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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吕光社 尹彤 通讯员 郑超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28日，《济宁森林公园概念

性规划及核心区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通
过专家评审。专家们认为，该《规划》专项规划、
实施规划比较深入，节点规划设计具有可操作性，
并建议规划单位按照评审专家组意见和建议进行修
改完善后，尽快按照有关程序报批。

评审委员会专家意见认为，《规划》充分考虑
了森林公园的现状和实际；确定了“产游互动的农
林风情生态森林公园”的总体定位，并提出“全国
苗木产业示范区”、“国家4A级景区”、“国家
生态旅游示范区”以及“国家级森林公园”四大发
展目标，提出的“一轴两核两带五板块”空间布局
结构及功能分区基本合理，产品规划和项目策划科
学有创意。

济宁森林公园项目规划面积约8万亩。

济宁森林公园规划

通过专家评审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杨奉举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26日，兖州区下发了《关于

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制度的实施意见》，8000余名残疾人及其家庭将
会成为该政策的受益者。

兖州区明确规定，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主
要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持有《残疾人证》的
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主要为无生活自
理能力、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智力、精神、视力
和肢体残疾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由本人或其他
人代为向镇（街）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
理”窗口提交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均为每人
每月80元。

兖州残疾人

每月再获80元补贴

□记者 孟一 报道
暑期旅游旺季将至，济宁各大景区利用自身优势大打文化旅游、修学游牌，以充足的准备

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图为学生旅游团队在邹城孟庙参观游览。

□李勇 高玥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健全完善街道“区域化党建统

领，网格化社会治理”党建工作品牌引领下的志愿
服务网络，壮大志愿服务力量，近日，任城区仙营
街道开展“爱心汇”志愿服务活动。

仙营街道根据志愿者的服务内容、服务人群和
服务质量、取得的效果，对志愿服务进行量化评
分，所得积分累计额可兑换相应爱心回馈卡，凭卡
可到贵和超市赛宝店领取爱心回馈礼物，或者到社
区志愿服务站优先获得所需要的志愿服务，以此推
动志愿服务事业形成良性循环运作。

仙营街道

志愿服务可获爱心回馈

□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孙家胜

每逢周末，都有一些穿着印有“泗水微公
益”标志的军绿色马甲的人，行走在泗水的农
家院落内，收集贫困儿童的第一手信息。这些
信息一经核实便会公布在网络上。泗水微公益
协会贫困儿童调查救助情况汇总表显示，贫困
儿童总人数已经达到740人。网上的爱心帖一
呼百应，北京、上海、广东……全国各地的物
品善款源源不断地送进农家。泗水微公益协会
贫困儿童调查救助情况汇总表上的救助资金物
质总额，已达300多万元。

“绿马甲”们有的在党政机关，有的在教
学一线，有的在企业工厂，不管是谁，都怀着
一颗爱心做着善事。泗水微公益协会成员统计
表显示：成员已达186名。

应运而生为“政府补位”

泗水县是济宁市唯一没有煤矿的纯山区生
态县，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在一些因病因灾致
贫家庭孩子上学方面，有限的救助资源鞭长莫
及。“怎么补位啊？”泗水县国土资源局职工
孙建涛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2011年4月，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网拍客
板块在山东各县市区成立分站，孙建涛自告奋
勇担任齐鲁网拍客团泗水站团长。他想通过这
个平台发布山区贫困儿童家庭信息，争取社会
力量帮扶。

孙建涛回忆说：“第一个走进我视野的是
泗张镇上焦坡村3岁的尹义娇，她生活在一个
特殊的家庭里：妈妈患有精神病，8岁哥哥患
有严重自闭症，奶奶年老体弱，患有股骨头坏
死，仅靠爸爸一人支撑家庭，艰难度日。当时
我把有关小义娇情况简单整理后，就在齐鲁网
拍客板块发布了，帖子很快被济宁鸿润食品公
司董事长王德定看到，王总当天就跟我联系，
想长期救助小义娇。”说话间，孙建涛脸上露
出一丝欣慰。

考虑到小义娇的实际情况，王德定每年花
两万多块钱，将小义娇接到县城一所全托幼儿
园接受教育。目前，即将上一年级的小义娇，
很健康，很快乐。

接下来，孙建涛和他的团队接连搞了几个
“大动作”——— 在“万名儿童圆梦行动”中，
团队利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泗水县15所山区
学校，收集了515名儿童的心愿，通过各种渠
道帮他们圆梦成功。

