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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2月24日上午，寿光市慈善总会天平帮扶基金
负责人朱天平来到上口三村，为赵永祥家送上了
3000元钱。

赵永祥有腿病，平常靠打零工养活80多岁的母
亲和一个13岁的孩子。2月20日下午的一场大火，
烧了赵永祥的家。听说赵永祥的遭遇后，天平帮扶
基金的朱天平、冯林等人到他家实地查看。“房顶
烧成露天，家具几乎全部被毁，只抢出来一张木床
和几条棉被。”朱天平说。

除了先帮扶3000元钱，天平帮扶基金还向社会
爱心人士发出呼吁帮赵永祥。

如今，在寿光已有包括天平帮扶基金在内的26
个志愿者社会组织。“各组织紧紧抱成一团，普及
志愿服务理念，挖掘专业领域深度，发挥资源整合
优势，形成了志愿公益的强大合力。”寿光市志愿
者协会理事长李昌福说，去年协会先后组织实施重
大项目5个，组织各类活动170多个，发掘和培养骨
干志愿者500余名，受益人群达到5万余人。

志愿者人数过10万

2月27日早7点，稻田镇杨家营村的杨玉茂开车
往寿光市里赶。来到东城全福元路口，杨玉茂停好
车，穿上黄马甲，戴好红帽子，拿着小红旗，站在
路边指挥交通。

“你那么忙，怎么还有空指挥交通？”熟人看
到杨玉茂，打着招呼。“这是做公益，大家都该来
做。”杨玉茂回答。

去年，杨玉茂从网上看到招募交通志愿者，就
打电话报名。“交警的力量毕竟有限，我们志愿者
可以补充进来。”杨玉茂说。

李昌福的另一个身份，是寿光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公共关系办公室主任。“行人、电动车闯红灯，
逆行、越线、过马路乱穿行等交通违法行为，还很
常见。我们一方面加大了执法力度，另一方面通过
发动群众开展志愿活动，提高市民文明出行意
识。”李昌福说。

2015年，寿光交警共发动3000名志愿者参加了
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承担了5条主要道路、40个主
要路口、70个公交站点的志愿服务任务。

据了解，目前寿光志愿者网站注册人数已突破
10万人。

众人完成白血病患者心愿

2月26日11：20，孙家集街道宋家村的小广场
上，一场婚礼正在举行。这是21岁的白血病患者王
培洪为母亲冯天彩众筹的婚礼。

2月中旬，王培洪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发
文，称现在有一位大叔愿意陪伴母亲走完下半生，
自己想为他们众筹一场婚礼。王培洪说：“我想让
母亲开始新的生活。她幸福了，我也就可以无怨无
悔地离开了。”

王培洪的心愿在朋友圈被大量转发后，蒲公英
爱心基金会成员积极行动，有人提供婚纱照的拍
摄，有人提供婚礼现场的音响，还有热心人担当司
仪。婚礼全程，由爱心人士和公益社团提供帮助。
在婚礼现场，人们还为这个家庭捐款。“以后，母
亲有人陪伴了，我也就放心了。”王培洪说。

据了解，王培洪生病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
爱，不算当日现场的捐助，王培洪家已经收到了捐
款12万余元。

“很多热心人从各地赶过来，为我们送祝福，
我非常感动。以后，我们会好好过日子，请好心人
放心。”冯天彩说。

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寿光有个出租车雷锋车队，田有民是其中一
员。对现役军人、残疾人士、70岁以上的老人，以
及有突发疾病需要到医院救治的人和高考期间考
生，田有民都不收费。

从15年前起，田有民就开始这样做。2000年
底，田有民遭遇了一场车祸。“我和对方司机都受
伤了，不能动弹。恰巧一位司机路过，把我们送到
了医院，及时进行了救治。”田有民说，康复后，
他觉得自己应该回报社会，就开始了公益之旅。

有人觉得田有民傻，家人对此也颇有微词，但
田有民说：“看到被我帮助的人露出笑脸，我觉得
很满足。”

古城街道弥景苑幼儿园园长郑素荣救助贫困儿
童60人次，供养2名大学生顺利毕业。郑素荣还成
立“飞梦”爱心基金会，带动更多的人做公益。
“帮助别人，我也收获了快乐。”郑素荣说。

据介绍，今年寿光志愿者协会将组织志愿者走
进每一个社区、走进大部分乡村。

“让更多的人了解志愿服务，参与志愿服务，
让参加志愿服务、参加公益活动成为寿光人的一种
生活方式。”李昌福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单辰

2月22日晚，寿光市人民广场附近人山人
海，节日气氛浓重。在广场南侧的一家烧烤店
内，家住银座新都小区业主杜美玲一家正在就
餐。

“每年元宵节晚上都会来广场看灯，因为儿子
喜欢。”杜美玲说，“本来今天儿子打算放几个孔明
灯许愿，可是却没见有卖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寿光已经不让卖孔明灯了。”烧烤店工作
人员王威说，“这几年，寿光的菜农和养殖户们
可没少让它祸害。这东西，上了天很美，掉下来
危险可就大了。”

