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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尹逊莲

足不出户网上游览新泰城

数字新泰地理空间框架是数字山东、数字
泰安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4月，新泰被列为
省级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试点，该项目
由省国土测绘院、泰安市国土资源局、新泰市
政府三方建设，新泰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具体实
施，省测绘院提供技术支持。

为保证数字新泰地理空间框架项目的建设
及运行维护管理，新泰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以副
市长为组长，21个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形
成了“政府组织、部门协作、公众参与、科学
决策”的组织体系，印发了《关于加强数字新
泰地理空间框架建设与使用管理的通知》，确
保了数字新泰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权威性
和唯一性。新泰市将1400多万元经费列入市财
政预算，专户管理，按进度拨付。

经过两年的建设，新泰市所建构的数字新
泰地理空间框架，整合了全市权威的基础测绘
成果与全市专题共享数据，以及满足社会经济
发展需要的多种资源数据，建成了新泰市权威
的地理信息数据中心。

在家轻点鼠标，就可把新泰城区“游”个
遍。“这将是目前新泰城区清晰度最高的实景
地图，借助0 . 2米高分辨率航空影像，新泰城
区地上巴掌大的物体都将在城区的影像地图上
看到。”根据新泰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的介
绍，记者在影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路上的行人以
及井盖和地砖的颜色。

“互联网+”实现智能新生活

想了解有关学校信息，点击“天地图·新
泰”，该校的建校时间、学生数、班级数、占
地面积等详细的属性信息都显示出来。

原来，新泰市教育地理信息系统在公众地
图基础上，整合新泰市教育局提供的教育专题
数据，实现了对全市各种教育资源的空间数据
及属性数据一体化管理，方便公众查询。除了
教育地理信息系统，基于天地图·新泰，新泰
市建成了旅游地理信息系统、应急避难所服务
查询系统。

按照省级试点计划和项目设计书的要求，
新泰市建立了全市统一、权威、标准的地理信
息公共平台；建成了政务版、公众版和移动版
三个平台，实现了与国家级、省级、市级节点
的互联互通；建成了住建、公安、旅游、教育

等部门搭建载体，建立起了11个应用示范项
目；基于城市精细三维模型，在省内首次开展
建成了三维移动展示平台；项目建立了完整的
运行支撑环境和公共平台建设与使用的长效机
制，并通过项目实施和培训，形成了稳定的本
地运维队伍。

接入了政务网和互联网，政务网依托新泰
市电子政务中心现有网络架构，通过增加服务
器和存储空间等设备，完成政务内网硬件平台
建设；互联网采用移动网络接入，具备了对外
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的能力。

加快了成果的推广应用。其中，基于天地

图·新泰，该局带头充分利用，实现了与国土
资源综合执法系统和国土资源电子政务系统的
互联互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树立了系统形象。

为“数字新泰”修好路造好车

“信息基础设施和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是数
字新泰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两大基础设施，前
者是‘路’，是互联互通的基础平台；后者是
‘车’，是其他各种专业信息的定位基础和集
成平台。”新泰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马光金说。
“数字新泰”地理空间框架项目的建成，

为新泰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规范的、权威的空
间定位基准和时空信息云平台，能够发布和共
享各类地理空间信息，也能够方便地按照地理
坐标或空间位置进行自然、社会、经济、环境
信息等方面的检索、分析、利用，以辅助新泰
规划、管理和决策等，为“智慧新泰”的建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新泰市的信息化建设提
供测绘保障，为建设山、水、城一体生态型、
现代化园林城市提供全面、系统的地理信息技
术支撑。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张 强
本报通讯员 柳 岩 赵海英

跳出龙门又返乡

出生在宁阳县鹤山乡赵庄村的孙牧业，家
里兄弟姐妹5人，从小便饱尝缺衣少食的艰
辛。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1972年，立志走出
农村的孙牧业当兵入伍，后被安排到首都机场
工作。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凭着严
谨的工作作风和热情的服务态度，连续处理15
万份电报无一出错。工作期间，他2次立功，
受过5次嘉奖。

2003年，由于父亲病重，孙牧业拒绝了单
位返聘他的邀请，选择回到老家伺候父母。他
说：“年轻时没有时间孝敬老人，现在有空
了，当然要跟着父母回来。”

照顾父母之余，邻居有了矛盾，大家都喜
欢找孙牧业主持公道，热心肠的他成了村里的
“和事佬”。慢慢地，孙牧业也发现了家族内
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一些老人抱怨儿女不给抚
养费，这让孙牧业觉得有辱祖辈传下来的良好
门风。

