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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 蓓
通讯员 庄文石 袁涛 刘宗辉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车间行车吊钩上的防脱

装置怎么不见了？”7月11日，福茂祥安全管理
顾问有限公司派遣的“安全管家”徐晓燕来到
潍坊高新区新钢经济发展区的竣泽机械有限
公司，对车床、锯床、焊机等各种生产设备
以及厂房电路逐一“体检”。企业老板王桂
玉说：“现在有专业的安全托管员在，我心
里踏实多了。”

从年初开始 ,潍坊高新区在全省范围内
率先推出了中小企业安全生产托管这一创新
模式，采用市场化运作引入第三方中介机
构，服务指导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目前已有42家企业签订了托管服务合
同，还有光电园、生物园、软件园、蓝色智

谷、清池街道、新昌经济发展区、新城街道
等单位的30多家企业正在制订托管方案。

潍坊高新区市场主体迅速发展，如今已
孕育了2万余户市场主体，其中小企业逐步成
为推动全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同时，企
业在发展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也令人担忧。

新钢经济发展区从去年9月开始，在5人
以上的中小企业推行安全生产托管。竣泽机
械是一家拥有46名一线生产工人的铸造企
业，从铁水熔炼到铸造成型，基本上要靠工
人亲自动手操作，在这种环境下劳作，安全
保障显得尤为重要。和中介机构签订托管合
同后，由中介机构向企业派遣相关安全专
家,帮助企业完善安全操作规章、培训安全
人员、排查安全隐患、提升设备设施安全水
平 ,建立系统规范的安全管理体系。不仅如

此，还每月组织一次安全教育培训，手把手
地指导帮助工人提高安全操作技能。

“当初觉得防脱钩比较碍事就拆掉了，
吊装的时候万一脱了钩，1500℃的铁水砸下
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在安全托管员徐晓燕

“挑刺”后，负责吊装的工人胡明增现在回
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几个月下来，看似一切
正常的车间里竟被“体检”出20多处隐患，
这样的结果让负责安全生产的陈金垒很后
怕，其中有2处还属于职业健康范畴。此前
像自己这样的小规模工厂很少会检查这么细
致。

“实行企业安全生产托管，相当于为企
业找到了安全管家，由具备安全生产技术和
管理能力的中介机构，为企业开展安全培
训、隐患排查、创建企业安全规章制度等，

提供专业性的指导与保障，破解中小企业安
全生产难题。”新钢经济发展区党委书记聂
绍俊如是说。

为进一步规范促进安全托管工作，潍
坊高新区专门召开了中小企业安全托管中
介服务机构协调会，并印发了《中小企业
安 全 生 产 托 管 服 务 指 导 管 理 办 法 ( 试
行)》，对于中介机构的资质和服务内容作
了详细规定，对聘用专家的技术资格、证
书等都有详细说明。安全中介服务机构和
执业人员依法独立开展安全生产托管服务
工作，对其工作行为和结果承担法律责
任。对于服务质量低劣的中介机构，安监
部门将取消其在高新区的从业资格。而对
那些托管过程中安全中介机构发现问题拒
不整改的企业，将严肃处理。

潍坊高新区首推中小企业安全服务托管模式

“安全管家”管好企业生产安全

□本报记者 彭辉
本报通讯员 阮宝勇 丛轩

“大姐，你怎么哭了？”
在位于威海环翠区张村镇王家疃村的

“何长峰美术馆”里，一位农家装扮的妇女
引起了何长峰的注意，她在一幅画前站了
好久，看着看着竟抹起泪来。

“这是画的我家的房子，你知道为什么
两座房子之间有架梯子吗？”大姐指着画问
何长峰。这确实是何长峰在王家疃村画的
山村民居，两栋房子依山而建，有两三米的
落差，架上梯子，就不用绕山路，两栋房子
的距离更近了。

不等何长峰作答，大姐抹着泪接着说：
“下面是我家的房子，上面是我妈的房子，
成家之后我们也挨着住，我妈做了啥好吃
的，喊一声，我爬着梯子就回到了娘家。去
年，我妈过世了。”