2014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六日，寿光市
民韩某经营的养猪场发生火灾。当晚，500多头
猪被活活烧死，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经查，起火原因为未燃尽的孔明灯坠落在其养
猪场内，将封闭的猪舍内的可燃物引燃。

2015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日，工作在外
的寿光市民蒋某接到电话，得知其蔬菜大棚上
覆盖的草毡被孔明灯引燃。虽经消防人员和村
民及时灭火，但一整棚的黄瓜全部遭殃，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8万余元。

记者从寿光消防部门了解到，因燃放孔明
灯导致的火灾年年都有。据统计，仅2015年3月5
日晚6点至次日11点，该部门便接到火灾报警30
起，其中20起为孔明灯燃放引发，造成共计3处
蔬菜大棚被烧毁，损失达数十万元。

今年2月3日，寿光面向全市发布《关于禁止
非法销售燃放孔明灯的通告》，要求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不能在该市行政区域内非法生产、销售、
燃放孔明灯。一旦违反，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孔明灯本身就易燃，其底部的固体燃料燃
烧时，最高温度可达300摄氏度，相当于‘流动的
火种’。”寿光市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宋学安
说，孔明灯燃放后，风速为不可控因素。“冬天天
气干燥，一旦未燃尽的孔明灯降落在大棚、农场
或者加油站等易燃处，极易引发火灾。”

为将隐患降到最低，寿光市公安局、市场监
管局及城管执法大队、园林处等多部门联动，建
立了长效监管机制，着重加大了春节、情人节、元
宵节等节假日重点时段的巡查，对重点区域进行
重点盯防，全面制止非法制售、燃放孔明灯。

据介绍，春节至今，寿光城管执法大队共部
署200多名执法队员分组行动，24小时不间断巡
逻。“正月十五前后，全面加强对夜市、广场、公
园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一旦发现立即查
处，决不手软。”宋学安说。

寿光市民刘长玉在市区经营着一家玩具
店，每年春节前后，总会有一些年轻人来店里
咨询有没有孔明灯售卖。

“去年我进了2000个孔明灯，今年还有余
货，春节前也卖出去几百个了。”得知寿光发
布孔明灯禁售禁燃通告后，刘长玉马上在其买
家的QQ群里发布了“召回”已售孔明灯，并
全额退款的消息，受到买家称赞。

“挣钱不能昧良心，燃放孔明灯弊大于
利，禁得对。”刘长玉说，对于未售出的孔明
灯，他准备全部销毁，不再售卖。“孔明灯没
了，祈福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大家都自觉配
合，说明城市的文明程度高了。”

“菜农不易，十几万元投资一个大棚，可
能一个火星就烧没了。”杜美玲对禁放孔明灯
表示理解。

看上去很美 掉下来惹祸
寿光发布孔明灯“禁售禁燃令”，节假日重点时段24小时巡查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姜 楠

3月1日上午8点，寿光市城管执法大队
女子执勤服务中队队长孟令华正在和队员们
整理着装，准备开始一天的执勤任务。

“市区内5个主要路段内流动摊点的劝
离、放学时间学校门口的学生护送，是女子
中队的主要职责。”孟令华说，“从早上8
点到下午4点，队员们对各自负责的辖区进
行多次巡查。下午4点到6点，准时到学校门
口护送学生放学，比原来晚下班 1个小
时。”

“要求各队员辖区内路沿石以下、学校
附近无违法摊点和发传单的人员，维持学校
周边秩序，让学生安全离校。”孟令华说，
“虽然推迟下班、经常加班，但队员们都兢
兢业业、没有抱怨。”

2015年5月，寿光城管执法大队成立女
子执勤服务中队。2016年1月，女子中队的8
名队员正式上岗，平均年龄25岁。服务2个
月以来，队员们以女性特有的亲和力和感染
力，用“微笑服务”赢得市民的普遍尊重和
认可。

“针对流动摊贩，女子中队将更多的工
作放在耐心说服教育和服务上，让市民感受
到城管执法的温暖一面。”女子执勤服务中
队队员董娜娜说，以往，多数市民所理解的
城管执法是强硬和“冰冷”的，这种误解越
深，执法的困难程度也越大。

1月14日，城管女子中队巡查到新兴街
与渤海路路口时，发现一名外地商贩在路边
售卖盆栽花卉。队员看到后，及时对其进行
了劝离。

“我们的队员跟这名商贩说，寿光城市
管理要求，不允许在此处摆卖商品，麻烦他
离开。”董娜娜说，一开始该商贩不太配
合，但队员们没有着急，而是给他讲明城市
管理的细则，并要求其体谅城市管理的不
易。

“良好的市容市貌是所有市民共同努力
维护的结果，一旦有一个人‘越线’，就会
有人攀比。”孟令华说，“最后该商贩听从
了劝说，理解了我们的工作，并表达了自己
的歉意。”

