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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鹏
本报通讯员 王喜进

在高密，志愿者俨然是城市的标配。马
路边，看得见穿红马甲的引路人；进门店，
有增添免费服务的店家；学校里，有传承
“雷锋精神”的孩子们。

高密市志愿服务工作朝着制度化、常态
化方向不断发展，人人争当志愿者，人人参
与志愿服务，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新风尚，也
成为创新社会治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的重
要一环。

志愿服务亮出“实名制”

高密市人民大街东关小学东邻，是宋丹
丹的服装店。与明星重名的她，是学校里人
人皆知的志愿者。每当放学，她的小店都会
挤满了人。

每天下午，总会有几个在学校玩耍碰掉
扣子、衣服褶皱不成样子的学生，来小店免费
缝补、熨衣服，这一坚持就是5年。因为免费服
务做得多，不少家长专程前来光顾她的生意。
高密市文明办、团市委、志愿者协会联合为服
装店张挂实名志愿服务点的牌子，宋丹丹又
增加了为特困儿童捐赠衣服、为过往车辆义
务充气、为四邻商铺警戒巡逻等服务。

宋丹丹的小店，是高密全民志愿服务的
表现之一。“高密不少百姓和商家都想参与
到志愿服务中，我们就把这些门头店铺老板
组织起来，让他们就近做公益。”高密市志
愿者协会会长单政达告诉记者，目前像宋丹

丹店铺这样的实名志愿服务点有600多个。
雷锋文化，被高密人所推崇，得益于从小

身教言传。高密市密水小学，在去年建成我省
首个雷锋少年军校。“穿上少年军装，就知道
小志愿者来了，他们校外排队有秩序，墙上的
小广告会主动清理，地上的纸屑也会捡拾。”
学校西侧夷安大道上的环卫工孙京唐说。

志愿者夏伟告诉记者，在城里的一些饭
馆，不少志愿者吃完饭都会多留下一些钱，让
饭馆老板请外面的拾荒或流浪者进来吃饭。

“1+X+N”志愿服务管理模式

高密市夏庄镇，全国重点镇之一，工商
业发达。不过，跟大多数农村一样，中青年
在外打工，村里多为老弱。

“夏庄镇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志愿者
队伍，以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为主，老师、企
业老板、工人等各行业都参与。”夏庄镇党
委副书记李健正告诉记者。为让党员干部在
空闲时间多参与志愿服务，该镇实行党员奉
献积分制，志愿服务作为加分项目，根据参
加活动多少和质量，每季度评干事创业标
兵，年度评模范，干部提拔时优先任用。

与夏庄镇志愿者队伍一样，高密团市委
整合机关青年志愿服务资源，建立了高密市
直机关青年志愿服务队，发展队员300余
人，推动志愿服务向基层延伸。

为摆脱志愿服务“一次性”尴尬，高密
市实行“1+X+N”的志愿服务管理模式，
“1”是突出高密市志愿者协会的龙头带动
作用；“X”即按不同行业和社会资源设立
志愿者协会分会，先后在卫生、教育、交警
等部门建立分会近60家；“N”就是来自不
同行业的志愿者。该市创新实施“志愿服务
积分制”和“星级管理制”，对志愿者服务
表现情况进行分解细化、量化赋分，成为五
星级志愿者，可逐级推报为“高密好人”、
“潍坊好人”，并优先发展为中共党员。

6月5日，高密市“蓝丝带公益助考”宣
传活动启动，志愿者在各考点附近与交警一
道维持秩序，“雷锋车队”260辆私家车承
诺在全市免费接送参加高考的学生。

“现在，协会与维修点、餐饮店、购物
广场等合作，给志愿者提供消费折扣。”市
志愿者协会会长单政达说，近50家热衷于公
益事业的企业成为协会的理事单位和爱心单
位。目前，协会内有档案管理的志愿者已达
5万人，拥有五老、青年、巾帼、雏鹰等300
余支大队中队，志愿服务也创造了多个国
内、省内第一：创建全国首个“雷锋妈妈
连”、成立省内首个“雷锋车队”和“私家
车互助救援大队”，自筹资金打造了山东省
首批“中国梦社区志愿服务站”等。

