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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海宁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日前，泰安市政府门户网站公

布《济南至泰安高速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
次信息公示》。根据公示内容，该项目推荐线路
全长56 . 50千米，计划今年10月份开工，预计2020
年3月底建成通车，将连接济南市二环东路和泰
安市徂徕山汶河景区。

根据《公示》，济南至泰安高速公路工程推
荐线路起于济南市绕城高速公路与济南市二环东
路南延交叉处，与绕城高速设置互通连接，后向
南方向展线，沿涝坡村、豆腐泉、省公安厅综合
训练基地东侧、金象山风景区东侧、柳埠镇、泰
安市山口镇规划区西侧，向南依次上跨环山路东
延，国道G341，莱泰高速，辛泰铁路，穿过邱
家店镇规划工业园区后，路线向东南从邱家店镇
规划区东侧展线通过，跨越汶河，在徂徕镇东北
部衔接泰新高速公路。

推荐线路全长56 . 50km，主线为双向六车
道，设计时速120km/h。主线估算总投资94 . 5792
亿元，计划2016年10月开工，预计2020年3月底建
成通车。作为《山东省高速公路网中长期规划
（2014—2030年）》中的重要项目，济南至泰安
高速公路工程将打造山东省南北向高速公路的又
一通道，对于进一步完善山东省高速公路网布
局，推进高速路网规划的建设，改善济南泰安东
部区域交通条件，减缓京台高速公路的交通压
力，增加路网密度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杨全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在山东省财政厅组织的

“乡村连片治理”试点申报项目专家评审中，泰
安市推荐的新泰市谷里镇、肥城市汶阳镇、岱岳
区祝阳镇、东平县银山镇四个试点项目全部获得
通过，一次性争取上级试点扶持资金2800万元。

按照试点方案要求，各级财政预计将投入资
金4000余万元，对纳入试点范围的31个行政村集
中连片解决村内道路、村容村貌治理以及文体活
动场所等当地农民群众需求最迫切、反映最强
烈、受益最直接的生态文明乡村建设项目。

据统计，自2013年开展“乡村连片治理”试
点以来，泰安市共有8个项目纳入省级试点范
围，三年来各级累计投入财政奖补资金11185万
元，项目区硬化道路181 . 8千米，栽植各类苗木
11 . 5万株，新建文体广场73处，新设路灯2806
盏，铺设道路排水沟92060米，惠及行政村70
个，切实打造出一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精品项
目。

□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无偿献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

征，是“人道、博爱、奉献”爱心善举的具体体
现，也是和谐社会互助互爱的充分诠释。“一人
献血、全家受益”。很多此前挽起衣袖捐献血液
的爱心人，如今也成了无偿献血的受益者。这些
无偿献血的受益者深切地感受到了“血液银行是
赠送生命最珍贵的礼物”的真正含义。记者从泰
安市红十字会获悉，据统计，自1993年泰安市中
心血站成立以来的23年间，泰安市的“血液银
行”共为10355位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办理免费
医疗用血费用返还业务，累计报销返还金额达到
了857万元。仅2015年就有853人报销返还用血费
用76 . 3万元，刷新了泰安市无偿献血者及直系亲
属临床用血返还的最高历史记录。

血源科专门负责血费报销的工作人员郑磐介
绍，在这10355名受益者中，无偿献血者本人因
病住院用血报销的只有1698人，献血者的父母、
配偶和子女用血报销的有8657人，直系亲属享受
免费用血的比例占83 . 6%，真正做到了“一人献
血、全家受益”。

据统计，参加无偿献血的人群中，45岁以下
的青壮年占了大多数，患病用血的几率较小。因
此，享受免费用血的大多数是其家人。

近年来，随着泰安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
展，住院手术用血患者人数与年俱增。与此同
时，参与无偿献血的市民人数日渐增多，无偿献
血者及其直系亲属免费用血人数及用血偿还金额
也呈逐年递增趋势。

◆把课堂搬到村里，只是东

平县委党校诸多创新举措之一。

近年来，该校紧紧围绕县委中心

工作，抓教改、走基层，创新性

地破解了“农村党员接受培训

难、教学水平提升难、理论实践

结合难”三大难题，把党校办出

了新气象。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陈丽 徐杰 报道
3月22日下午，在泰安第一

实验学校花园校区，学生们跟着
老师在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地打
着太极。

这是该校组织的“太极进校
园”公益活动的一个场景。据了
解，该校专门邀请了陈氏太极拳
王西安拳法第二代传人及入室弟
子，泰安市陈氏太极拳推广中心
理事长兼总教练、泰安市太极拳
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陈义，为这里
三四年级的700余名学生义务传
授正宗的陈氏太极拳。据悉，此
次“太极进校园”公益活动将持
续一个月。