说起孙氏家族，不得不提起孙牧业的爷
爷，上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位大善人。当
年，他开了个大车店，给过往商贾提供方便。
每当碰到做买卖亏本的商人，他总是免费提供
食宿，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那年春节，孙牧业利用族人团拜时间召集
家族内男女老少100多人开了个会。他对大家
说：“爷爷晚年时，子孙后代60余口仍一口锅

里抡勺子，一个大家族都和和睦睦的。如今我
们不孝敬父母，上对不起前辈英名，下起不到
带头作用，岂不让后辈笑话？”

向来喜欢动脑子的孙牧业想出了养老金托
管的办法。家族内成立养老金托管中心，每年
大年初一，趁孩子们回家过年，托管中心把每
家孩子一年内该给老人的养老金一次性收齐，
由托管中心存到银行进行代管，然后每月1—5
日定时取出交给每位老人。年终时召开总结
会，对表现好的子女进行表彰奖励。“4年来，
没有一户拖欠养老金，我们定的标准是每位老
人每月100元生活费，现在基本上每户都自觉把
标准提到了200多元。”孙牧业说。

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孙牧业发现老人们每
天除了吃饱喝足就是喝茶打盹，精神生活很是
贫乏。于是他自掏腰包买来二胡、锣鼓等乐
器，成立了老年文艺队。家族内年纪最大的孙
安吉，今年已经98岁了，是老年文艺队的队
长，对孙牧业的做法赞不绝口。

不图名利的开发商

2010年，孙牧业的父亲因病去世。料理完
后事，孙牧业本来打算带着母亲回秦皇岛，不
料一个电话打乱了他的计划。

原来，孙牧业在家的这几年，鹤山乡新农
村建设如火如荼，孙牧业的二弟有支建筑队在
乡里搞开发，由于孙牧业曾经负责过公司的基
础设施建设，因此被拉过去帮忙指导。因为他

建筑理念先进，加上工作认真，对工程的质
量要求严格，他监督建设的房屋很快成了市
场上的抢手货。

这天，准备处理完家事回秦皇岛的孙牧
业接到了鹤山乡一干部的电话，问他有没有
兴趣自己组建一支建筑队伍搞开发，这让他
仿佛找到了一个发挥余热、报效家乡父老的
机会。他打电话给以前的几个工头，没想到
一呼百应，很快一支60多人的建筑队便组建
完成。

接到的第一个活便是开发乡驻地的好运
佳园，为了保证楼房质量，孙牧业天天待在
工地，每天严格检查石子、水泥、钢筋等建
筑材料用了多少，确保该用的材料都能用到
房屋建设上。在工程质量把关上，一旦发现
施工不合格现象，无论成本多高他都要求工
人拆除返工。

“我说我搞开发不是为了挣钱可能很多
人不相信，但是这6年来，我没从鹤山往秦皇
岛汇过一分钱，反而把自己和女儿的两栋商
品楼抵押贷款在这里搞开发。”孙牧业说，
现在很多农村人挣了一辈子钱也就能买这么
一套房子，他不能坑了家乡人。“要说我的
私心，那就是希望在百年之后能在家乡留下
自己的一座丰碑。”

为了心中的丰碑，在合同之外，孙牧业
投入800余万元搞社区配套建设，他把社区的
路分为人行道和车行道，在村里建起了小公
园，修建了护城桥，组建了广场舞队。

醉心慈善对己“苛刻”

生活中的孙牧业很是节俭，由于老伴和女
儿、女婿都在秦皇岛，孙牧业的三餐基本上都
是在工地上解决，工人吃啥他吃啥，不抽烟不
喝酒，常年骑着一辆电动车。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如此“苛刻”
的人，在慈善方面出手却很阔绰。2012年，一
个个头不高的人来到售楼处买房，好几次进去
又出来，欲言又止。

交谈过程中，孙牧业得知来人叫柳召旺，
想给儿子买个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娶媳妇，
可是老伴患有精神病没有工作能力，自家多年
积蓄只够付首付，去银行贷款又没有人给担
保，这下可把他愁坏了。

得知情况后，孙牧业的心像被针扎一样。
他让工作人员核实情况无误后，做了一个大胆
的决定：和购房户柳召旺签订购房还款合同，
剩余6万块钱房款按银行按揭形式偿还，每季
度还一次，不用付利息。此后，对10余家这样
的购房困难户，孙牧业都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为了让家乡的孩子们享受到优质教育，他
牵头成立了“颜子教育发展促进会”，自己每
年都会拿出10万元投入里面。他还规定，他开
发建设的春城叠苑社区每卖一套楼都会拿出
1000元投入到教育促进会。