公共服务缺哪一块，

我们补哪一块

6月5日下午，高密市长丰街集市，78岁
的盲人李贵叶拿上菜贩给摘好的韭菜，顺着
走了多年的路，在街坊邻居的招呼中，慢慢
走回内燃机配件厂宿舍小区，洗好切好包起
了水饺。

李贵叶和老伴付灵燕都是盲人，老两口

利利索索，基本生活难不倒。他们居住在政
府租给的一座小院里，低保和救济款让他们
衣食无忧，不过他们总有难处，理发、去医
院、购买生活用品，都需要一双眼睛帮忙。

6年前，雷锋车队主动帮扶起这个家
庭，队员每周集体过来帮助收拾家务。车队
中队长战立华距离付灵燕家最近，每天早饭
后就过来看看，缺什么下午顺路就带回来。
车队都有老两口的电话，遇到急发事情，队
员都会及时赶到。

在高密，志愿服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
要方面。“政府公共服务缺哪一块，我们补
哪一块，我们通过社会力量，在服务百姓中
更灵活和有针对性。”单政达说。

当前，高密市的志愿服务正向着多元化
服务模式发展，“影像工程”、“映光闪耀”、“2
小时课堂”、“雷锋书屋”等16个志愿服务品牌
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和爱心。

从2013年开始，高密市每年召开表彰大
会，表彰先进集体和百名志愿服务优秀个
人，其中参与公益活动积极的千余名志愿者
还被各大企业选中聘用。去年11月29日，高
密市志愿者协会召开学雷锋志愿者表彰大
会，有60名优秀志愿者分获20部苹果手机和
40辆折叠自行车奖励，据悉，这是国内首次
实物重奖志愿者。

在这个城市，志愿者是标配
——— 高密市打造志愿服务地域品牌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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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出发点，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把志愿服务与学雷锋活动有机结
合起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营
造出人人争当文明使者、人人参与志愿服务
的良好社会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学雷
锋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议精神，把志愿服务
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更
好地发挥党员志愿者的作用，把志愿服务送
到基层、送到农村、送到困难群体中，不断
激发全社会崇德向善的力量。

■书记点评

在创新中提升志愿服务工作
高密市委书记 范福生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肖根法

日前，中央文明办发布“中国好人榜”5月份榜单，新泰基
层民警亓贵明光荣上榜，成为新泰第4个获此殊荣的好人。

认识亓贵明的人，都觉得他有点“犟”，是单位出了名
的“犟”脾气。

1999年夏，新泰境内发生一起杀人案。嫌疑犯刘某残忍地
杀害一人致多人受伤后逃之夭夭，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恐慌。
整整七天七夜，亓贵明和他的同事吃不好睡不好，每一个蛛丝
马迹都不放过，终于第一个得到了线索，查到了刘某行踪。

这时的刘某变得更加穷凶极恶，躲在一处水库的看护房
里，不但手里有凶器，还劫持了一老一少当人质。为了不惊
动刘某，亓贵明和同事悄悄地潜伏下来，直到夜里11点钟，
他们慢慢靠近看护房，往里一看，刘某竟疲惫不堪睡着了。
在亓贵明暗示下，那一老一少才壮着胆子溜出来。而人质出
门的刹那，刘某惊醒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亓贵明已经不
顾个人安危冲了上去，最后和同事一起将其擒获。

2007年8月23日，家住平阳小区的张某夫妇找到任网监
科科长的亓贵明，称其上小学的儿子沉迷网络，22日下午从
家里偷拿了1200元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亓贵明接到求助
后，赶紧带领人员到市区网吧挨家挨户找，最后利用网络技
术手段，在枣庄市市中区网吧找到了他们的儿子。

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亓贵明发现全市300多家网吧经营
很不规范，必须加以整顿。网监科只有3个人，亓贵明制定“星
级网吧”计划，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摸清了全市网吧的基本
情况，引导网吧规范经营，严厉查处了35家违规经营的网吧。

当上市机关保卫科长后，有人就说，亓贵明当基层民警
的时候，奋不顾身跟歹徒搏斗；现在，有人上访，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被人泼得满身农药休克过去，一句怨言也没
有，他的那股“犟脾气”到底哪里去了？

