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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韩寒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全国乡村旅

游与旅游扶贫工作推进大会上，济宁市泗水县圣水峪镇南
仲都村合作社荣获全国“合作社+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
目，全省共4个项目入选。

南仲都村“合作社+农户”项目利用专项扶贫资金和
省派第一书记协调资金130万元，建冬暖草莓大棚20个，
委托村草莓合作社管理经营，有23个贫困户参与分红并可
进社打工。预计贫困户年可分红2000元以上、打工人员年
可增加收入6000元。据了解，此次评选经国家旅游局审
核，确定了280个项目为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这些项
目将获得各地有关部门在资金安排、优惠政策享受、人员
培训、品牌建设、宣传推介等方面的支持，将会带动更多
贫困户和贫困人口通过参与旅游产业实现脱贫致富。

南仲都村合作社入选

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魏林娜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18日是济宁市技师学院2016级秋季

新生报到的日子。学院在今年春季招生1400余人的基础

上，秋季新生报到人数达3700余人，全年总招生人数逾

5000人，在校生达13000人，再创历史新高。

近年来，济宁市技师学院在专业设置上根据市场需

求、招生数量根据产业用工需求而定；在办好传统优势专

业的基础上，积极开发社会新兴、急需专业，今年新增了

工业机器人、3D打印技术、无人机操作等新专业。在办

学形式上积极创新，除开展“技师＋高职”合作办学，今

年又新增了面向高中生、初中生的春季高考班。在校企合

作上，与市内外300余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

企合作关系，合作领域涵盖办学各个方面，太阳纸业、辰

欣药业、荣信煤化塑等企业冠名班达30余个。在教学上，

实施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突出技能实训教学环

节，学生学习兴趣较浓、满意度较高，学生在全市技能比

武中多次包揽参赛专业团体和个人第一名，在全国、省级

技能大赛中屡获佳绩。

济宁市技师学院迎新生

全年招生突破5000人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刘鹏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13日，记者在《济宁市法治政府建

设实施纲要（2016-2020年）》（简称《纲要》）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为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8月
24日，市委、市政府印发了《纲要》，这是济宁市历史上

第一次以市委、市政府文件的形式，出台部署法治政府建

设工作，规划今后五年济宁市法治政府建设的纲领目标和

行动路线，标志着济宁市法治政府建设进入了换挡提速的

快车道。

据了解，《纲要》明确了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的总体目标，同时依次提出了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完

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

治化，健全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

监督，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全面提高政府工作人

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组织保障和落实机制等8个

方面50项具体措施，每个方面的任务都规定了具体目标和

实现举措。

《纲要》被视为济宁市第六个依法行政五年规划。既

是对济宁以往建设法治政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下一步推

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创新。其按照行政权力

运行轨迹，依次安排了50项任务，并具体落实到33个部

门，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责任清单”。创

新提出了县级政府要在2016年年底前，建立并落实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制度等内容。在政府立法中，进一步完善了科

学民主立法机制，完善省市地方立法沟通联络机制，明确

提出加强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等重

点领域政府立法，在全省较早的以市政府令的形式出台了

《济宁市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

机制改革中，济宁市先行一步，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市、县

两级行政执法监督局并积极投入运作，收到良好效果。

济宁确定法治政府建设

时间表路线图责任清单

□ 本报记者 张誉耀

在微山，有个习俗，即：每逢大喜事，
是要回老家上坟的，把好消息正式报给家中
过世的老人，以表尊重和告慰，称为“上喜
坟”。结婚、生子和金榜题名则都属于“大
喜事”的范畴。

今年，弟弟考上了大学，开学之际，恰
逢中秋，爸爸便准备了供品，带我们回老家
上坟。

路上，爸爸开着车，很是高兴，说起小
时候跟着太爷爷去外面收芦苇、带回来编席
子，我问为什么不用村子周围的芦苇，他说
本村的芦苇都长得比较细矮，不适合编席
子，要收那种又高又粗又有韧性的才行。编
席子是老家那个村老一代人的必备技能，但
因为爷爷到县城工作后，把爸爸带出来上
学，所以爸爸也不会编席子，对我们来说，
编席子很遥远，只是很好奇，怎么才能不被
芦苇割破手。

路程并不远，大约20分钟，便进了村
子。其实我和弟弟很少回老家，如果自己
来，基本是找不到家门的。爸爸跟路边晒玉
米和纳凉的亲戚打招呼，我和弟弟，跟着傻
笑，爸爸说，“喊二爷爷”，我们就说“二
爷爷好”，说“这是三奶奶”，我们就说
“三奶奶好”。长辈们则回应：“乖孩子，

