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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付 瑶

1月30日10点，27岁的寿光市民温爱雯和她的
爱尔兰男朋友保罗提着大大小小十几个包裹，从寿
光菜博会1号馆的年货会门口走出来。

“这是男朋友第一次跟我回家过年。我们来年
货会置办了些吃的，给家人带回去。”温爱雯说，
她们前天从爱尔兰坐了20多个小时的飞机到济南，
然后坐机场大巴到寿光后，就马不停蹄地来到菜博
会赶年集。“我关注了寿光网的微信号，知道1月
31日之前有年货会，生怕耽误了，就赶紧过来。”

这是保罗第一次来中国。“第一站肯定是寿
光，我要让他看看我的故乡，见见他未来的丈母
娘。”温爱雯说，在年货会上，平时爱说爱闹的保
罗说的最多的就是“哇”。“寿光人过年，他这次
是见识了，比爱尔兰人过圣诞节热闹多了。”

“有松花蛋、火龙果、板栗、花生，还有很多
别的吃的。”保罗用不太流利的中文一字一句地介
绍着他买的年货，“这盒巧克力，本来卖25元，我
砍价到了15元，太不可思议了。”

坐上出租车，保罗和温爱雯用英语不停地商量
着自己见准岳母第一面的“注意事项”，并提出了
几个疑问。“他问我，我妈会不会介意他留过耳长
发以及不会做中国菜和不会用筷子的‘缺点’，我
说不会。”温爱雯说，自己的妈妈是一个特别好相
处的人，让保罗轻松一些，不要紧张。

到了家，温爱雯的父母热情地迎接了保罗和女
儿，并举着大拇指夸赞保罗是一个有“范儿”的帅
哥。“阿姨说她最喜欢梅西，梅西以前就是长发，
所以她不介意我留长发。”保罗说，“还有，阿姨
特别为我准备了西餐用的刀叉，我很感动。”

记者临行前，保罗正在准备自己拿手的火龙果
沙拉，并和温爱雯商量着，准备取一个中文名，叫
温爱文，逗得一家人前仰后合。“中国过年很幸
福，寿光人真的好！”保罗说。

2月3日晚上，寿光市民魏永浩抱着自己刚满月
的小女儿，和家人一起观看寿光春节联欢晚会。

“我在福建做生意，平时太忙很少回家，爸爸
每年都会把各个电视台的春晚节目录下来，等我过
了年回家看。”魏永浩说，自己连续4年没有准时
回家过年，每年都是大年初五以后才到家。

“但不管多晚回家，我爸都会给我煮饺子，陪
我看春晚。”魏永浩说，“今年我特意给自己早放
假，小年就回来了，爸爸已经录好了寿光台的春
晚。”

“年纪大了，我能给孩子们做得不多，把节目
录下来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比一个人看有年味
儿。”魏永浩的父亲魏义民说，儿子喜欢看小品，
他把今年所有春晚的小品都一个个录了下来，做成
了集锦。“儿子给我买的摄像机，平时我喜欢拿来
拍风景，到了过年我就录节目，很有成就感。”

“正月十五我们小区还组织了相亲团，我准备
让二儿子去参加，碰碰运气。”魏义民笑着说，
“小区里有很多单身男女青年，平时一起健身的老
头老太太们在一起商量，愿意凑这么个场合，让孩
子们接触接触，指不定就能促成一桩好姻缘。”

“父亲之命，哪敢不从呀。”魏义民的二儿子
魏永勤笑着说，自己已经32岁了，父亲着急很正
常。“我也确实该谈对象了，不然好媳妇都被人挑
走了，我就成资深剩男了。”

2月5日，寿光市民闫旭东来到东城全福元商
场，为马上要来他家过春节的准二姐夫准备礼物。
“我在兖州上班，昨天刚回家，听妈说二姐的对象
今年要来，我得准备准备，不能失了礼。”整整一
下午，闫旭东从商场一楼逛到三楼，准备了满满一
购物车礼物。

