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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 琳 通讯员 王广生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 省委统战部今天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十届十三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吴翠云主持会议并讲话。

吴翠云强调，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十三次全体会议精神，是全
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全省各级统战部门的重
要政治任务。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会议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组织各
级统战干部和广大统战成员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用会议精神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紧紧围绕“十三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部署举措，找准
统一战线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引导广大统战成员，充分发挥优势，积
极建言献策，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广泛参与扶贫攻坚，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要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为强大动
力，不断开创全省统战工作新局面，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各
项目标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前列作出积极贡献。

□ 本报记者 赵 琳

她曾是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在基层岗
位上兢兢业业工作30年；她又是一名普通
的农家妇女，40年如一日悉心照顾瘫痪在
床的丈夫，独自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个
家。她是胶州市胶西镇娄敬庵村村民王业
秀。

1975年，经村里人介绍，28岁的王业
秀和本村村民刁世勤相恋结婚，婚后生活
和美。然而半年后，王业秀发现丈夫起夜

频繁，而且浑身冒凉汗，到医院检查后发
现：丈夫患有严重的胸椎结核，需要立刻
进行手术。

“这个病，现在来说不是什么大病，
可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大毛病！”王业秀
说。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手术失败
了，丈夫高位截瘫。“当时刚结婚，听到
这个，感觉天都塌了。家里的顶梁柱倒
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王业秀回
忆。当时村里不少乡亲都劝她改嫁，丈夫
也不想拖累她，多次提出离婚。但看着因
病极度消瘦的丈夫，王业秀却怎么也狠不
下心弃之而去。

从那以后，王业秀倾其全力照顾丈
夫，家里的积蓄全部花上了，生活已经捉
襟见肘，连治疗费用都只能跟亲戚朋友
借。就算这样，她仍然省吃俭用，想尽办

法给丈夫加营养，平常哪怕有一口好吃的
也是留给丈夫吃。“刚出这事的时候，他
老是想不开，想过自杀，所以晚上俺都不
敢睡沉，就怕他出事。”王业秀说。她每
晚至少要起来两三次，一边帮丈夫翻身，
一边检查他大小便情况。第二天一大早，
还要起床收拾屋子，再给丈夫翻身、擦身
体，然后做早饭。听着都是些细碎活儿，
王业秀却从不敢马虎，40年来几乎没睡过
一个安稳觉。

不仅如此，平时王业秀还坚持为丈夫
按摩。天气暖和的时候，她就推着丈夫出
去溜达，让他和邻居聊天解闷。在王业秀
的悉心照料下，丈夫逐渐从阴影里走出
来，病情也趋于稳定。1977年，女儿的出生
更给这个困难的家庭增添了欢乐和生机。

结婚前，王业秀就是村里的党支部成

员。婚后，她一边照顾丈夫、抚育女儿，
一边坚持着村里的工作，还凭借出色的工
作能力和极高的群众威信，在1994年高票
当选了村支部书记，成了全村的“领头
羊”。她带领村民上大棚、种小西红柿，
“娄敬庵”西红柿逐步成为当地响亮的农
产品品牌。娄敬庵村也在她的带领下从贫
困村成了先进村，现在村里600多个大棚
每年收益高达3000多万元。

“能找到这么个好媳妇，是我的福
分。如果有来生，我愿做牛做马服侍业
秀。”谈起老伴儿，刁世勤流着泪说。但
在王业秀心里，丈夫才是会疼人的。“别
看老刁不能动弹，心可细了，只要变天，
他总会提醒我出门加衣服。有这样的好老
伴，俺也知足了。就是再过40年，俺也陪
着他。”王业秀说。

“史上最严国考”开考，山东8万考生竞争1245个岗位

50：1，平均竞争比5年来最低

既要带领村民脱贫，又要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王业秀说———

“再过四十年，俺也陪着他！”

□CFP供图
11月29日，考生在烟台市福山区东华小学考点等候进场时抓紧复习。当日，2016年度“国考”在全国同时开考。

省委统战部传达学习省委

十届十三次全体会议精神
吴翠云主持会议并讲话

□记者 于国鹏 房贤刚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 由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省贸促会

指导，大众日报主办的“倾听齐鲁故事”——— 米兰世博会山东书画
展，今天上午在山东齐鲁艺术馆开幕，米兰世博会山东活动周组委会
主任王军民出席开幕式观看展览并与书画家们座谈交流。展览共展出
150余位知名艺术家的精品佳作280余幅。