听到这里，何长峰也抹起了泪。这是伤
心的泪水，为大姐过世的母亲而流；这也是
激动的泪水，为小山村的农妇成为他的知
音而流。

“我也曾迷茫过，钢笔画毕竟是小画
种，画了这么多老房子，有人欣赏吗？农村
老百姓能看懂吗？去年发生的这一幕，牢牢
刻在我的脑海里，时刻鼓励着我继续创
作。”7月27日，何长峰动情地对记者说。

今年51岁的何长峰出生在黑龙江，自
幼喜欢画画，2000年来到威海后，为了谋
生，他做过生意，开过饭店，凭着对绘画的
一腔热爱，最终还是做了一名职业画家。

虽然何长峰系统地学习过油画、国画，
但他对钢笔画还是情有独钟，“我对传统的
钢笔画作了改进，通过用墨和特殊技法，突

破了钢笔画非黑即白的局限性，出现了灰
色效果，以这种技法画老建筑，更有历史的
厚重感。”

他独创的灰色调“写实钢笔画”引起
了业内关注，一家出版社邀请他画一批威
海老建筑。从此，他跟威海的“老房子”
结了缘。他开着车一个村一个村地跑，看
到造型独特的老房子，立即构图创作，然
后再从各个角度拍摄照片，回到画室进一
步完善细节。“那两年他像魔怔了一样，
一见到老房子就两眼放光，画起画来经常

忘了吃饭，跟他说啥都听不见。”何长峰
的爱人说。冬天，树叶落尽，老房子才会
显露出“真容”，光秃秃的树干、屋顶的
积雪会增添老房的韵味。因此，越是数九
严寒、刮风下雪，何长峰越是往村里跑。
“为了捕捉灵感，现场需要构图，手都冻
裂了，一道道口子看着就让人心疼。”说
起这些经历，何长峰的爱人一肚子怨言。

“越画越有紧迫感，越有责任感。”何长
峰说，“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了，如果再不抓
紧画，一些老建筑就保不住了。”曾有一位

朋友向他推荐一个渔村的海草房很有特
色，他有事耽误了，等他抽出时间赶过去的
时候，一些老房子都刷上了新涂料，还有的
盖上了彩钢瓦，韵味全无。“我曾画过的老
房子，再回村里的时候，因为长期没人住，
房子塌掉了，可以说我的画是这座房子曾
存在过的唯一证明了。”提起这些，何长峰
满脸的遗憾。

画了1000多幅画，怎样才能让社会大
众看得到？何长峰在王家疃村自费开设了
美术馆，免费向社会开放。虽然何长峰这几
年名气渐长，但完全靠卖画为生的他，支撑
这么一间美术馆也是捉襟见肘。“不完全统
计，现在已接待1万多人了。”何长峰说，
“其中有很多外国客人，也有很多威海当
地的小朋友，通过我的画，他们对威海的
老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何长峰感
到欣喜的是，村里人家来了客人，都愿意
把客人领到美术馆里逛一逛，“他们觉得
村里有这么个美术馆，是件很展扬（威海
方言，意为‘风光’）的事。每当美术馆
来了包着头巾、挽着裤腿的农民兄弟姐
妹，我就感到格外亲切，真心希望我的画
能够给他们留住一份乡愁。再苦再难，我
这间美术馆也要办下去。”

在自己的博客中，何长峰写道：“我来
威海定居十多年，能借助迅猛发展的海滨
小城之气场而成长，是我的荣幸和运
气……我要用我的表达方式回馈威海人民
对我的厚爱，将我近几年用画笔记录的威
海变迁史奉献给威海的父老乡亲，以示我
的拳拳之心！”

一人一车一支画笔，何长峰还要在威
海的乡村行走下去，将最美的乡村记忆留
给威海人民，留给世界。

一人一车一笔，走遍威海乡村，为父老乡亲留下1000多幅“老房子”。何长峰———

行走乡间留下“故园画忆”

◆寻找齐鲁新乡贤（1）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许永飞 王霄层

清扫驴圈、拌料喂食、消毒防疫……这两天，冠县东古城
镇克宁村50多岁的贫困户武丙须越发忙活了，村里新买了200
头驴驹，他正和其他几名管理员一起“照顾”。“许书记来了以
后，修村路、改自来水管、安装太阳能路灯，还帮俺村里建起了
养驴场，成立了合作社，为村民做了不少好事。”7月14日，武丙
须说起省派第一书记许丙彩驻村后的变化非常激动。“现在，
村里的贫困户都在驴场入了股，还可以在这里干活挣钱。”