太极进校园

济泰高速计划
今年10月开工

“乡村连片治理”试点
项目全部通过

泰安“血液银行”

回馈献血者
23年来逾万人受益领取857万元

根据山东泰西水泥有限公司、肥城米山水泥
有限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山东泰西水泥有限
公司拟吸收合并肥城米山水泥有限公司，山东泰
西水泥有限公司存续，肥城米山水泥有限公司解
散。合并前山东泰西水泥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3000万元；肥城米山水泥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4500万元；合并后存续的山东泰西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500万元。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
续的山东泰西水泥有限公司承继，债权人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853826177 联系人：杨衍伦
地址：山东省肥城市桃园镇米山岭

山东泰西水泥有限公司
肥城米山水泥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1日

吸收合并公告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海宁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记者从泰安市交通运

输局了解到，“十二五”时期，泰安累计完成
交通建设投资91 . 8亿元，是“十一五”投资总
额的1 . 7倍。其中，公路建设投资68 . 3亿元，全
市公路总里程达到15178公里，比“十一五”末
增加1418 . 6公里，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达到
195 . 5公里。

随着全市交通运输“十二五”规划主要目
标任务顺利完成，交通运输服务、引领和支撑
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

交通运输服务城市化发展成效显著。104
国道界首至满庄段改建工程正式实施，将泰城
向西拓展近100平方公里。环山路东延工程全
线贯通，为泰城东部新增一条重要出入口。冯
家庄立交桥改造、泰新路十里河立交至邱家店

济临路口段改建、泰楼路大修改造、泰山大街
西延等一批泰城出口扩容项目全部完成，进一
步提升了城市发展承载能力。

干线路网建设养护管理再上新台阶。济徐
高速公路东平至济宁段竣工通车，全市高速公
路通车里程达到238 . 8公里，形成了“两横三
纵”的高速公路主骨架。实施干线路网改造项
目6个、57公里，维修加固改造桥梁129座。

农村交通服务保障能力明显提升。全市累
计新建改建农村公路3425 . 1公里，调整延伸农
村客运线路157条，行政村通油路率、通客车
率分别达到100%、99 . 5%。实施农村公路惠民
工程，建设偏远行政村、农村学校连通公路
64 . 6公里，大力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
程，整治安全隐患2134公里。

港航规划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市港航建
设累计完成投资4 . 6亿元，八里湾船闸主体及

配套工程交工验收，大堤交通桥、船闸公路桥
投入使用，船闸引航道与东平湖实现连通。

大公交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泰城新增环
保型公交车1366台，新开通和调整优化公交线
路89条，公交运行里程增加751 . 3公里。“十二
五”期间，泰城完成公交客运量4亿人次，年
均增长5 . 2%。

场站物流发展全面加快。全市完成运输场
站建设投资12 . 2亿元，全市二级以上客运站达
到7个，等级货运站达到6个。新建公交枢纽站
（停保场）11个、公交首末站42个、公交港湾
（站亭）761个。

交通运输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全市集约
化客运线路达到 7 1条，集约化客车比例达
41 . 3%。环保型船舶比例达到90%，水上旅游船
舶全部实现公司化运营。认真落实大气污染防
治计划，全市8347辆营运黄标车全部淘汰。

“十二五”完成交通建设投资91 .8亿元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李 娜

近日，东平县旧县乡高徐村党支部书记徐
衍堂依然早早来到了村委会。他告诉记者，今
天是上党课的日子。“以前，我们基层党员很
难有机会去县里上党校。现在好了，党校开到
家门口，不出村就能听党课！”徐衍堂高兴地
说。

农家党校

破解农村党员培训难
党校教研室副主任赵传亮还有一个身

份——— 驻高徐村的县派“第一书记”。“农家
党校”的破题便是从他包的村开始。

“今天讲的是农村财务管理和基层信访工
作。”赵传亮说，“效果不错，没想到能来这
么多人听课，周围几个村子的班子成员和党员
都来了。”听完课，徐衍堂则表示，授课内容
很“接地气”，平时工作中都用得上。

