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吴洪斌 隋翔宇
通讯员 赵鸿飞 石 凯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我的牙都疼了好长时间

了，幸好他们来进行了免费治疗，现在不疼
了。”10月15日，烟台市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
走进芝罘区向阳街道华茂街社区义诊，帮市民
刘国明解决了牙疼的烦恼。

口腔医院开展的这次“杏林送暖”爱牙护
牙义诊活动，是烟台市芝罘区实施“才智首
善·和谐芝罘”人才服务基层工程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区创新才智服务群众渠道，坚
持“群众问题优先解决、群众需求优先满足”
的群众观，协调市口腔医院等众多专家服务单
位，定期组织专家团进基层开展各项活动。

除了“杏林送暖”，芝罘区还搭建“科普
启明”、“杏坛传香”、“艺苑献萃”、
“司法惠民”、“社工筑情”等“才智首善·

和谐芝罘”人才服务基层工程的“六大平
台”，由芝罘区委组织部牵头，整合区卫计、
教体、文新、科协、司法、民政等资源，为基
层群众提供服务。

“我们搭建的这六个平台，是广泛调研摸底
作出的决定。”芝罘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
长姚云喜说，“据我们调查，群众对医疗卫生、子
女教育、文化娱乐、科学健康生活、法律援助等
五类服务需求占92%，对其他服务需求归为社
会志愿服务需求占8%。群众需求和人才资源底
子，就是我们搭建服务平台的前提。”经过3年的
探索实践，目前该区已有2万多名人才、600多支
队伍分布在13个街道的100多个社区、居民区
中，人才服务有了广阔的天地。

搭好了服务平台，组建了人才队伍，芝罘区
又在增强人才服务的针对性和稳定性上下起功
夫。

7月的一个深夜，芝罘区居民杨某突感腹
部疼痛，无法行动，家人马上拨通了楼栋分包
大夫、市中医院普外科主任白玉秋的电话。接
到求助电话的白玉秋以最快速度来到杨某家，
在为杨某做了基础处理后，将病患送到医院，
挽救了一条生命。芝罘区实行人才服务群众
“一联一”，提升面对面服务实效。除了白玉
秋这样的家庭医生等健康关爱队伍，还组织了
艺术团队、教书育人队伍等服务团体活跃在社
区居民身边。

六支专家服务团共3000多名专家选择固定
服务对象，对重大病人、文艺团体、困难群众等
开展一对一、手拉手的帮扶和联系活动，并推广

“家庭医生”、“社区班主任”、“明星教练”、“律师
办公室”等“一联一”特色做法。

“我们为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和期待，
还实行了人才服务基层‘服务预告’制度，每

月初将专家进社区服务计划通过网络、报纸等
媒体向公众公布，群众可自主选择专家，到服
务现场求助咨询。”姚云喜说。目前，已累计
发布预告7700多条。

为使人才服务基层运行实现自主化、长效
化，芝罘区还建立了协调调度制度，定期召开
座谈会，听取人才、群众意见和建议。同时，
建立评价反馈制度，由社区组织测评，街道审
核把关，组织部门将评价结果反馈到专家工作
单位，作为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自2012年以
来，该区共组织2万多名人才走进基层服务群
众，解决问题1万余件次。

“人才以用为本。芝罘区将继续把发挥好党
管人才作用、用好辖区党员人才资源作为服务
群众、植根群众、造福群众的重要措施，不断创
新服务形式和服务渠道，把人才服务落到老百
姓的心坎上。”芝罘区委书记牟树青表示。

□本报记者 王福录
本报通讯员 郝安振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10月20日晚，
重阳节到来前夕，博兴县男女老少早早聚集
在电视机前，观看县电视台的直播，等待着激
动人心的时刻。“先栽树，后乘凉，长者恩德不
能忘，老吾老及人之老，春风化雨暖心
房……”晚8时，在《孝亲敬老歌》中，张西玉等
10人陆续上台，郑重接受2015年博兴县“十大
孝星”奖牌；同时，通报表彰了博昌街道卫生
服务中心等21个单位为“敬老文明号”，表彰
许全三等31人为“孝亲敬老星”、窦玉梅等48
个家庭为“敬老模范家庭”。

“尊崇‘孝子董永’，弘扬‘仁孝文化’，目
标是打造‘仁孝博兴’品牌。像这样的活动，我
县每年都举办。”博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照
坤告诉记者。

获得“孝亲敬老星”奖牌的村民许全三，
父亲12年前去世，母亲76岁，因脑血栓瘫痪已
经10年，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夫妻俩
周到伺候，从无怨言，也不与兄弟攀比。村支
书许学民夸奖说：“这两口子孝敬老人，在全
村是榜样！”“十大孝星”之一的刘爱芹63岁，