克宁村位于冠县东古城镇东北部，属于省级贫困村，全村
322户人中有78户是贫困户。去年2月，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机械维修中心主任许丙彩被派到克宁村担任第一书记。

“经过调查，外出考察、调研，我发现克宁村发展乌头驴育肥
项目有基础也有优势。”许丙彩解释说，村民有养驴的传统和养
殖经验，村里24亩已闲置的炼铁厂可改建为养驴场，而且政府出
台了鼓励政策：依托东阿阿胶这一龙头企业，推行的“政府+企业
+银行+合作社+家庭养驴场”发展模式，对建设规模化养驴场提
供10万元—30万元的补贴，扶持成立合作社，推广养殖技术。

2015年5月，许丙彩利用130万元的扶贫资金，为克宁村建
起了养殖规模达600头的养驴场，成立了凯鼎养殖专业合作
社，购进了300头驴。“为带动78户贫困户脱贫，我们把财政扶
贫资金折股量化到贫困户身上。”许丙彩说，优先让贫困户入
股，每股1000元，最多可入5股，按入股资金的2倍进行分红，其
余红利按一定比例，对村里20户特困户进行救助式扶贫，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也可在驴场打工。“利润按4：4：2比例分红，村
集体占利润的40%，股民占40%，发展资金20%，村集体部分主
要用于村庄公益事业。”许丙彩算了一笔账：一头驴驹260斤左
右，长到420斤的成品驴需要2000元成本，每头驴的利润在1200
元上下，这样一来，300头驴的利润大概能达到36万元。

许丙彩：带着村民
脱贫的“驴倌”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徐少磊 李梦 报道
本报莱阳讯 近日，莱阳政府网“网上民声”栏目上一封感

谢信引起不少网民关注，出租车司机孙杰在信中写道：“民警刘
亮在丽都山庄附近接应到我，在晚高峰时段一路为我们开道，为
抢救孩子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原来，7月8日晚，招远一名男童
被车撞成重伤，莱阳出租车司机孙杰紧急时刻伸出援手，并拨通
了莱阳市公安局报警电话，在晚高峰市区拥堵时段，为挽救一名
男童的生命而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的警民接力。

7月8日18时4分，莱阳出租车司机孙杰开车从招远返回莱阳，
行至毕郭镇方家村附近时，孙杰突然发现前方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名男子正抱着一个受伤的孩子在路边焦急地拦截过往车辆。

这名拦车男子是肇事司机范某，男孩此时已经意识模糊。见
情况危急，孙杰立即让两人带着孩子上车。18时8分，出租车来到
毕郭镇卫生院。“伤势太重，请你们立刻转到大医院抢救！”医生
紧急检查后告知孙杰等人。由于对周边路况不熟悉，征求孩子的
母亲同意后，孙杰立刻驾车向他最熟悉的莱阳中心医院驶去。

想到了晚高峰时段的拥堵路况，18时33分，孙杰拨通了莱
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电话，接警员李警官在了解情况之
后，一边迅速派警一边向上级领导汇报，值班局领导立即采取
应急措施，指示沿途各交警中队接应开路。

18时46分，正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民警刘亮接到110指令：
“迅速联系当事人，出租车上有一名重伤男孩，正赶往中心医
院，开道接应！”18时55分21秒，在估算孙杰行程后，刘亮准时
驾驶警车来到了会合地点。他简单示意后，当即转向调头，驶
在孙杰出租车的前面，开辟出了一条“高速路”。

18时59分05秒，两车稳稳地停在莱阳中心医院急救中心门
口。从两车会合处到医院全长1 .6公里的路途中，面对两个灯控路
口，多处晚高峰最拥堵路段，只用了2分25秒。由于救治及时，小男
孩保住了生命，但由于伤势严重，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莱阳警民爱心接力
救下车祸男孩

