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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泰市凭借山东益客产业园和千户
家庭农场模式，有效解决了环境控制与规
模扩大的矛盾，探索出的‘连锁经营+龙头
企业+家庭农场+养殖户’的产业化经营新
泰模式。

“新泰模式”：

中国肉鸭发展新标杆

民生

近日，泰安市法制办在其网站公示
《泰安市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办法》指出，三种情形
可获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的抢救费，原
则上每起事故每名受害人不超过10万元。

三种交通事故

可垫付抢救费

导读

视点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郑莉

23岁突患视神经萎缩

4月2日，记者在山东科技大学中天电子有
限公司见到了正在忙碌的汤建泉。汤建泉告诉
记者，22年前，正是因为眼睛出了问题，才改
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1992年，就读于山东科技大学采矿系的汤
建泉被保送到中国矿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次
年，他被导师确定派往日本九州大学攻读博
士，生活似乎为他铺就了一条坦途。然而就在
这一年，23岁的他突患视神经萎缩，此病被视
为眼科癌症。

“厄运降临的时候真是猝不及防，那时候
视力就是没法控制，一点一点地消失，不到2
周时间双眼视力下降为中心视力全盲、余光视
力0 . 01。几乎跑遍了全国治疗，中药喝了几麻袋
也没用。”汤建泉语气低沉地说。

汤建泉说，那段黑暗的日子包围他的只有

恐惧、痛苦和自卑。尽管如此，坚强的他还是在
导师和家人、朋友的支持帮助下，完成了学业。

“硕士论文答辩时，我不方便看，多亏了爱
人将论文录进磁带，我边听边背硬是把10万字
的论文熟背下来了，最终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论
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汤建泉说。

坚持实现自我价值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东矿业学院工作。
然而，每天的工作只是接电话，让我再一次感
受到一个残疾人的无奈和自卑。”汤建泉说，
在亲人的支持下，他毅然走出办公室，重新寻
找“光明”。

1997年10月，汤建泉与山东科技大学的同
学们联合创办了山东科技大学中天电子有限公
司，生产销售自主研发的多用户集中式电能表。
特殊的身体状况，决定了他既不能搞技术，又不
能做财务，更不方便面对市场，然而汤建泉想
接受最前端的挑战，他选择了做销售。

由于产品客户大多在建筑工地，为了节省
费用，他不让公司安排人陪同，自己扛着40多

斤重的电表，摸索着走街串巷跑工地进行推
销。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到滨州市沾化区
某建筑工地，坑坑洼洼的工地又脏又乱，他不
小心摔进坑里，“当时西装摔破了，灰头土脸
的感觉特别丢人。”汤建泉回忆说，“我忍着
委屈，拍了拍身上的土，硬着头皮敲开了包工
头的门。可能看我目光比较呆滞、又这么狼
狈，包工头直接把我撵了出去。”

由于对台阶无法判断，汤建泉经常摔得鼻
青脸肿；过马路险些被车撞；误进女厕所被当
做流氓骂出来……面对这一切，汤建泉在心里
默默地告诉自己：“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
利。”凭着一颗诚实的心、一份永不放弃的执
着，他终于与江苏大屯煤电公司签下了第一份
大合同，出色完成了任务，实现销售收入100
多万元。汤建泉说，如今已经习惯了模糊的世
界，他借助电子助听机、手机盲人助听软件等
电子设备办公，听力和记忆力也得到了锻炼，
这些都为工作提供了支撑。

汤建泉的踏实肯干公司员工有目共睹。
1999年，他被推举为公司总经理，2007年被董
事会选举为公司董事长。目前，他所经营的山

东科大中天电子有限公司员工达200余人，年
销售额4000余万元，上缴税金300多万元，并被
泰安市国税局列为泰安市市直重点税源企业。

用爱心播洒光明

作为一名盲人企业家，汤建泉深知残疾人
的生存艰难。从科大中天发展之初，他就积极
吸纳各类残疾员工就业，大胆提出“以人为
本，聚智增效，健帮残，残带残，自强不息，
残健同行，共同携手创业”的企业发展理念。
“残疾人虽然是就业的弱势群体，但只要给他
们一个发挥潜能和特长的平台，他们一样能够
实现自己的价值。”汤建泉说。

对于聋哑员工，汤建泉会将其安排在动手
能力较强、环境较安全的岗位工作。车间主任
是一位聋哑人，正是由于他听不到声音，不受
外界打扰，所以比健全人更能专心致志地工
作。健全人需要两个多小时装配起来的产品，
他仅需1小时就可以完成；当健全员工还在讨
论某个产品问题的时候，他已经悄无声息地将
产品问题解决，技术精湛、效率高，甚至能超
越专业技术人员。