“一个电动剃须刀、一盒咖啡、一箱啤酒，还
有海虾、刀鱼、蛤蜊和五花肉。”闫旭东听说姐夫
是青岛人，还特意买了一台烤箱。“我不是很会做
菜，招呼客人直接上烤串儿，味道好还不失面
子。”闫旭东说。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鹭

今年，寿光市稻田镇的马海滨一家人在海南三
亚过年。这是马海滨和妻子在海南种大棚以来，过
得最有“年味儿”的一个春节。“亲人都在身边，
这才叫过年。”马海滨说。

8年前，马海滨携妻子来到海南种植“田马香
瓜”大棚。“春节恰恰是香瓜大量上市的时候，
棚里的活儿多，我们没法回家过年。”马海滨
说。

据了解，在海南种植蔬菜大棚的寿光人，大多
不能回老家过年。尝一口家乡的饭菜，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拉呱过大年，成为马海滨一年里最盼望的
事。

“从我记事起，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蒸年
糕、灌腊肠，这是我最喜欢的味道。”马海滨说。

知道儿子馋这口儿，马海滨的母亲特意在家做
好了年糕、灌肠、绿豆扒谷、驴肉等家乡特色美
食。春节前，老人领着孙子孙女，带着年货从寿光
老家来到了海南。吃着家乡的食物，马海滨说，山
珍海味都比不上家乡的味道。

除夕晚上，马海滨一家与20多名寿光人聚在一
起吃年夜饭，整整凑了3大桌。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顿年夜饭，马海滨完全按照寿光习俗准备。“8
年了，这个年过得最有滋味。”马海滨说。

母亲和孩子第一次来海南，马海滨特意安排了
春节“节目”。初一到初三，马海滨带着母亲、孩
子去三亚海边游玩，逛商场，逛公园。

马海滨的母亲和孩子在海南住了半个多月，由
于听不懂当地方言，跟左邻右舍也不熟悉，老人每
天能做的是为孩子们做饭。“做些孩子们愿意吃的
寿光饭，让他们长几斤肉，我就很高兴。”马海滨
的母亲说。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赵晓东

2月14日，寿光侯镇三屋子村，村民徐广排
正在文化大院“农村书屋”浏览《苹果树种植技
巧》一书。“这文化大院多亏了市文广新局干部
李福文和张志杰。他们还给俺村修了排水沟。”
徐广排说。

2015年3月，李福文和张志杰被选派驻侯镇
三屋子村第一书记工作组。两人上任后，为该村
配套7套体育器材，500本图书，以及文艺器材、
音像制品等，建起了文化大院。

2015年，寿光继续选派第一书记，推动包千村
联万户活动，帮助农民解难题、办实事。据统计，
寿光共有67个市直部门单位和50名第一书记、120
名市镇机关干部、30名大学生村官投身基层。

把问题村班子拢起来

文家街道西陈村曾是数得着的先进村，也
因60多名村民集体越级上访成了有名的问题
村。寿光市粮食局驻村干部齐树田进驻西陈村
时，就面临这样的难题。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还得靠党
支部。”齐树田说。

针对问题，齐树田打出一套“组合拳”。先解
决村“两委”班子不团结问题，然后严格按照程
序选出村民代表和监事会，让群众的事情群众
自己说了算。接下来就是，立足群众需求，通过
办实事赢得民心。经过整治，西陈村“两委”班子
团结了，一项项村级事务开展起来也容易了。村
里新上5台变压器，改造8000米用电线路，部分
道路也进行了整修。西陈村一步步走上了正轨。

“通过抓好党建工作让问题村步入正轨，是
寿光第一书记与以往帮包干部的最大不同。”寿
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莹说，问题村之所以
存在问题，除了自然、历史等因素外，更重要的
是班子的问题。建个好支部，才是改变一个村庄
面貌的治本之策。