□记者 刘磊 马景阳 通讯员 岳可华 报道
本报桓台讯 近日，淄博建筑工程学校学生王荣昌、宋京

鑫、宋奎宇成了桓台县的“新闻人物”，他们见义勇为跳水救人
的事迹在“朋友圈”里被频频转发、点赞。

7月16日下午，桓台县起凤镇华沟村的6名男孩到离家不远
的滨州市博兴县麻大湖区游玩，一个孩子不慎跌入深坑中，很快
便沉入水底，而同行的伙伴都不会游泳，只好在湖岸上大喊呼
救。此时，恰巧路过的王荣昌、宋京鑫和宋奎宇问明情况，毫不犹
豫就跳入水中。三人先后下水两次才救起溺水男孩。“水下太凉
了，3米多深什么都看不到，第一次下潜我们只能凭手去摸。”王
荣昌告诉记者，事发地点是挖掘机挖出的一处水下深坑，像断崖
一般，没有任何可以抓握的地方。“上岸后回想起来还有些后
怕。”溺水者是一名15岁男孩，被救上岸时已昏迷不醒，通过王
荣昌三人不停地采取急救措施，才苏醒过来，并马上转到淄博
市中心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这三个孩子是学校的骄傲，他们见义勇为的行为令人敬
佩。”淄博建筑工程学校校长任曰金说，同时他也提醒所有在
校学生在暑假期间应该提高安全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如遇
到类似情况，更应量力而行。

桓台三少年飞身
救起溺水男孩

□通讯员 王延芳 张志刚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没想到还能找到，我真是遇到好人了，钱还

好说，包里那些证、卡和单子啥的可急死我了。”5月17日，在滨州
市滨城区中裕食品公司，来自浙江温州的邵银双女士激动地说。
她还送来一面“品德高尚，拾金不昧”的锦旗，给拾金不昧的公司
员工赵长磊。两天前，赵长磊上班途中捡到了邵女士的包，包中
钱物价值百万，赵拾金不昧，物归原主，一时传为美谈。

今年40岁的赵长磊是秦皇台乡湾赵村人，在中裕公司的
面条车间打工。5月15日晚上六点多，赵长磊开车去公司上夜
班，行进中发现路边丢失的一个女士手提包。他拉开一看，里
面有一沓厚厚的百元大钞，还有银行卡等。看到这些物件，赵
长磊第一反应就是报警。可是眼看就要耽误上班了，他就赶紧
开车先去公司，到公司后再设法联系失主。

经清点，包里面有失主的存折、身份证、医疗卡、提货单
等，身份证的名字是邵银双。在一张单据上找到了一个手机
号，很快就联系上了失主。半小时后，邵银双和丈夫赶到中裕
公司，看着失而复得的包，里面价值百万元的钱物一样不缺，
邵女士当即拿出包里所有的现金往赵长磊手里塞，赵长磊委
婉地谢绝了。

滨城一农民工
拾百万钱物不动心

编者按 齐鲁大地，乡贤辈出。国家十三五规划纲
要提出“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深入开展星级文明户、五
好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培育文明新风、优良家风、新
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
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借
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

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
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
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
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本报今起推出“寻找齐鲁新乡贤”专题报道，为新
乡贤文化的践行者、建设者点赞加油。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桑蕊 赵海英

在宁阳县鹤山镇，有一位老人，人们习
惯地称他为“孙雷锋”。在部队时他是“学雷
锋标兵”，业余时间义务为战友修补衣服鞋
子、桌椅板凳；因病回家退养后又成了村里
的“热心肠”，谁家有难处他义务去帮忙，邻
居有纠纷他义务去调解；每年拿出十几万
元捐资助学，为公益活动慷慨解囊，自己却
生活朴素，连陪伴他多年的旧电动车坏了，
都舍不得换辆新的。

他就是孙牧业。“生活要向低标准看
齐，政治要向高要求看齐！”今年63岁的孙
牧业常说，学雷锋是学一种做人的境界，而
他，要学一辈子的雷锋。

1969年，16岁的孙牧业来到部队，成了
一名首都机场的通讯兵。“雷锋精神首先就
是兢兢业业地工作。”孙牧业说，为练就收
发电报的过硬本领，他连种菜的时候都在
背诵密码，年底8项考试全部过关，后来孙
牧业被提拔为中队分队长，获得了两次三
等功、五次嘉奖。业余时间孙牧业则成了部
队的“修补匠”，义务帮战友修补衣服鞋子、
桌椅板凳。