以前，农村党员很少有机会去党校听课，
再加上党校教研人员人手不足，造成了党校教
育难以“下沉”的难题。今年，东平县委党校
陆续在全县14个乡镇(街道)建成了党员教育中
心。同时，确定每名教研人员联系一个乡镇，
定期到镇村讲课，送课下乡，送书下乡。

有场所、有师资、有教材，使党校不再遥
不可及，而是在基层有了“腿”、扎了根。
2015年，东平县委党校利用乡镇党员教育中心
开展授课31场次，接受教育的基层党员达1800
人次。

末位淘汰

破解教学水平提升难
又一期乡科级干部培训班结束了，东平县

州城街道武装部长高峰意犹未尽：“我参加过
三次党校培训，每次都有令人惊喜的新变化。
现在的这种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更好，我们更爱
听，收获也更多！”

而他们的授课教师李平却远没有这么轻
松。“实行末位淘汰制之后，我们感到了切实

的压力。”她对记者说：“只有把压力变成动
力，认真钻研业务，创新教学方式，才能让学
员发自肺腑的说你好！”

李平口中的“末位淘汰”是东平县委党校
近年来实行的一项制度。每个班次结束后，全
体学员匿名为授课教师打分、写评价。投票结
果张榜公布，排名倒数的教师面临停课整改的
处罚。同时，还开展名师、名课、名作评选活
动，分别授予优秀教师、样板课和优秀文章
“名师奖”“名课奖”“名作奖”等荣誉称
号。

长期以来，党校教学存在枯燥、单一等问
题。但东平县委党校通过“末位淘汰制”和
“三名”评选，激发了教研人员的工作主动
性，营造了“争一流”的浓厚氛围，教研能力
大幅提升。教学方式不仅得到了学员们的好
评，理论文章更是在中央政研室主办的《学习
与研究》、中组部主办的《党建研究》等国家
级刊物和媒体上发表达302篇，更有7项课题获
准省市立项。

六上讲台

破解结合实际难
2015年4月，为适应“互联网+”的新形

势，东平县立足自身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成
立了东平电子商务产业园，并出台了一系列鼓
励全民发展电商的优惠政策。

有了好平台和好政策，但真正让群众了解

和接受这个“新生事物”仍需要过程。面对这
种情况，县委党校在农村干部培训班上邀请了
电商产业园的负责人屈克志讲课。

“网店怎么开？资金从哪来？农产品怎样
在网上卖？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基层干部为群
众解答。”屈克志对记者说：“结合实际、传
递到基层，好政策才能落地生根。”

过去，各级党校的培训课程大部分都注重
政策理论的讲授，往往流于形式，而忽视了与
实际情况相结合，更谈不上学以致用。为破解
这个问题，东平县委党校打造了“传播马列主
义讲好东平故事”的服务品牌，获省市立项的
7项课题全部围绕东平县的重点工作进行研
究，内容涉及移民社区建设、农村养老、农村
集体产权股份合作等，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
重要参考。

在教学方面，该校还制定了“六上讲台”
制度。即领导干部上讲台、先模人物上讲台、
党校校长上讲台、业务专家上讲台、兼职教师
上讲台、优秀学员上讲台。了解实际县情，解
读县里政策，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党校教学
更加鲜活，更接地气。

“党校不仅是培养党员干部的主阵地和大
熔炉，也是为党委政府提供咨询、当好参谋的
智库。而作为基层党校，我们更需要走下去，
直接面对群众，把党的声音传递到最基层，让
符合实际的好政策落地生根，从而更好地为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东平县委党校常务副
校长王玉堂说。

破解培训难、教学水平提升难、理论实践结合难

东平县委党校办出新气象

□ 本报记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马泽云 张勇

她是孝媳、贤妻、良母，用自己的言行传
承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面对别人的
称赞，她总是淡淡地说：“这不算什么，我只
是在尽一个儿媳、妻子、母亲的责任”。十几
年来，她尽心竭力照顾腿脚不便、生活不能自
理的婆婆，其孝行获得邻里的一致好评。她就
是肥城市新城街道阳光社区的居民付秀红。

照顾婆婆不辞辛苦

付秀红和丈夫原是棉纺厂的职工，夫妻恩
爱和睦，孩子聪明可爱，小日子过得有声有
色。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然而，十几年前的一场突变，让这个原本平静
的家庭走入困境。