“第一书记不是要取代村干部，而是要把散
乱的班子‘拢’起来，把服务群众的能力提上去。
出主意在身后，把‘好’记在村干部头上，自己甘
当‘影子’和‘梯子’，帮着他们树威信、干事业。”
齐树田说。

让薄弱村有收入来源

2015年，化龙镇信桥村山药种植面积扩大
到1600亩，亩产过7000斤，精包装山药1斤卖到了
5块钱。而在2014年，信桥村只有160户村民种植
着800亩山药。产量和质量的大提高，有该村第

一书记、寿光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于庆涛的功劳。
信桥村虽是山药种植大村，但由于附加值

低和粗放销售，好东西没卖出好价钱，村民收入
较低，村集体每年只有5万元的收入。

摸清村情后，于庆涛和驻村队员想出这个
“法儿”：示范引导，让群众看到好处。群众参与，
让大家得到实惠。自由发展，让市场发挥作用。

在第一书记的指导下，信桥村“两委”成立
了以山药经营为主的蔬菜专业合作社。合作社
规范了山药种植标准，所有山药统一加工包装，
统一出货。同时，合作社注册了“信家桥”山药商
标，并创办网站，通过网络进行销售。该合作社
还征集确定了“厚道信桥人，地道好山药”广告
语，提高了信桥山药知名度。通过创办合作社，
信桥村集体收入有了稳定来源。

“第一书记的优势，是政策熟、信息广、思路
宽。我市第一书记驻村，要求改救助为开发，改

‘输血’为‘造血’，改外促为内生，改普惠为精

准。”徐莹说。
据介绍，去年寿光第一书记所驻村共举办

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20期，流转土地1656亩，建
立绿色蔬菜种植园区4个，兴建高标准蔬菜种植
大棚63个，建设蔬菜批发市场2个，领办、创办各
类果蔬合作社11家，通过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全方位服务，村集体增收182万元。

“第一书记成为统筹资源、整合力量、叠加
优势的有效平台，凝聚起农村发展的强大合
力。”徐莹认为。

蹲在村里真接地气

“下来了，才真正感到基层培养人、锻炼人、
检验人。在农村干了一年，才知道什么是接地
气。” 寿光市城管执法大队队员、稻田镇王望
二村第一书记武国强说。

坐在办公室里想的群众和武国强蹲在田埂

上拉家常的群众完全不一样。“群众是盼着庄稼
有个好收成的老王家，是想着孩子毕业后留在
城里工作的老李家，是希望丈夫打工挣大钱回
家的新媳妇。”武国强说，群众有自己的小算盘、
小九九。也正是通过这样的了解，武国强摸透了
村民的脾气，处理村里事情也有的放矢。

“第一书记们在成长。他们为村里修下的也
许是一条路，栽下的也许是一片林。这些事情，
看来具体甚至琐碎，但一点一滴事关民生，一桩
一件意在小康。这里面有对‘三农’问题的实践，
有建设现代农业和新农村的努力。”徐莹说。

去年寿光65个市直单位为农村提供帮扶资
金684 . 5万元，第一书记所驻村累计安装变压器
84台，更换用电线路4 . 35万米，整修、新建村级
活动场所、文化娱乐广场47处，安装健身器材52
套，砂石、水泥硬化村路11 . 8万米，修缮、新建排
水沟3 . 83万米，栽植绿化苗木2 . 96万株，清运垃
圾4万多立方，拆除违章建筑580余处。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2月15日上午，寿光水泥厂小区，63岁的
李金福正在宣传栏前阅读寻找保姆信息。“老伴
病了，需要人伺候，我看看这上面有没有合适
的。”李金福说，有了这个宣传栏，开锁的、保洁
的、招工的信息全都有了。

去年，寿光搞文明创城时，这个小区有了宣
传栏。之前，楼道里、门上都贴着喷着各种小广
告。水泥厂小区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居民多是
老人，楼道内存放着柴禾、煤炭和菜盆等杂物。