孙牧业的爷爷是私塾教师，父亲则是

生产队里的老好人。孙牧业说，早年村里新
建扬水站，刚开春化冻，天还很冷，父亲直
接躺在垄沟口用身体挡水，直到村民把沟
填好他才回家换衣服，这事让孙牧业记了
一辈子。

80年代孙牧业转业到秦皇岛民航机场
出任寻呼通讯公司经理，由于过度劳累，
50岁的他患上了心脏病，家乡的老父亲也
患上了帕金森病。2003年，为了养病也为
了尽孝，他申请离岗退养，回家边养病边
照顾父亲。此后孙牧业不但没闲下来，反
而更忙了。

2009年，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孙牧业
二弟在鹤山镇搞开发,在兄弟建议下，他决
定加入。“为了做楼顶防水，他专门用抽水
机把水抽上去存一周，天天呆在楼顶。”给
工地送材料的侄子孙有果说，孙牧业每个
月按时给工人发工资，如果工头不来取，他
还会打电话催，这些年施工队就没换过人，
一直愿意跟着他干。

2012年2月，给工地供铝合金材料的赵
老板家人住院，希望孙牧业能先给点钱急
用。与他是第一次合作还没开工，但孙牧业
直接把项目款打给了他。“这样的开发商真
没见过。”赵老板这样评价，回来后直接把
每平方米的要价压低了10块钱，最后跟孙

牧业还成了好朋友。“不花冤钱坑子孙，宁
买好楼留后人。”诚信带来了效益，孙牧业
成了许多开发商羡慕的对象。但在孙牧业
看来，他更希望大家都住上楼过上好日子，
遇到困难户买房子，他总是尽他所能。

2012年一天，一个个头不高的人来到
售楼处，几次欲言又止。“这人想给儿子
买房，可老伴有精神病，自家积蓄只够首
付，银行贷款又没人给担保。”得知情况
后，孙牧业决定和购房户签订还款合同，
剩余6万块房款按揭偿还，一分利息不
要。此后对十几家困难户，他都采取了同
样方式解了燃眉之急，直到现在，还有很
多户的钱结不清。

在办公室后门，一辆旧电动车显得特
别扎眼，这是孙牧业唯一的出行工具。
“座位底下坏了个大洞，已经套了好几层
就舍不得换。”说起这个“老抠”，桑胜
梅埋怨中透出赞扬。在孙牧业的住处，床
是花150块钱淘的旧货，断了一条腿，就
用几块砖垫上。

在鹤山镇，孙牧业还有个身份——— 颜
子教育促进会会长。“人有两件事不能
等，一件是孝敬老人，另一件就是培养孩
子。”2015年促进会成立仪式上，他一次
性捐款10万元。在他带动下，开发商孙中

海捐款50万元建中皋小学，捐款20万元设
立“中海教学奖”，颜丙军为泗皋小学捐
款50万元。

近些年镇里搞了“优秀人民教师”评选
以及校园足球比赛等活动，孙牧业都会赞
助，镇里还建立了教育促进会微信群，群成
员已有140多人，经常发布困难学生信息，
开设了“捐资助学、奉献爱心”的新平台。

学雷锋能改变社会风气，孙牧业有个
目标，就是要带着大家都学雷锋。前段时间
镇里黄山庄的一个孩子出了车祸，孙牧业
一号召，工地的工人和售楼处工作人员都
主动捐款，一会儿工夫就募集到一万多元。

“去年十二中集体订营养餐，有些孩
子馒头吃不完往窗户外面扔，我看不
惯。”孙牧业发现后就找到校长，要求给
学生上“雷锋”课，不能浪费粮食，几天
时间立马见效。孙牧业还给镇里提议，每
个学校成立“学雷锋”小组，发挥正能
量，让雷锋精神更有现实意义。

“钱赚了都放自己兜里还有什么意义，
赚钱不易，要花到有用的地方。”孙牧业一
直坚持着自己的理念。他跟村里商量成立
了“赵庄老年管事团”，自己掏钱购买了演
出服和乐器，组建表演队，村民们都乐开了
花。

“学校里有些孩子馒头吃不完往窗户外面扔，我看不惯”。孙牧业———

人们叫他“孙雷锋”

□彭辉 报道
何长峰在威海的乡村行走着，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最美的乡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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