这次展览是山东书画从米兰世博会载誉归来后，向家乡人民的一
次汇报展出，也是一次比米兰世博会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山东当代
书画艺术的集中展示。米兰书画展的成功激发了山东书画家的热情，
他们以饱满热情以丹青方式，表达着对齐鲁大地的热爱，用艺术描绘
泰山黄河间的壮丽风景，讲述着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故事，丰富我们
的齐鲁文化。

据介绍，今年9月16日至20日，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山东活动周期
间，“世博百年 山东荣耀”山东籍书画名家作品展作为山东周系列
活动的重要组成板块，获得圆满成功。这次活动成为山东省委省政府
推动优秀“山东文化走出去”的一次成功实践，也是山东当代文化艺
术面向世界的一次精彩展示，对加强中外文化和经贸交流也起到了一
定的推动作用。

展览将于12月6日结束。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 今天，2016

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
考试公共科目笔试拉开序幕。这次国
考，2 . 7万个招录名额共吸引了近140万
人报名，招考人数创历史新高，但是，
平均竞争比却是5年来最低。本次国考
也被称为“史上最严”，《刑法修正案
(九)》本月实施后，出现组织作弊行为
最高获刑7年。据不完全统计，今天山
东约有8万考生走入考场，竞争1245个
岗位，竞争依然激烈。

本次国考招录共提供15659个职

位，计划招录27817人。职位数和计划
招录人数，分别比去年增加了16%和
25%，均创历史新高。与往年相比，本
次国考招录，在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机关 (单位 )工作人员不能报
考，这也是国家公务员考试首次仅面向
体制外人员。

虽然招录规模大幅增长，但是根据
国家公务员此前发布的数据，本次国考
报名有139 . 46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国
考平均竞争比则降到50∶1，这已是5年
来最低，今年也被称为“最好考国考
年”。以国考最热岗位的竞争情况为参

考，2013年度国考报名的最热岗位接近
“万里挑一”，2014年度报名最热岗位
接近“七千选一”，2015年度报名最热
岗位的竞争比为2625:1。

然而山东历来是“公考”大省，
8：30，记者在济南市育英中学校门外
见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东籍毕业生
李琳，她这次是专程从武汉赶到济南参
加考试。“毕业后想回山东就业，这段
时间在济南参加了几场招聘会，明显感
到今年工作不太好找，很多大企业压缩
招聘人数，海投简历得到回复的也不
多，反而公务员考试只要符合条件就有

考试资格。”李琳告诉记者，她此次报
考专门回避开竞争激烈的岗位，选择的
是天桥区国税局。

据悉，本次国考山东通过报名审核
人数为83007人，在北京、广东之后位
居全国第三；招考职位数1245个，竞争
比高达66 . 67：1，激烈程度仅次于北
京。从全国范围来看，竞争最激烈的前
五个省份分别为北京、山东、重庆、浙
江和内蒙古，均超越了全国平均竞争
比；而竞争激烈程度最低的分别为青
海、新疆、西藏、安徽和黑龙江，竞争
比均低于全国平均竞争比。

今年国考还有另一个“史上之最”，
即“史上最严”，从今年开始，在“国
考”中作弊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

11月1日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九)》将包括公务员录用考试在内的国
家考试中组织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列入刑
事犯罪，即组织作弊、为他人实施组织
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向他
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考试试题和答案、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以往，利用刑法来惩治考试作弊
者，主要是依据‘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罪’，因为高考、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试
题及答案都属于国家秘密。而《刑法修
正案 (九 )》规定：组织作弊者、‘枪
手’和请人代考者都难逃法律制裁，这
必将有效打击‘国考’作弊行为。”山
东法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水表示。

记者从省人事考试中心了解到，今
年我省也加大了对国考作弊的打击力
度，省、市两级人社部门联合省、市公
安、无线电管理等有关部门，加强考试
期间对考点内外的联合巡查，采取积极
有效措施，严厉查处和打击各类涉考违
法行为，让各种作弊手段无处遁形。

“此外，考生有被认定为严重或者
特别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将记入公务
员录用考试诚信档案库，作为公务员录
用考察的一项重要参考。”省人事考试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 本报记者 滕敦斋

农历十月上旬，正是大葱收获季节，
万新村党支部书记沙树星忙得坐不下来，
手机铃声响个不停，让记者的采访“很不
顺利”。

地处章丘大葱主产区，万新村大多数
农户种大葱，以前由于散户种植、无序竞
争，好收成也卖不出好价钱。三年前，村
党支部牵头创办大葱种植合作社，支部成
员与合作社管理人员双向进入、交叉任
职，沙树星兼任合作社理事长，村里大多
数党员也加入合作社。从此以后，党支部
全程服务合作社，村民的大葱种到哪里，
合作社就发展到哪里，支部的服务也跟到
哪里。