类似的情况在科大中天公司还有很多，合
理的调整安排就把残疾人的弱势变成了强势，
难点变成了亮点。

同时，汤建泉一直尝试着采取各种方法帮
助残疾人进步。公司于2009年成立了泰安第一
家企业残疾人协会，配备有残疾人专职委员，
以残疾人协会为平台，帮助解决残疾人困难。
目前，公司已经将对残疾人的培训列入工作的
一部分，将对残疾员工的培训能力列入部门考
核当中。近几年来，企业培训和培养残疾员工
再就业达100余人。

汤建泉还非常关注盲童成长。2001年，他
倡议发起并联合市盲人协会、民营企业家协
会，建立了“爱心助盲基金会”。为关注盲童
成长，自2002年起，汤建泉定期捐助盲校师
生，每年中秋节与盲校联谊，为他们送去月
饼、花生油、慰问金等。在他的影响和帮助
下，已经有一批优秀盲童脱颖而出，获得继续
深造机会，其中有两名盲校学生2009年已经大
学毕业，学成归来在学校任教。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武建堂 报道
本报泰安讯 4月2日上午，新泰市汶南镇

薛家庄村的中草药种植基地里来了几位“不速
之客”。泰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中草药所毕研
文所长和泰安市科协工作人员登门授课。

“毕所长，您看我家的丹参在4到6厘米的
时候容易死苗，这可怎么办？”薛家庄村村民
徐长栋一脸愁容。“丹参在长到4到6厘米的时
候容易有根瘤菌和烂根现象出现，这时候你就
把烂根多的丹参直接淘汰掉，淘汰之后单独种
植，避免其他丹参受到伤害。”毕研文细细解
释。

汶南镇薛家庄村拥有千亩中草药种植基
地，这里作为发展中草药的重点基地已有几十
年的历史。但当地的中草药种植技术仍处于较
低水平，种植户们急需科技“雨露”。

“通过毕所长对丹参种植把脉，我们掌握

了一些预防和防治知识，对我们养丹参很有
用。”徐长栋高兴地说，希望这样的活动能
“常下乡”。

薛家庄村的科普活动只是一个缩影。泰安
市科协党组书记张辛东说，近年来，泰安市科
协先后举办“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科普
惠民巾帼致富培训”、“北方苗木发展方向”
等讲座500余场次，拍摄制作《大樱桃春季管
理》等实用技术课件20部，受益群众达10000余
人。

为增强科普活动的针对性，泰安市科协创
新开展“订单式”科普活动，通过采取到基层
座谈、发放订单式科普培训征求意见，实地了
解群众最迫切的科技需求，按照“缺什么补什
么，急需什么提供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
制订服务“菜单”，真正把科普送到老百姓的
心坎上，心窝里。

“过去是送什么要什么，今年是要什么送
什么。”在泰安市泰山区圣华苑社区，居民王
新忠看到自己和父老乡亲们的“订单”需求得
到了落实，高兴地说：“这才是最实惠，最暖
人心的‘大礼包’。”原来，泰安市科协联合
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发放了一百余份《“订单
式”科普培训征求意见表》，得知圣华社区老
年人较多，体检项目便新增了骨科检查、空腹
血糖等项目。

前不久，泰安市发现1例人感染H7N9禽流
感输入性病例，泰安市科协精心采编有关禽流
感防治等方面的内容，设计制作近万册高致病
性禽流感防控知识宣传手册，迅速发放到各县
市区科协、市直各部门等，防止群众对禽流感
谈之色变。

东平县银山镇敬老院多数老年人体弱多
病、行动不便、看病难，泰安市科协组织了数

十位医疗专家，深入敬老院，为30多位孤寡、
空巢老人进行义诊；宁阳县有村民反映“买书
难、借书难、看书难”，泰安市科协向村民捐
赠了2000多册科普图书；针对中小学生科普知
识缺乏的情况，市科协邀请中国老科协科学报
告团徐銤院士、胡文瑞院士等多位院士教授作
了100场关于火山爆发、遥感技术、海洋知识
的科普报告，让全市20000余名师生尽享科普大
餐。

“‘订单式科普’是近年来泰安市科协开
展的一项创新性活动，该活动以订单式科普培
训为抓手，围绕农民实用技术、社区居民健康
保健、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等方面开展科普活
动，共举办各类科普报告、科普讲座190余场
次，受益人数达4万人次。”张辛东说，群众
根据实际需求点“菜”，科协组织专家免费上
“菜”，已逐步打造成为一项品牌工程。

□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记者4月6日从泰安市卫生局获

悉，今年，泰安市把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增加人
均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落实好老年乡村医生
生活补助政策、启动中医优势病种收费方式改革
等多项直接与民生、健康相关的内容，列入了
2015年卫生工作重点。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仍是今年工作的主
线。2014年，泰安市4个市县的14家县级公立医
院实施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医院
门诊和住院费用均比上年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减
轻了患者负担。据泰安市卫生局工作人员介绍，
全市87家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2835所实行
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
泰安市遴选了100种基本药物补充药品由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今年，泰安市将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取消药
品加成政策，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积极探索
将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实施范围的途
径和方法；继续实施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增加到
40元，相较去年，人均项目经费增加了5元。