是博昌街道谷王村村民，婆婆刘秀兰是建国
前的老党员，今年83岁了，卧床不起近20年。
刘爱芹每天都给婆婆喂饭、洗脚，擦洗大小
便。冬天时，还经常背着婆婆外出晒太阳。博
昌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王忠颜说：“这样的好
媳妇真是难找啊。”

“汉孝子董永传说，是博兴县独有的历史

文化资源，是弘扬‘仁孝文化’的基础。”县文
化新闻旅游局局长袁俊英说。为此，该县以传
承“仁孝文化”为主题，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每年开展“敬老月”等活
动，推动仁孝文化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同
时，积极开展孝星评选活动，组织县、镇、村等
不同层面的“孝星”、“好媳妇”等评选，提倡

“大孝爱国，中孝爱岗，小孝爱家”，在全社会
营造尊老、敬老的良好氛围。

“弘扬‘仁孝文化’，不能仅靠每年评选出
‘十大孝星’作为典型示范带动，需要引导促
进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县文联副主席卞涛
说。因此，每年在评选博兴县“十大孝星”的同
时，他们还评选“敬老文明号”，鼓励引导每个
单位尊老敬老，把老人当亲人。博昌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有36名工作人员、18位乡村医
生，承担着6万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主
任王长玲说：“尽管人手少，工作量大，但是我
们坚持‘服务无止境，关爱零距离’，把5100名
60岁以上老人当亲人，全部建立了健康档案，
按时上门巡诊。”

“企业建立以仁孝文化为核心的文化，
才会有凝聚力。”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马韵升对此深有感悟。京博控股是一家
由国企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目前公司总资
产达130多亿元，员工8000余人。2007年，京
博公司将“仁孝”作为公司文化的核心内
容，决定在公司高管层发放“孝工资”，
2010年推广到全体员工。公司每月额外给员
工父母发放200—500元的“孝工资”。同
时，公司人力资源部为每位员工的父母办理
“孝工资”银行卡，每月10日将钱打到卡
上。公司品牌管理部部长孙朝阳说 :“孝工
资是发给员工父母的，由公司直接邮寄给每
位员工的父母或打在‘孝工资’卡上，不经
过员工之手。”县文化新闻旅游局副局长卞
建立说：“把仁孝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京博
是创新的表率。”

芝罘2万人才架起党群连心桥
构筑人才服务基层工程的六大平台，解决问题一万余件次

挖掘“孝子董永”文化内涵，每年表彰“孝亲敬老星”———

看博兴如何书写“仁孝文化”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崔志华 徐曰东 报道
本报齐河讯 “是村里的老少爷们给了我

们全家希望，这份恩情一辈子也不会忘。” 近
日，齐河县祝阿镇红庙村的张秀明从村支部书
记张学建的手中接过40212元的慈善救助金后，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自从13岁的女儿张玉欣被确诊为急性白血
病，张秀明已花光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10多
万的外债。他自己也是肢体三级残疾，面对后续
治疗的高额费用，整个家庭几乎绝望。

村支书张学建介绍，救助张秀明家的钱是

从村里的“慈善互助基金”支出的，村民一共捐
了30212元，按照政策，县里慈善总会又配套1万
元，这些钱怎么用，由全村村民说了算。

自2013年以来，齐河县在村级设立慈善工作
站，建立起县乡村三级慈善网络。在实际运行中，
村民遇到重大困难时，工作站并不实际支配救助
资金，仅仅是信息的“传达站”，各项权限都集中
在县慈善总会。这样一来，资金来源范围窄，救助
审批过程长、力度不足等问题逐渐凸显。

从7月份起，齐河在全县推广设立村（居）
“慈善互助基金”，打造慈善“村级自助”模式，搭
建乡村捐赠平台，下放慈善资金的审批权、使用

权。各村（居）自主通过集体经济、村民捐款等途
径募集善款注入“慈善互助基金”，作为鼓励，县
慈善总会列支专项资金对全县村（居）所募集的
善款进行分段配套。救助资金由村（居）委会提
出使用建议，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评议并公示后，
专项用于本村居困难群众的临时救助，县慈善
总会对资金使用进行全程监督。

根据该县《关于进一步加强慈善基层组织
网络建设的意见》，村（居）筹募善款在3000元
及以下的，县慈善总会给予80%的资金配套；
若超过3000元，超出部分则按40%给予配套；
最高配套金额为1万元。齐河县民政局局长田

洪国说：“成立村（居）‘慈善互助基金’，
就是要延伸慈善触角，发挥基层群众的慈善力
量，在全县形成人帮人、户帮户，村居民之间
互相帮助的慈善氛围。”