2014年9月启动了“镜头里的梦想”爱心

助学活动，截至目前，团队成员已累计行程30
多万公里，走访全县296个村庄2100多个贫困
家庭，为742名符合资助条件的儿童建立详细
档案，现已完成560多名贫困儿童的“一对一
助学”工作。在“暖冬助学行动”中，牵线搭
桥为9所山区小学安装了采暖炉，为21所山区
小学送去了60吨爱心煤，协会累计助学、助困
折合资金已达300多万元。

在孙建涛看来，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
团队要明确主攻方向。今年1月，他们做出一
个大胆的决定：在泗水县民政局注册成立“泗
水微公益协会”，主要致力于贫困儿童救助、
爱心助学相关工作，协助扶贫办、下派办、关
工委、民政、慈善、团委、妇联等单位做好山
区学校、少年儿童的助学工作。

“救助红心”贴满泗水地图

在泗水微公益协会办公室的东墙上，悬挂
着一张手工绘制的泗水县全境图，上面贴满了
小红心，小红心代表了协会成员所筛选过的村
庄，协会每完成一个村庄的筛选工作，就贴一
颗小红心进行标注。

年过五旬的乔向阳是泗水希孔爱心小学一
名语文高级教师，2014年9月成为拍客团成
员。他利用工作之余，独自走过了泗水100余
个村村落落，走访了263个家庭，累计行程约1
万公里。一辆自行车，一台卡片机，两瓶矿泉
水，一个书包，就是他所有的行囊。白天走
访，晚上发帖，忙得不亦乐乎，家务全部撂给
妻子。性格温和的妻子对丈夫这种“特别爱
好”由抱怨到支持，每当走访的孩子得到救助
时，倍受感动。“去年5月2日早上7点，天还
下着小雨，我就出发了，调查了三个乡镇四个
孩子，走了100公里，回到家时已近晚上9点。
我连夜将走访的档案整理好，把帖子发表到齐
鲁社区。”乔向阳平静地说。

泗水微公益协会186个志愿者的工作模式
与乔向阳相仿，正是这种不辞辛劳、不计报酬
的精神，赢得了社会的赞许。

演绎“1+1＞2”

谈起泗水微公益协会的亮点工作，孙建涛
一脸的自豪：“在工作开展中，我们逐渐形成
了三种模式。”

这三种模式是：1+M（Many）模式，
“1”是一位爱心人士，“M”是指通过泗水
微公益参与资助贫困儿童以后，由于爱心人士

的带动和感染，他身边的朋友、同事、亲戚、
同学也自觉参与到助学活动中来，使爱心人士
越来越多（Many），受到资助的孩子也越来
越多（Many）。中国银行泗水支行的王常
忠、孟玉琳夫妇在资助苗馆镇南纪埠村曹咪之
后，又带动他们的同事、同学朋友30余人加入
到泗水微公益协会爱心助学活动中。

1+A（aspect）模式。“1”是指一个贫困
儿童，“A”是方面的意思，不光是从他的生
活方面（aspect）给予帮助，让他能吃饱饭，
同时还关注他的学习方面、心理健康方面、疾
病治疗方面，甚至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的生活
和健康方面。去年5月2日，在走访星村镇黄路
村贫困儿童王强同学时，发现他妈妈刘延梅患
有神经性眩晕、脑供血不足等病症。孙建涛联
系到泗水县中医医院院长孙庆才，于5日上午
带刘延梅来到县中医院诊治。经系列诊查后发
现她有脑中风的前兆，如不及时治疗，严重的
会导致偏瘫甚至植物人。考虑到他家庭困难，
医院决定为刘延梅开通绿色通道，住院费用在
新医保报销后，自付部分由泗水中医医院慈善

救助基金支付。
1+O（Organization）模式，“1”是泗水

县微公益协会，“O”是多个职能部门和组织
（Organizat ion）。目前协会已和县委宣传
部、县民政局、县扶贫办、下派办、关工委、
团委、妇联、慈善总会、慈善学校、爱心医院
等形成联动机制。今年4月底，协会调查走访
了苗馆镇黄阴集村7岁儿童刘珂，孩子因为颈
部患有比较严重的淋巴瘤。协会发动爱心人士
和爱心企业捐款65068元，并协调县医院、济
宁血液病医院为其进行治疗。救助过程还得到
了县民政局、慈善总会、县总工会、县扶贫
办、医保处、苗馆镇政府、龙城中学、黄阴集
村委的鼎力支持。目前，协会正为刘柯协调一
所学校准备上学。

孙建涛对将来更好地开展贫困儿童救助活
动信心十足：继续拓宽救助资金渠道，通过政
府扶持、爱心企业帮扶等方式继续扎实开展爱
心助学活动，再利用两年的时间对全县剩余的
300个村庄进行拉网式筛选，为符合资助条件
的孩子建立助学档案。

“微公益”，微中见大爱
——— 泗水微公益协会“爱心助学”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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