基层医疗卫生方面，今年泰安市将落实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稳定长效的多渠道补偿政策，完善
绩效考核和人事分配制度。扎实开展“建设群众
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活动，年内力争有10%的乡
镇卫生院创建为全国第一批“群众满意的乡镇卫
生院”。开展村卫生室产权制度改革调研，全面
推广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同时，泰安市将按照
省卫计委、财政厅、人社厅《关于解决老年乡村
医生生活补助问题的实施意见》，落实好老年乡
村医生生活补助政策。

今年，泰安市将探索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通过
组建医联体、对口支援、多点执业等形式，加强
县级医院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提升县级医院和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同时，鼓励医师到基层
医疗机构和社会医疗机构多点执业，取消第一执
业地点书面同意和执业地点的数量限制，促进医
疗卫生人才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这意味着，今
后，市民将有更多机会在家门口享受到大医院的
专家诊疗。

今年，泰安市将启动中医优势病种收费方式
改革，开展中医诊疗模式创新试点工作，探索改
革价格形成机制和医保付费方式，降低群众看病
就医负担。为此，泰安市卫生系统将加强中医医
疗机构内涵建设和重点专科建设，提升核心竞争
力。扎实推进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
院国医堂建设工作，2015年全市国医堂建设达标
率达到50%。推进中医“治未病”服务能力项目
建设，鼓励中医药与养老服务结合。今年，泰安
市将继续鼓励中医医院到境外举办中医医疗保健
机构，弘扬中医药文化，培育国际中医药品牌。

群众根据实际需求点“菜” 市科协组织专家免费上“菜”

泰安：“订单式”科普实现无缝对接

“可以看不清前进的道路，但不能停止前进的步伐”———

汤建泉：从盲人硕士到致富领路人
泰安确定2015年卫生工作重点

市民在家门口

可享大医院专家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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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桃花开，肥城气象新。一是街头的
外地车多了，客商多，找项目、上项目；游
客多，赏桃花、游乡村。二是机关干部动起
来了，推进转型升级、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文化产业发展，一招一招落到实处。

美好肥城新境界

综合

◆“一个人可以没有视力，但不能没

有见地；可以没有视野，但不能没有眼

界；可以看不清前进的道路，但不能停止

前进的步伐；可以摔倒100次，但一定要在

第101次站起来。”汤建泉说。汤建泉，一

位中心视力全盲、余光视力0 . 01的全国自强

模范，今年3月登上“泰安好人榜”。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黄丽娟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丽景社区司法工作站

进行了一桩民事调解。最终，在法律顾问和调解员的劝说下，两位居
民化解了邻里问题，各退一步，握手言和。

“退休后来到丽景社区司法工作站，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法律
工作也是我的特长，能给社区居民服务我很高兴。”今年58岁的调解员
周田和是位退休政法干部，在司法工作站的工作让他发挥了余热。

这是泰山区加大司法宣传普及力度的一个生动写照。据介绍，为
了让司法阳光照进群众心坎，泰山区推进法律服务关口前移，为居民
提供便利、快捷、优质的“家门口”一站式法律服务。截至目前，全区
已建设“社区司法行政工作站”14家、社区矫正“育新学校”3家、“普法超
市”7家，切实把教育实践活动落到实处。

在泰山区花园社区的律师会客厅，一本接待笔录记载了从建站以
来居民的咨询，见证了该社区实打实的法律服务。据了解，泰山区花
园社区、岱东社区和岔河社区先后分别被表彰为全国、全省民主法治
示范村（社区）和全省优秀人民调委会。

据统计，截至目前，泰山区31家“律师会客厅”已累计接待居民
咨询1 . 8万余人次，成功调解各类民间纠纷460余起。

此外，为创新法律服务形式，泰山区通过设立便民援助中心、开
办法律援助栏目、开通“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和“泰山148法律
服务专线”新浪微博等方式，建立起联合联动的法律援助协作机制，
并且积极引导工作站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法制宣传、社区矫正、法律
咨询、法律援助等工作，为百姓提供免费咨询服务。据统计，仅去年
一年，该区便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435件，总受援人数1500余人。

泰山区加大司法宣传普及力度

为居民提供

“一站式”法律服务

□郑莉
报道

 4 月 2
日 ， 汤 建 泉
（左一）与公
司员工交流工
作情况。

4月3日，在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梨园村，“御道夏张怀古，醉美梨园观
光”为主题的精神文化大餐开“餐”。岱岳区艺术团的演员们带来了精彩纷呈
的文化活动，受到村民们欢迎。

共享文化“大餐”

□记者 姜斌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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