2004年，付秀红的婆婆脑血栓复发，住进
了医院。因婆婆大小便失禁，付秀红每次看到
她脸憋得通红，都会立刻端起便盆，用手帮助
老人排便。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婆婆的脑血栓
渐渐康复，老人逢人便夸：“秀红这个媳妇儿
对俺真是没得说，比俺的亲闺女还亲！”

老人的病得到控制，但付秀红帮助婆婆锻
炼的脚步没有停下，她每天都会扶着老人下楼
锻炼，担心婆婆锻炼时无聊，她还特意买了收
音机给老人放最爱听的戏曲。

不仅如此，她还变着花样给老人改善伙
食。婆婆牙口不好，她就把蔬菜、肉类切成小
块。无论生活再苦再难，她都坚持让老人每天
喝上牛奶。付秀红从没和老人红过脸，更没有
让她受过气。婆婆住院的时候，她忙前跑后，
给老人擦身洗衣，从没说过一句怨言。有人夸
她是个难得的好媳妇，她却说：“俺婆婆辛苦
把俺对象拉扯大，我们再孝顺也比不上她的恩
情。”

夫妻同心勤俭持家

2000年，付秀红夫妻双双下岗，面对生
计，全家人犯了难。家里上有80岁老母亲，下
有正在上学的儿子，她要照顾老小，丈夫只得
赴济南打工。

天有不测风云。2005年，她的丈夫突发脑
血栓，差点丧命，这场大病耗尽了家中的积
蓄，更是欠下许多债务。

2006年的春节，付秀红没有感受到一点节
日的喜庆，大病初愈的丈夫、身体欠佳的婆
婆、还在上学的儿子、欠下的一大笔外债……
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她的肩上。“那时候
觉得日子实在是太难了，但是只能咬牙挺过
去，我要是再垮了，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付
秀红说，“领着一家子把日子过好”是她当时
唯一的想法。

丈夫病愈后，身体无法恢复到从前，只能
靠打零工养家。付秀红没被困难打倒。家里经
济拮据，她精打细算，将家里的开支省了又
省，自己的衣服洗得掉了色也不舍得买件新
的，家里的茶几坏了也不舍得扔，但婆婆治病
和孩子上学需要花的钱，付秀红却一点也不心
疼。

丈夫外出打工，照顾老人、接送孩子基本
上都由付秀红一人承担。为了让丈夫安心，她
把整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把老人和孩子照顾

得妥妥帖帖。丈夫深有感触地说：“她为这个
家付出的实在太多了！”

教育子女以身作则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几年来，付
秀红对家庭的付出，儿子都看在眼里，她的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成为教育孩子尊老爱老、
勤俭向上的“好教材”。潜移默化中，儿子也
越来越懂事，越来越勤奋好学。

现在，孩子成了她的好帮手。平常做完作
业，他就帮着付秀红做家务，空闲时，也常扶

奶奶到楼下散步，让妈妈休息。家里有好吃
的，孩子会先让给奶奶和妈妈品尝。儿子常
说：“妈妈就是我的榜样，以后我也要像妈妈
照顾奶奶一样照顾爸爸和妈妈。”

付秀红文化程度不高，但对孩子的教育从
没有放松过。她常说，“我们这辈子没有学习
的机会就算了，一定要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
育”。虽然家庭条件不宽裕，但儿子的学费、
书费、补习费付秀红都想方设法攒下来。她常
说：“穷什么也不能穷了孩子的教育。”

为教育儿子成才，她常与儿子谈心，教育
孩子尊敬师长、真诚待人、认真学习，刻苦拼

搏，做一个对社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的人。
付秀红几年来辛勤的付出让一个濒临破碎

的家回到了正轨，婆婆身体状况稳定，夫妻互
敬互爱，孩子懂事孝顺，婆家的兄弟姐妹遇到
大小事都愿意和付秀红商量，一家人融洽和睦
其乐融融。

现在，家人和邻居们一提到付秀红就竖起
大拇指，她怀着一颗孝顺之心、一颗坚强之
心、一颗关爱之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
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的高贵品质，在平凡
的生活中演绎着点点滴滴的亲情故事。

她是孝媳、贤妻、良母，用自己的言行传承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

付秀红：用柔弱双肩撑起家中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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