2015年10月，寿光圣城街道向阳社区组织
30多名社工和志愿者，来到水泥厂小区，清理了
小广告，粉刷了墙壁，把楼道的杂物全部挪到仓
库，运走了建筑垃圾。

“最初，我们去清理这些的时候居民不理
解。现在我们过去，老人都主动打招呼。”向阳社
区党委副书记孙景会说。

这是向阳社区探索社区党委统领、社工支
撑、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四社联
动”志愿服务机制的一个实例。

“‘四社联动’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
设的活力，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度，
推动了社区和谐建设。”圣城街道城市社区办公
室主任孟令丽说。

老旧小区改造社工在前

今年春节，南关小区居民、58岁的刘香菊在
自己家过的春节：“有了暖气很暖和，有了燃气
做饭很方便，再也不用去孩子家过大年了。”

南关小区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原来的
楼宇门早就烂掉了，小偷时常光顾。暖气不通，
大家取暖各想各的办法。电线线路老化，冰箱、空
调到用电高峰就带不动了。”刘香菊告诉记者。

2015年，寿光将老旧小区改造列入重点工
程，以三里和南关小区为试点。“试点政策很好，
但说服每一户居民都同意改造，难度非常大。”
圣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少杰说。

社工成为小区改造前期工作主力军。“90
后”的常青，是参与入户调查的社工之一。去年7
月，常青带着《老旧小区改造方案明白纸》、《老
旧小区改造征求意见表》和社区工作证，来到南
关小区，逐家逐户上门征求小区改造意见。

常青记得，在一户居民家门口敲门时，里面
明明有说话声，但无论如何解释，就是不开门。
后来在小区热心邻居的帮助下，常青跑了6趟才
做通这户人家的工作。

张少杰认为，很多社工不为报酬、不计得
失，用真诚感动了改造户，让老旧小区在短短半
年内大变样。为完成老旧小区改造，圣城街道14
个城市社区的125名社区书记和社工参与进来。

整合社会组织服务居民

“崔老师，您帮帮我的孩子吧。孩子有抽动

症，遇到激动的事情就容易昏厥，跟同学也不合
群。”2015年3月12日下午，杨美琴和丈夫刘玉带
着孩子小宝来到向阳花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向
心理咨询师崔希才求助。

仔细询问后，崔希才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2009年，刘玉遭遇一场车祸后，不能干重体力
活，家庭重担落到杨美琴身上。因经济压力变
大，夫妻两人经常吵架。

听到父母吵架，小宝总是捂起耳朵躲进屋
里。有次和丈夫吵架后，杨美琴发现小宝浑身抽
动，口吐白沫晕了过去。医生诊断小宝为抽动症，
可能与父母吵架受惊吓有关。之后相当长一段时
间，杨美琴夫妇没再当着小宝的面争吵。半年后，
老师打电话说，小宝因琐事和同学吵架，再一次
抽动晕厥。医生建议最好带孩子做心理疏导。

“经过一年多的疏导沟通，现在小宝已经好
了很多。”崔希才说。

向阳社区充分利用社会组织人才、资金等
方面优势，通过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和对接
社会上有一定规模的公益团体，形成工作合力，
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需求。如今，向阳社区有祥
霞社工、向阳花心理咨询中心、社区医疗队、文
汇苑业主联谊小组、寿光市中外舞蹈交流协会
等社会组织。

志愿者增强社区自治能力

“吃饭解决了，低保解决了，就业也解决

了，小纪家的日子好起来了。”孙景会说。
小纪是寿光圣海花园居民纪袁新，2012年

因车祸变成植物人。父亲在家照顾他，全家靠
着母亲打零工维持生活，还要借款支付高额的
康复护理费用。

居民小组长了解情况后，向向阳社区居委
会反映了纪袁新家的情况。社工入户走访后，
及时为其申请低保，免费办理了医保。仓圣网
在向阳社区开设了直营店。该店负责人通过孙
景会了解到纪袁新的情况后，承诺免费为纪家
每周提供套菜和水果。