2011年6月，石莱镇刘某因个人户口丢失、原企业缴纳押
金未退还等诉求，多次到市委进行缠访闹访，还企图自杀。亓
贵明与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深入交流，并当场承诺一定帮
助他找回户口，同时与原破产企业协商退还了他的押金，并帮
助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

每遇到上访的，亓贵明都要给同事们讲：千万不要跟上
访的老百姓“犟”，他们有困难才来找我们，是对我们的一
种信任，如果我们跟他们“犟”，凉了他们的心，他们就会
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职。

二十多年来，亓贵明以他的“犟”先后破获刑事案件38
起，治安案件310余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20余人，
参与引导、劝说、处置群众上访事项3467起，31157人次。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董玉龙 吴延磊 报道
本报夏津讯 6月12日，夏津县双庙镇

绪臣养猪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猪舍建设现场，
四个长95米、宽15米的猪舍大棚钢构架子刚
刚安装完毕，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这是我们创建的‘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扶贫模式示范点。”夏津县畜牧兽医局
局长周忠军介绍。

今年年初，该县在扶贫调研时发现这么
一个情况：一方面，落户夏津四年来，新希
望六和集团每年有40万头猪急需代养合作
户，而县内却连三分之一都消化不了；另一方
面，全县1400多家生猪养殖户，有的还成立
了合作社，可是在犹如过山车的生猪市场行
情中，抗风险能力犹如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
随时都有翻船的可能。

新希望六和集团工作人员佟树波说：
“只要按照我们的标准建猪舍，规模达600头

以上，公司给予技术、防疫、饲料，合作方每头
猪可获得100元纯利润，且没有市场风险。”这
个稳赚不赔的买卖曾让郭绪臣动心，有着六
年养猪经验的他是双庙镇绪臣养猪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要和新希望六和合作，基础设施
投入最少70万元资金，一般养殖户无法承
受。”郭绪臣说。

“这里面不仅孕育着商机，更孕育着一
个解决贫困户脱贫的机会。关键看政府如何
作为，做一事而使多方受益。”夏津县长才玉
璞介绍。通过反复调研论证，该县在突破资金
瓶颈的过程中，植入扶贫的政策，巧妙运用

“一头猪”的养殖，串联起公司、合作社、
贫困户三方，唱出了一台精彩的扶贫大戏。

该县用政府引导资金做担保，金融机构
为贫困户提供贴息贷款，贫困户以入股的方
式加入合作社，分得生猪养殖收益。“关键是
使合作社从扶贫资金获得的收益足以弥补分
给贫困户的分红。”县扶贫办主任张兴国说。

张兴国告诉记者：每承担一户贫困户脱
贫任务，能拿到10万元的贴息贷款。贷款利
率年息不足5厘，养殖户自己贷款最少8厘，
每户仅贷款利率就可以省出3000元，足可以
支付贫困户脱贫分红。同时，县里实行一对
一帮扶办理。

而合作社支持贫困户不仅仅限于贴息贷
款入股。郭绪臣的合作社就承担了38户贫困
户的脱贫任务：10户以土地入股的形式，每亩
土地年可分红1100元；5户以打工的形式，在
猪场拿工资；另外没有劳动能力的23户贫困
户，以扶贫贴息贷款入股年终分得收益。而作
为合作最大的收益方，郭绪臣的合作社每年
可出栏代养生猪15000头，纯利150万元。

目前，该县已经有四家合作社与新希望
六和达成合作意向，猪舍正在建设中，可带动
163户贫困户脱贫。同时，该县还探索了“合作
社+生态旅游”、“合作社+土地托管”模式，年
底可带动968户贫困户脱贫。

“犟”警察

荣登中国好人榜
亓贵明成为新泰第4个“上榜好人”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宋银生 报道
本报曹县讯 进入5月，天渐渐热了起来，曹县磐石办事

处的王胜利又和家人在门前设起免费供水点。为环卫工人和
路人提供饮用水、绿豆汤，这个免费供水点已经设立了6年。

王胜利今年50岁，1984年10月参军入伍，曾先后6次受部队
嘉奖，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因公致残退伍返乡。2011年，王胜利下岗后开始在县城繁华街
道老一中门口经营缝纫门市部，在门前自费设立免费供水点，
当时是为考生服务的，后来看到很多人夏天喝不上水，干脆挂
起“免费供水点”的牌子，为路人和环卫工人供应茶水。