种葱是个技术活儿，合作社推行优良
品种、肥料农药、种植技术、操作规程、
产品标识、加工销售“六统一”服务，让
入社农户省心省力又省钱。很快，村里有
160多户加入合作社，占全村农户的七成
多。没有入社的农户，有的把土地流转到

了合作社。
合作社派出年轻党员、致富能手到山

农大、省农科院学技术，搞出了国内首创
的“富硒大葱”，接着注册了“万新牌富
硒大葱”商标，开展品牌宣传、销售监
督，开通电商网站，参加全国农产品会
展。现在，“万新牌富硒大葱”成了响当
当的中国名优农产品，每到大葱集中上市
期，这里的大葱提前半月就卖完了，价格
还高出20%多。

“合作社办得红火，除了社员增收，
村集体也多了一大块收入。”沙树星介绍
说，按照合作社章程，合作社收益的60%
用于社员分红，20%留作合作社发展基
金，20%纳入村集体收入。去年，合作社
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今年会达到15万
元。

除了“支部+合作社”，万新村还搞
起了“支部+服务队”、“支部+便民
点”。

先看“支部+服务队”。万新村是个
城郊村，离章丘市区只有十多里路，离济
南也不远，不少村民外出打工，地里的活
儿顾不上。为帮助农户解决这个难题，村
党支部出面协调种田能手、农机手，与村
里的党员骨干组成服务队，按照“有偿、
微利”的原则，为村民提供从种到收一条
龙托管服务。“服务队随叫随到，种地又
很内行，这大大地方便了农户。同时，服

务队带有公益性，这又提高了党员和党支
部在村民中的威信。”沙树星说。

再来看“支部+便民点”。村里有座
二层小楼，除了几个房间用来办公，以前
大多数房间都闲置。为了更好地服务村
民、方便村民，村党支部决定，留出办公
的地方，其它房间都用来搞服务、搞经
营。走进小楼，记者看到，一层是村“两
委”办公室，还有科普阅览室、电子阅览
室；二层是农产品质量检测室、培训会议
室。检测室可以为村民提供测土配方、农
药残留检测服务。设在这里的科技培训中
心，可以承担上百人参加的农技培训。村
里还建起了大葱交易中心，市场就设在小
楼前面的广场上，既方便了村民卖葱，又
增加了集体收入，仅市场服务费，每年可
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

“前些年，支部工作很单纯，主要是
上传下达。现在搞了支部‘1+3’，支部
工作与合作社的经营、村民的生产生活融
合在一块了，全市每一位村支书都成了大
忙人。其实不光支书忙，‘两委’班子、
村里党员也都忙活起来了！”陪同记者采
访的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董宽兴奋地说。

万新村的支部“1+3”做法，如今已
在章丘农村遍地开花。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杨高峰告诉记者：“我们没有一刀
切，而是因地制宜，有的村搞了‘支部+
合作社’，有的搞了‘支部+服务队’，

有的搞了‘支部+便民点’，有的二者或
三者皆备。不管哪种模式，都达到了支部
有作为、集体增收益、群众得实惠这个目
标。”

点评

□ 鲁组轩

综观章丘市支部“1+3”农村党建新
模式，作用有三：一是实现了支部有作
为，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支部
“1+3”突出了党组织主体作用，村党支
部变决策指挥为创业带动、服务引导，对
群众由事务服务拓展为利益服务，党员干
部变个人致富为带头致富、示范服务，村
党支部和党员干部在群众中树起了威信。
二是实现了集体增收益，提高了村党支部
的服务能力。通过搭建支部“1+3”经营
增收载体和平台，支部发展集体经济有了
抓手，服务与发展找到了有效契合点，服
务群众的能力明显增强。三是实现了群众
得实惠，促进了农村和谐稳定发展。通过
整合“三农”服务资源，形成了从日常生
活、生产经营到社区配套服务的一条龙服
务链，把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经营服务
直接送到群众家中，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
程度大大提高。