在他的引领下，目前教育促进会已吸纳会
员35名，募集各类教育基金款项27 . 7万元，会
员孙中海每年捐赠10万元在宁阳十二中学开设
中海教育基金，用于优秀师生奖励；企业家韩
全忠加入到促进会后，每年拿出3万—5万元专
门用于资助全乡中小学作文大赛、专家讲座和
指导；为了鼓励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会员桑
昌峰拿出3万元用于学校足球队建设……

孙牧业说，他希望用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善
行义举为子孙后代树起一座人生的道德丰碑。

□记者 郑 莉
通讯员 黄丽娟 徐 慧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0月16日，第十一届中国泰

山苗木花卉交易会在泰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拉
开序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0余名苗木
花卉经营客商前来参会。

本届苗交会为期3天，采取市场化运作的
模式，集行业交流、信息发布、供需见面、现
场交易、新品种展示、新技术推广、“云商”
销售等多功能于一体。展会共设置苗木花卉
“云商”展示区、苗木林产品展示区、盆景展
销区、苗木花卉交易区和参观苗木花卉基地5
大参观展区，分配有320个标准展位、30个特装
展位、930个自由交易展位，以及2000平方米的
盆景展示区，展会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推出苗木花卉“云商”展示
区依然是今年展会的一大亮点。该电子商务平

台位于泰山区花样年华风景区展示交易大厅，
依托网站搭建起了全省首个“苗木电子交易平
台”，具有地理位置和政府引导两大优势，主
要建设“泰山苗木花卉电子交易平台”专业网
站、网上交易系统、信息平台推广及展示系
统，为种苗花卉企业和林农提供苗木报价、招
标投标、网上交易、数据库查询等多项专业服
务，选择当前最先进的C2C(客户和客户)网上
交易模式，规范操作流程，衔接银行结算系
统，整合物流、金融和信息资讯等资源，形成
完整的苗木花卉网上交易。

泰山区作为本届苗交会主要承办单位，是
华东地区重要的苗木花卉生产基地。近年来，
该区充分发挥好自身优势，做足“绿”字文
章，把发展苗木花卉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抓，
按照“连片发展、建成基地、发展龙头、提高
档次”的思路，以“买全国卖全国”为目标，

加快建设以大容器景观树为主的景观苗木、以
泰山盆景为主的造型苗木、以彩叶树为主的观
赏苗木、以常绿阔叶树为主的绿化苗木四大苗
木基地，集中培育苗木花卉种养大户和经纪人
队伍，努力建成集物联网交易、品种展示、信
息交流于一体的苗木花卉集散地。同时，该区
还将培育10个年销售收入过1000万元和20个年
销售收入过500万元的苗木花卉龙头企业，并
重点打造福聚花卉市场二期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泰安规模最大的花卉苗木交易市场。

自2005年以来，泰山区已连续成功举办11
届“中国泰山苗木花卉交易会”。据统计，截
至目前，泰山区苗木花卉面积、产值位居全省
前列，年出圃各类苗木4 . 21亿株，实现收入
15 . 85亿元。从业人员达2 . 88万人，苗农人均年
收入2 . 6万元，苗木花卉收入占农民种植收入
的82 . 32%。

□记者 张强
通讯员 柳岩 胡艳艳 报道
本报宁阳讯 “以前秋收的时候在村里骑自

行车都费劲，路上全是晒玉米的，家门口堆满秸
秆和花生秧。现在可好了，街上比家里都干净，
汽车都畅通无阻了。”10月19日，记者在蒋集镇
八大村采访时看到，虽然是秋收时节，这里的水
泥路面仍然是干干净净。

说起“新常态”形成的原因，村党支部书记
李志刚拿出了一摞厚厚的资料。“每位村民都签
了保证书的。”打开一看，每一户的保证书都由
蒋集镇环境容貌整治倡议书、八大村容貌整治暨
乡村文明建设实施方案、门前三包责任书和环境
卫生公约四部分组成，明确了每家每户卫生责任
和容貌整治的细致标准等内容。

在蒋集镇党委书记乔田海看来，虽然容貌整
治一直以来都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由于没有发
挥群众的主体地位，导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短期内取得了效果，但是很快就恢复原
貌。“建设美丽村庄，基层群众是最大受益者，
我们必须让群众参与进来，实现由行政推动向以
群众为主的全民参与转变。”

为了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蒋集镇还积极
推行“挂牌”做法，引导每个行政村组织开展卫
生文明户评选活动。对落实“三包”责任较好、
卫生达到整治标准的农户，推广予以挂牌表彰。
获得表彰的家庭顶一个义务工，在年底义务工找
补的时候抵消。

