思路，咖啡马上免单。
作为一名1986年生人的年轻创业者，朱胜敏有
着自己的设计公司，而吸引她开起咖啡吧的，
是对创意氛围的渴求。在她看来，青年创业者
多是些一没钱、二没人际关系的“点子精”，他
们需要有人为其搭起一个交流的平台，实现
点子与点子的碰撞，点子与投资的融合，这就
是咖啡吧所能提供的。

正如朱胜敏所说，当越来越多的人大胆
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启动资金、办公场所等
问题就会接踵而至，与创业意识的激发不同，
这是一道硬门槛。

年初，留学归来的于丁一带着满腔创业
热情回到济宁，启动资金的问题一度拖着他
的行动远离了思路。好在有“Zhu梦工厂”、“不
只咖啡”这些开放式的孵化器为他们提供了
最优惠的创业空间，项目才能顺利起步。

在高新区，入驻的创业项目不仅可以享
受到优惠、优质的办公环境，还可免费使用诸
如数字摄影工作室、3D打印云平台等服务硬
件平台。北京豆神文化传媒（济宁）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立军举了个例子，渲染工序是动画
制作的最后一道关口，使用的设备非常昂贵，
过去，公司每做好一集动画只能送到上海等
大城市的渲染农场找人“代劳”，每10分钟动
画的渲染费就在两三万元，现在高新区的硬
件设备随便用，是初创企业的福音。

下一步，高新区打算把针对在校学生创
业群体推出的“E-BUS”孵化器送进大学校
园，把“Zhu梦工厂”延展为一个更具品牌效力
的孵化体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些以孵
化高新技术项目为目的的新型孵化器以极高
的效率孕育出了十几个创业项目。

科技金融“不差钱”

2013年，一个制作室内地图软件的初创项
目到高新区考察发展环境，并提出了200万元
的融资需求，由于当时济宁的融资渠道不健
全只得作罢。去年，项目在上海成功融到1 . 3亿
元，很快发展成炙手可热的数字产品。

眼看到手的鸭子飞跑难免心有不甘，创
业项目发展到一定程度遭遇资金、人才等上
升梗阻则是心无余力。大型投资公司多青睐
一线城市，对项目少、创业环境相对较差的三
线城市并不“感冒”，这直接制约了创业项目
在艰难度过初创期后向深度发展的脚步。

对此，高新区于3月13日正式出台《关于鼓
励企业创新发展的试行意见》，着重强调健全
投资基金支撑体系和做强金融生态支撑体
系。经过一系列的努力，高新区现已与惠达投
资、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这在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上升期企业的融资压力。

资金问题得到解决，具有前瞻意识的整
体规划更显出长远意义。“同类型创业企业只
有抱起团来谋发展，才能迸发出更为强大的
活力，所以我们正鼓励企业自主孵化项目。”
济宁软件园主任丁春晖说，这与高新区“一个
专业园区重点培育一个细分产业”的产业发
展思路高度一致，鼓励新上项目向园区集中，
优化产业内部布局结构，从抓单个企业、单个
项目向抓产业链转变，逐步形成“纵向延伸成
链、横向集聚成群”的产业发展模式。

今年年底，两家由高新区起家的公司都
将自己盖楼，孵化上下游的产业项目，从项目
育苗期就开始走细分化的产业聚合路线。“我
们是一家拥有150多人团队的电商企业，急需
仓储、物流、培训、体验店等上下游配套，但想
靠招引成熟企业的方式进行自我配套不仅难
度大，还耗时耗力耗钱。”山东惠美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崔保举说，他们决定自己孵化项
目，在高新区打造一个架构完整的电商园区。

“‘创业巨臂’不是嘴上说说，照抄个方法
就能轻易挥动的，而是要在充分掌握本地创
业形势的前提下灵活应变。”丁春辉说，面对
三线城市发展创业的诸多难题，高新区的实
践依旧在路上。

济宁高新区借力新型孵化器等创新手段促创业

三线城市驱动“创业巨臂”

3月19
日，在“Zhu
梦工厂”提
供的免费办
公场所，渠
帅 ( 左 ) 正和
同事推进自
己的创业项
目。

■大气污染防治在行动

□记者 孟一 吕光社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加快特大疾病救助审批速度，确保

救助款及时划拨到位，今年，济宁将实现特大疾病医疗
救助县级审批制度，并提高救助比例，重点救助对象政
策范围内住院自付医疗费用救助比例达到70%。

济宁将推进农村贫困家庭危房改造工作和“大救
助”综合平台建设，年内所有乡镇(街道)建立一门受理
的申请救助窗口，有条件的县市区还将开通“12349”民
政公益服务热线，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救助及时。

特大疾病救助

年内将实现县级审批

□记者 孟一 吕光社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保障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基本

医疗需求、提高医疗待遇，日前，济宁市对在村卫生
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普通门诊
（门诊统筹）就医治疗的，发生的《药品目录》中限住
院使用的国家、省和市规定的基本药物费用，正式纳入
医疗保险基金报销范围。报销药品由原来的1100种增加
到2400余种。

报销药品扩至2400余种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正式公布2015年最低工资

标准，3月1日开始执行，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
为1450元和13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4 . 5元和13元。

其中，任城区、兖州区、邹城市、曲阜市、微山县
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450元；实行小时工资制的单位，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4 . 5元。鱼台县、金乡县、嘉祥县、
汶上县、泗水县、梁山县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300元；实
行小时工资制的单位,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13元。月最低
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月最低工资标准

为1450元和1300元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于杰 报道
本报济宁讯 3月18日记者获悉，济宁市出台《关于加

快推进全市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明确将通过
开展电商推进系列活动，力争到2017年底，全市中小企业
电子商务应用比率超过60%，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开展
采购、销售等业务的比例超过60%，中小企业电子商务交
易额占全市电子商务交易总额比例超过60%。

《意见》还指出，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市重
点培育以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电商示范村10
个、电商示范市场10个、电商产业聚集示范园区10个、
专精特新电商示范企业100户、服务类电商示范企业20
户，电商示范平台3个，形成一批市、县电商示范区和示
范企业，带动全市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在三次产业各领域
得到广泛深入应用。

为建设农村淘宝式电商村，市里推进电子商务进村，
将农村传统艺术、特色产业、实体经营和电子商务销售平
台对接，为传统手工产品、工艺品、农产品等特色富民产业
插上电商翅膀，帮助农民在互联网二次创业。

力争3年内超六成

中小企业应用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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