“1+3”，村支部威信“立”起来了

“倾听齐鲁故事”米兰世博会

山东书画展在济开幕

（上接第一版）义工也经常来他们家帮忙。
“‘农村特困群众救助保障线’规定，对重大疾病、意外事件等

导致严重困难的农村家庭给予托底式救助，并且原则上救助金不设上
限。”费县民政局局长邵士侠说，“3+4”实施以来，通过县财政列
支、慈善总会募捐等方式，费县有1700多个像刘文平这样的家庭得到
临时救助，累计发放特困救助资金600多万元，让众多陷于绝望中的
家庭重燃希望之火。

11月18日早上8点20分，家住费县城区的刘梦瑶就到了朱田镇大
山河村，她是这个村的“代办员”，专门负责为农民跑腿办事。“今
天村里吴开胜老大爷的哥哥吴开修的烈士证发下来了，我得给他送过
去。”刘梦瑶说。

刘梦瑶今年24岁，是费县统一招考的220余名大学生代办员中的
一员，负责朱田镇大山和村、尤家庄村。在去吴开胜家的路上，刘梦
瑶笑着说，她最近帮村里的新娘子办了迁户证明、帮新生儿办了出生
证明，“一个月怎么也得办20多件事。”

推行代办制，极大便利了群众，以前农民跑县乡办事经常遇到的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难题，不存在了。刘梦瑶告诉记者，以前
农民不熟悉门路，不知道怎么办理，现在找到代办员，农民的“私
事”变成了“公事”，办事成了“公对公”，有效避免了办事难、拖
拉、走后门等一系列问题。

大田庄乡五圣堂村是个有2800多口人的大村。“不怕笑话，俺村
以前一分钱村集体收入都没有，买根笔都得赊账或村干部代付。‘3+
4’施行以来，县财政每年给拨付4万元基层组织建设专项资金，保障
了村级事务正常运转。”村支部书记王光平说。

在费县，像五圣堂村这样获得补助金的村有301个，占比达到
75%。在红山湾村，由县里统一考聘的村会计贾俊茹告诉记者，“村
里麦克风买电池花5毛钱，也必须会计、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一起开
会，3人签字按手印，这5毛钱才能从镇农经站支出来。今年以来，这
样的财务监管会俺村开了80次。”

（上接第一版）而这一顶尖设备，就是由地处东营胜利经济开发区的
科瑞集团所研制的。该高寒钻机亮相北极，标志着东营高端石油装备
产业实现了从“制造”到“创造”的跨越。

靠科技创新推动石油装备业转型升级，在延伸和扩大发展优势的
基础上，东营经济在高端先进制造业站稳脚跟，全市石油装备制造业
产值约占全国的1/3。

“全市科技型企业达285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13家。创新孵化
面积达到60万平方米，院士工作站13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0
家。”市长赵豪志对记者说，“令人振奋的是，综合保税区、国家级
农高区建设加快推进，一批重大增长点正在积极培育中。”

实体经济兴旺，与金融产业共赢。目前，拥有213万人口的东营
市，金融机构达到277家，其中银行28家。截至9月末，全市贷款余额
比年初增加349 . 3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 . 52%，全省最低。与此同时，
依托石油化工、装备两大主导产业发展起来的黄河三角洲产权交易中
心、山东休斯顿石油装备交易中心、华东石油交易中心等第三方电商
平台形成全新的产业聚集，其辐射半径越来越大。前三季度，全市实
现服务业增加值845 . 5亿元，增速6 . 2%，占GDP比重31 . 9%，同比提高
2 . 3个百分点，居全省前列。

随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东营经济的“免疫
力”越来越强。面对世界石油价格剧烈下降、节能减排大批淘汰落后
产能的新常态，他们信心不减，逆势而上。前三季度，东营主要经济
指标稳中趋好，重点项目实施顺利，总投资1200亿元的82个重要项目
开工77个，开工率93 . 9%；固定资产投资2012 . 92亿元，增长14 . 4%；今
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2198 . 67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达到34 . 61%。

□记者 齐 静 通讯员 韩志方 报道
本报北京电 11月26日，2015年“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最后

一场活动在清华大学举办。该活动结束后，我省“组团”赴省外揽才
也落下帷幕。

据介绍，本次清华大学招聘活动针对清华大学和部分驻京高校专
业特色，结合我省用人单位实际情况，精选了9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前来参会，提供岗位1036个，需求人数2658人。

今年以来，“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相继走进武汉大学、吉林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我省引进了众多优秀
人才。五场活动共计397家单位参会，提供岗位5408个，需求人员
13944人。来自各重点高校的15400名优秀人才前来洽谈，收取简历
15319份，达成就业意向4014人，其中硕士以上学历人员占68 . 6%。

山东“组团”赴省外揽才


	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