与此同时，齐河县还在各慈善分会设立“专
项临时救助资金”，由县慈善总会按照各分会辖
区内“慈善月”募捐总额的60%进行列支资金预
算。“专项临时救助资金”由各慈善分会，主要对
本辖区内暂未成立“慈善互助基金”及救助能力
较弱的村（居）进行帮扶。

目前，该县已有23个村居成立了“慈善互助
基金”，募集慈善互助基金总额15万余元。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刘昌勇 报道
本报威海讯 10月25日，在南海新区爱心基金

捐赠暨发放仪式上，南海新区爱心基金会理事长刘
玉峰从区内26家企业手中接过总计3000余万元的爱
心捐助款。这支从去年8月份开始筹划的威海首支非
公募慈善基金，短短一年多，总额已达9000多万元，
成为全省最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

去年8月份，南海新区43家企业主动发起设立爱心
基金，共募集原始基金5000多万元，成为行政审批权下
放后威海批准的第一支非公募基金。基金成立当年，就
为150多名贫困大学生提供助学帮助，为近1200个贫困
家庭送去慰问金。在当日的发放仪式上，爱心基金会向
因病因灾致贫的家庭、见义勇为个人、南海高中助学
金、名校建设基金等共捐赠170余万元。

延伸慈善触角 形成互帮氛围

齐河23个村居成立“慈善互助基金”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乔志宇 报道
本报鱼台讯 “我们在督促国有粮食收购企业

落实便民措施、方便农民售粮的同时，还开展了‘送
科技进农户’活动，指导农民科学储粮，减少农民损
失，同时加强市场监督，规范粮食收购秩序，保护粮
农利益。”10月26日，鱼台县粮食局副局长陆军说。

鱼台县现有92家国有、民营及个体粮食经营组
织。该县积极适应粮食经济发展新常态，依法依规开
展全社会粮食流通日常监管，做到严格公正、廉洁文
明执法，维护了粮食市场的有序流通，荣获“山东省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先进单位”等多项省级荣誉。在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建功鱼台发展，我该怎么
办”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该县不断优化作风、提
升工作标准，近日又积极创建全国粮食流通监督检
查示范单位。

今年以来，该县累计出动执法检查人员400余人
次，开展各类检查百余次，检查粮食经营企业247个

（次），查处违法、违规经营粮食案件17例。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薛海波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13日下午，4辆轻型卡车载

着篮球架、书包、课外书、粉笔，还有赠送给老师
的被子，开进了嘉祥县满硐镇育才小学的校园。这
些教学物资来自于90后农家女李倩的捐赠。

李倩1991年出生于满硐镇徐庄村，小时候在徐
庄小学就读，后来学校合并后徐庄村的孩子们都到
新建的育才小学上学，因此她选择为这所学校捐款
捐物。

高中辍学的李倩先是在镇上开了一家影楼，后
来又干起淘宝兼职。当时她已经是两岁孩子的妈
妈，除了照顾孩子，其他时间都在张罗生意，白天
实在忙不过来，就等晚上孩子睡后连夜打包发货。
种种尝试之后，她将目光瞄准了她熟悉的化妆品市
场。从最初的“一个人作战”，客服员、发单员、
接货员都是自己，到在济宁、郑州、上海、义乌成
立4家商贸公司，配置专门的库管、配货、出库、
美工、网络、高管部门，李倩只花了一年的时间，
从一名普通的农家女创下了两千万元的资产。

赚钱后，她首先想到的是回馈社会，决定向家
乡小学捐献10万元现金，以及20万元的教学物资。

威海南海新区
爱心基金总额创新高

鱼台县加强粮食流通
监督检查

□林世军 白书强 赵良选 报道
本报阳信讯 阳信县推进“放心食堂”工程，保

障农村学生们能够吃上安全放心的热菜热饭，着力
打造校园食品安全“四统一”，精细化长效管理机制

（即统一标准、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监管），对
‘米、面、肉、油’等大宗物品实行集中定点采购，确保
食品安全有源可溯、有据可查、有责必究。

县教体局安全办宋主任介绍，餐厅根据指定的
学生食谱，每天由固定的蔬菜供货商提供蔬菜，保证
蔬菜的新鲜度，并且全部做到索证索票，供货人、签
收人签字认证。学校食堂在防霉、防腐、防鼠、防蝇等
方面，全部按照食堂原料存放规定执行。学校还组织
了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对食堂运营情
况进行监督，定期回访。

仅去年以来，该县即投入1700余万元用于农村
学校“放心食堂”建设，建起50处中小学放心食堂，面
积1 . 8万多平方米，惠及学生2万余人。

阳信中小学放心食堂
惠及2万农村学子

农家女李倩
全力资助家乡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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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县

□王福录 报道
博兴县2015年评选出“十大孝星”，并隆重颁奖。图为重阳节颁奖文艺晚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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