考虑到纪袁新家现在没有稳定的收入，孙
景会又找到了圣海花园物业公司。纪袁新的母亲
在小区干上了保洁员，父亲晚上在小区保安室值
班。“我们能做的，不仅仅是临时性救助，而是
希望他们能实现自助。我们尽最大可能，联合所
有的资源为居民服务。”孙景会说。

向阳社区志愿服务站开展志愿者招募、注
册、登记工作，各社区登记志愿者占常住总人
数的9%以上。服务站根据志愿者的特长和意
愿，成立了党员、敬老、爱幼、助残、治安、
文体、“和事佬”、环保等志愿服务队，开展
歌唱、书法、环保护绿、文明创建、治安巡逻
等各类服务活动。

孟令丽认为，社区志愿者在帮助他人、回
报社会的过程中，既体现了自身价值又影响感
化着周围群众，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
情，增强了社区的自治能力。

寿光圣城街道向阳社区创新社会治理

“四社联动”增强居民归属感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2月16日上午，寿光市文家街道王端宇村，
66岁的王玉莲和3位老人在幸福院里拉家常。
“吃的，住的，玩的，这里全都有，我觉得很舒
心。”王玉莲说。

王端宇村幸福院是一个400多平方米的二
层楼房，内有休息室、娱乐室、康复健身室、伙
房、餐厅、洗浴室等，并配有健身娱乐器材，楼下
就是卫生室。“老人有点头疼脑热，不舒服啥的，
卫生室当场就能救治。”王端宇村党支部书记王
向民说。

王端宇村有村民900人，60周岁以上老人

160人，其中独居老人50人。
“我们村的养老问题很突出。幸福院如果只

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护，不能满足有慢性疾病的
老人对医疗、护理和康复的需求。”王向民说，

“卫生室和幸福院紧挨着，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了。”

据了解，寿光已有74个村建了紧邻卫生室
的幸福院。

寿光共有105万人口，60岁以上老人有20 . 3
万，占总人口的19 . 2%。而寿光全市运营的养老
机构只有6处，住着600多位老人。“失能、半失
能、失智老人的人数都在快速增长，养老机构中
内设医疗机构的只有2处，寿光养老的压力很

大。”寿光市民政局局长杨秀英说。
寿光市福利中心有一个高标准康复医疗中

心，配备了专业医护人员和先进医疗器材。根据
老年人的身体特点，该中心还聘请了营养师，对
老人的饮食科学搭配。93岁的李桂莲说：“医护人
员经常给我量血压、测体温，看病不用去医院。”

位于寿光市区的美特康智能居家养老中心
是家民营养老机构，专门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
活照料、家政帮助、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养老
服务。

“目前这些养老机构中的医疗服务远远不
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我们正在加快推进医养
结合。”杨秀英说。

据介绍，寿光正在起草医疗卫生与养老服
务相结合的政策。民政、人社、卫计等部门将建
立沟通融合机制，协同制定政策，规范医疗行
为。同时，推进建成养老机构与周边医疗机构开
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在养老机构设置的医疗机
构，可以成为城乡医保定点。

2015年，“城投·太阳城”大型养老项目与台
湾著名养老机构成功合作。项目总投资12亿元，
设计养老床位2000张，目前已经建成300张床位。

据了解，该项目引入台湾先进养老理念，建
立“一站式及全方位”银发照护专业队伍，为老
年人提供高端养老养生服务。寿光本地的民营
医院晨鸣医院提供具体的管理服务。

幸福快乐

中国年

寿光菜农

海南过年

第一书记进村，推动包千村联万户活动，帮助农民解难题办实事

点滴关民生 志在奔小康

“医养结合”破解农村养老难题

春节前夕，化龙镇信桥村第一书记于庆涛(左二)在检查将送给困难群众的过冬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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