2月9日，女子中队队员在金光街沿街路
段的一家自行车维修店附近看到，该店店主
将修车工具零乱地摆在了店外，阻断了盲
道，影响了行人的正常通行。

“当时我们往修车店走的时候，店主还
朝我们翻了个白眼。”女子中队队员宋敏
说，和以往看到城管执法队员一样，刚开
始，该店主对女子中队队员的劝说表现得非
常反感，但碍于执法队员是女性且态度良

好，该店主并没有和队员们吵起来。
“他只是默不作声地修车，我们也对他

讲明了占盲道行为的隐患。”宋敏说，“10
分钟后他回了一句话：你们不让我摆在这，
倒是给我找个能摆开的地方啊，店里反正摆
不开。”

最后，在女子中队队员的帮助下，该店

主将所有的修车工具放在了自己的三轮车
内。“我们安慰店主说：大爷，这样的话您
取工具方便，还不容易丢，也不用占盲道
了。”宋敏说，“只要好好讲道理，绝大多
数的经营者不会有意见，也不会轻易动
怒。”

“如果一直把自己摆在违规经营者的对

立面，工作就永远都做不到位。”孟令华说。
董娜娜说，女子中队成立以来，她感受

最深的，就是自己的职业越来越受尊重。
“‘柔性执法’是每个人都乐于接受的管理
方式，显而易见，经营者对城管以往的成见
正在逐步消失。”

城管女队，“柔性执法”成亮丽风景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2月17日，寿光举行2016年首场大型招聘
会，现场共有465家企业提供9808个岗位，吸
引了14000人次进场求职。记者从寿光市人社
局了解到，本次招聘会有8000人次与用人单位
达成用工意向，用工企业节后招聘呈现人才
“供求两旺”的态势。

当日上午10点，烟台大学机电工程专业本
科毕业的马海刚，向意向企业投递了3份个人
简历。

“2011年毕业后，我在兖州从事了2年专
业相关的工作，积累一定经验后，和朋友一起
做了2年工程。”马海刚说，2015年11月，他
从兖州回到了家乡寿光。

“选择返乡工作，是因为我了解到专业对
口的寿光企业发展得很好，自己入职后有发挥
的空间，薪水也不错。”马海刚说，他投递简
历的3家企业中，最看好新力热电有限公司。

据招聘会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与往年相
比，今年参加招聘会的企业中制造业、房地产
相关企业数量有所减少，新能源、新材料、
IT、环保等企业数量明显增加。从企业的招聘
要求来看，招聘企业对人才学历的要求有所放
低，一半以上的岗位只需要“高中、专科及以
上学历”，但普遍有年龄要求。

“放低学历要求，是为了让更多有能力、

无学历的人才得到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为企
业作贡献。”寿光海洋广告装饰公司工作人员
宫华海说，他们公司招聘的平面设计和美工人
员，往年都要求必须是本科及以上学历，但今
年改为高中及以上学历。

“待遇不变，对能力和工作经验要求更
高，所以放低学历并不是降低要求。毕竟，学
历也不是判断人才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宫
华海说。

近年来，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部分企
业效益下滑，对一线工人的需求量减少，但
急需大量的销售人员来开拓市场、提升效
益。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几乎每家参与招
聘的企业都需要销售人才，每个企业提供的销
售岗位数量多在5个到15个之间，远高于其他
岗位数量。在岗位分布上，需求量前三位的岗
位分别为销售/业务人员、技术工和计算机相
关人员。

“我是学软件工程的，之前有过5年的工
作经验，符合多数IT企业的招工需求。”寿光
市民魏玉说，虽然现在计算机行业竞争激烈，
但他仍然有信心能够被录取。

据了解，招聘会结束前，新能源、新材
料、IT、环保等新兴行业各企业招聘处已堆满
了简历。

“我应聘的是一家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工程
师，绿色行业前景明朗，我也很有信心。”应

聘者王永兰说，自己在外打工多年，不想再当
“候鸟”了。“家门口就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和

就业环境，自己安心‘归巢’了，全家人都放
心。”

让志愿服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寿光10万志愿者在行动

招工企业普遍“重能力、轻学历” 销售岗位需求最大

人才“供求两旺” 新兴行业获青睐

女子城管队员们正在寿光市区主路面巡逻。

人流如织的招聘会现场。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孙波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潍坊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寿光分中心了解到，在2015年住房公积金多项惠
民政策的推动下，今年1月，寿光共为145户职工家
庭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4124万元，同比增长
411 . 7%；为4585名缴存职工支取住房公积金5685万
元，同比增长37 . 1%，各项指标均高速增长，实现
了首月开门红。

据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月，寿光住
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支取办理一度出现业务高峰，
每天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排队叫号的职工多达300
人以上，日均业务达220多笔，还贷支取和物业费
支取共占到全部支取的63 . 3%。

据悉，2016年，寿光将进一步调整优化使用政
策，继续用足用好住房公积金，力争实现全年发放
贷款不低于4亿元、支取不低于5亿元的目标。

1月寿光发放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41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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