完善机制、着眼长效，是蒋集镇容貌整治工
作有序推进的另一鲜明特点。记者了解到, 该
镇不断加大设备投入，投资30万元，购买移动式
垃圾箱306个，逐一配发到村，建设地埋式垃圾
箱23个，镇财政对每位保洁员拿出200元/月的工
资补助，建立起了镇驻地、示范区、村级三支保
洁员队伍。

为确保监管到位,蒋集镇对村级容貌进行一
月一考核，一月一民调，半年一兑现奖惩。根据
考核结果，对评比后两名的村，包村领导、包村
组长、村支部书记在全镇大会上做表态发言，连
续三次考核，成绩排名后两名的村，支部书记降
为代理书记，专抓容貌整治工作，有效防止了
“脏乱差”反弹的情况，全员抓容貌整治的格局
进一步完善。

□记者 曹儒峰 报道
10月20日，泰安市泰山志愿者联合会的代

表，会同爱心企业聚世惠集团、九健医疗保健用
品公司，来到岱岳区祝阳镇井家洼村，为百余位
老年朋友免费健康查体，免费发放“惠民卡”，
赠送健康治疗仪。

卫生管养“长效化”

换来蒋集美

孙牧业：积小善 惠大家
◆在宁阳县鹤山乡，说起孙牧业，尽人皆知。在族人眼里，他是个行仁

孝、重树祖辈家风的“大管家”，将100多人的大家族凝聚在一起；在供货商

和工人眼里，他是个不图名利的开发商，建了32栋楼没往家里汇过一分钱，

在合同之外拿出800余万元搞建设；在乡邻眼里，他是醉心慈善的“大好

人”，自己省吃俭用尽其所能帮助别人。

第十一届中国泰山苗木花卉交易会开幕

名花异卉汇集泰山

泰安首个县级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通过验收

打造“智慧城市” 新泰走在前列
近日，数字新泰地理空间框

架建设项目顺利通过验收，这标

志着新泰成为泰安市第一个通过

验收的县市。专家组认为，该项

目在全省县域数字城市地理框架

建设方面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希

望进一步做好推广应用工作，确

保把数字新泰地理空间框架项目

做成全省乃至全国的精品和样

板，为政府决策和公众应用提供

权威、便捷的地理信息服务。

□记者 张 强
通讯员 高嘉南 报道
10月16日，宁阳县实验中

学八年级学生来到县青少年社
会活动实践基地，参加了为期
5天的服装设计培训。5天里，
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
学习了设计知识并亲自动手进
行服饰设计，孩子们一针一线
缝得有板有眼。

图为老师在指导学生进行
服装设计。

小小“设计师”

九九老人节
爱心总动员

□记者 郑 莉
通讯员 杜宝萱 何乐民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0月16日，2015“泰山杯”两

岸三地大学生医学影像技术实践技能大赛在泰山
医学院举行。香港理工大学、台湾阳明大学等来
自两岸三地的1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

本次大赛是泰山医学院作为全国大学生医学
影像技术实践技能竞赛基地，在成功承办了两届
全国大学生医学影像技术实践技能大赛的基础上
举办的第三次技能竞赛，与前两届相比，在稳定
国内参赛队伍规模的同时，首次邀请了香港理工
大学、台湾阳明大学两支代表队参赛，开辟了境
内外相关高校在医学影像技术领域开展交流与合
作的新途径，对促进两岸三地医学影像技术人才
的培养、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两岸三地大学生
医学影像技术大竞赛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裴鹏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泰安市各类开发区(园区)在土

地利用上按照“规划先行，节约集约，用好增
量，盘活存量”要求，坚持向节约要空间、向集
约要效益，节约集约用地水平不断提升。

严格用地审查，浪费土地行为得到有效制
约。去年以来，全市共有52个项目没有通过用地
审查，节约土地面积近3000亩。规范用地承诺，
土地利用效率明显提升。实行分期供地，低效闲
置土地大幅下降。去年以来，对12个大项目、好
项目实施分期供地，都取得了明显效果。拓宽用
地空间，存量土地得到不断挖潜盘活。去年，公
开出让了龙潭路地下商业空间13 . 81亩；今年，
又公开出让了万达广场南侧117 . 06亩地下商业空
间，充分利用了地下资源。创新批后监管，合
同、承诺双向监管机制不断完善。去年以来，市
政府先后组织开展了两次闲置低效用地调查清理
处置工作，共对全市257宗土地实施监管，受监
土地面积1 . 2万亩，处置闲置土地面积1384亩。

土地节约集约
重在抓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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