2012年，在“免费供水点”的基础上，王胜利又增加了
“爱心捐赠”和“失物招领”等公益服务项目，号召和带动社会
爱心人士参与爱心活动。迄今为止，已先后为贫困群体组织捐
款40余万元、捐赠爱心衣物30余万件、学生图书5000余册、书
包2000余个。王胜利连续两年被曹县志愿者协会评为“优秀志
愿者”，2014年被评选为“最美曹县人”和“山东好人”。

在王胜利的带动下，家里祖孙三代六口人，都成了热心
公益、奉献爱心的志愿者。王胜利的母亲徐美荣，现任曹县
老年晨练队队长、曹县志愿者协会老年服务队队长。2008
年，徐美荣带头捐款1000元，发动成员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
18000余元。多年来，她带领晨练队员，利用自己的生活赡
养费和健身后节省的医药费，为曹县、单县、定陶、成武等
县的乡村修路、修桥、修建学校、资助贫困学生、救助孤贫
儿童、大病致贫家庭进行捐款捐物。王胜利的妻子王爱华，
现为曹县志愿者协会会员。

在免费供水点，王爱华每天负责为环卫工人和过往路人
进行绿豆汤的熬制以及纯净水的采购和搬运，常年接收社会
爱心人士捐赠的衣物并分类保管和搬运。至今已累计接收爱
心衣物30余万件，并已分批次发放到贫困群众手中。

作为再婚家庭，王胜利家里共有三个孩子。大女儿王培
雨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现为学校共青团青年志愿者。二女
儿毕鲁南就读于单县卫校，也是曹县志愿者协会会员。儿子
毕子琪就读于曹县磐石中心小学，现为曹县志愿者协会儿童
志愿者。在王胜利的影响和带动下，子女们经常参加爱心公
益活动，并负责免费供水服务和爱心衣物的接收、搬运。

祖孙三代六口人

人人都是志愿者
曹县退伍军人王胜利连续6年设免费供水点

政府作引导 企业当后盾 合作社唱主角

“一头猪”串起扶贫链

□记者 李梦 通讯员 王先明 报道
本报茌平讯 “有了这个抽子，成堆的

麦粒不到半个小时，就能颗粒入仓，省去了
往年用麻袋、塑料袋手装肩扛入仓了”。6
月12日，茌平县杜郎口镇西李村农民刘士
刚，指着家里麦粒“抽子”对记者说，像这

样的“抽子”全村有50多具，电钮一按，麦
粒入库上房，凭着它，农民可以轻松地度过
这个忙碌的麦收季。

据了解，茌平县除了普及收割机把麦粒
送到家之外，又多了几个农民津津乐道的新
鲜玩艺，“抽子”、“滚子”、“机梯子”

等，它们依靠电机搬运输送麦粒，成倍提高
了农家院转移粮食效率。刘士刚所说的“抽
子”其实就是电动抽麦粒筒，该筒长约8—
15米，筒式传送绞笼，可直接将成堆麦粒，
输送到庭院、房上、粮囤和车箱。

一个“抽子”大约一千元，该县从普及

农机具、加快“三夏”生产入手，加大了农
村农机具开发普及，对生产季节性农机具的
小企业，小作坊厂子，实行三年减免、税
收、营业税的规定，优先划出流转土地提供
生产加工农机具的企业，并从农业资金当中
拿出300万元优惠贷款，优先扶持农机具企
业。目前，全县共扶持起季节性农机具小企
业12家，年生产各类农机具2万套。

茌平县在麦收之前，采取出动宣传车，
张贴农机具的广告，从农机直补中专款为每
件农机具补贴，同时投资5万元，派出专门技
术人员设计出适宜本地发展的农机具。目前，
全县80%以上的农民普及了“抽子”‘“滚子”
等农机具，农民“三夏”劳作减少了5天。

“抽子”代替手工搬运 “滚子”扬净麦粒杂质

茌平农民麦收好轻松

□董玉龙 报道
绪臣养猪合作社标准化猪舍建设现场。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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