都长这么大了！”
然后我们爷仨直奔墓地，爸爸带路，穿

过一段玉米和豆子地，找到爷爷和奶奶合葬
的坟头，奶奶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突发脑溢
血离开了人间，爷爷是前年因癌症去世的。
坟头上一棵小树苗长得正起劲儿，此外还覆
着厚厚的草。

爸爸招呼弟弟把地八仙桌摆在坟头前，
依次在上面放上鸡鸭鱼肉蛋五色水果，倒上
酒，然后是摆放香炉，两侧是蜡烛，爸爸先
点上蜡烛，又燃了香，妥当之后，放了一挂
鞭炮。接着，爸爸跪下磕头，念叨着：爹、
娘，鸿齐今年考上大学了，特来告诉您二
老，孩子们都很听话，还请二老在天之灵保
佑他们顺顺利利。爸爸让弟弟照做，也磕了
仨头。

最后，是烧纸钱。爸爸点了金箔纸，并
拿出路边找来的树枝，沿着坟头边儿在地上
划了一个半圈，然后拨弄着纸钱，看着依次
烧尽。弟弟也拿了个树枝帮忙。爷爷坟头不
远处，分别有太爷爷和高祖爷爷的坟，坟头
上的树，都已经有碗口粗了，祖上蒙荫，是
不是就这样？爸爸拿了一部分纸钱分别到他
们坟头也烧了一些，说也来孝敬他们。

所有程序完成后，我们又回到爷爷家看
了看，很久没人住，院子里长了很多草，但
也新结出了几个南瓜，长势正好。

团圆之日，告慰先人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该起床了，下午你爸就要把一车东西
送到你二姨家去。咱们也要开始搬家了。”
中秋假期一早，母亲大人就边喊我起来，边
指了指我一床散乱的东西让我准备收拾。趁
着中秋节放假我和父亲都在家里，从锅碗瓢
盆到衣服书本，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准备打
包好搬运到二姨家去。

搬家是向过去的告别。虽然房子小了一
些，但住得时间长了，自然会有感情。我清
楚地记得，就在卖房子的那一天，我扯了扯
父亲的衣角，差一点脱口而出的是“爸，咱
别卖了，当时你们装修的时候费了那么大劲

儿，搁我心里边也是舍不得。”八月十五的
晚上，看着满屋子的旧物品，我和母亲一件
一件地分类装好，没想到家里最怀旧的竟然
是我。“这本书以后可以留着给孩子看，那
件衣服不要扔，洗一洗可以当做旧衣物捐出
去，还有那个明信片，是我出去旅游的时候
留下来的，我要放到书橱里面珍藏起来。”
一晚上收拾下来，光我自己的物品就装了三
个纸箱。

不仅仅是我的内心有种不舍，母亲在搬
家的前夜也是和我絮叨了许多句关于这套房
子的往事。“其实在我们结婚的时候，能够
有这样一套小房子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事情。
虽然后来因为要照顾你上学一直在外边租房

子，很少住在这里，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
和你爸一起装修房子，最初的打算就是把这
套房子作为我俩养老用的。毕竟，这是原来
厂子的宿舍，这个院子里面大家都是老同
事，关系也挺好。”

告别的一刻终究需要到来。从床底下翻
出来爹娘结婚时候买的录像机，被收拾到仓
库的角落；我小时候积攒下来的满满一箱玩
具，送到了小侄子的手里；还有小时候家里
常用到的蚊帐和麻将凉席，也被送到了收垃
圾的大爷手里面。还有以前家里面常用的立
式电扇、DVD放映机，就像是再也回不去的
过去，被放到了再也想不起的角落里。

中秋节假期最后一天的晚上，搬家工作

终于要大功告成。二姨家的房子作为中转

站，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在沙发上喘一口气。

再过一个月，拿到房票之后，新房子的装修

大业就要开始，算算时间，下一次的搬家说

不定要到春意盎然的时节了。从中秋节开始

的安居梦想，跨越一个冬天的距离，在春暖

花开的时节里真正地花好月圆。

“娘来，下次搬家可不可以不要凑到假

期里面？”

“这个要看时间来定，应该会是在五一

假期，到时候你小子一定要多吃点力！”听

着母亲大人的回答，我点点头，抓紧跑到了

我的小房间里面。

中秋搬家记：月圆之下的安居梦

□ 本报记者 孟一

“这箱奶是你舅爷爷给的，送给大姑奶
奶吧，别搞错再给还回去喽。你三姨姥爷爱
吃烧鸡，那盒烧鸡给他……”9月14日，阴
历八月十四的晚上，已经八十岁的姥姥又拾
起一年两次的“大总管”身份，分配今年的
中秋礼物。

说“分配”，真的就是把小辈送来的中
秋贺礼进行再调配，不需要新买什么，最后
也剩不下几样。作为家中最年长的人，姥姥
知道每个兄弟姐妹的喜好，她让我们把收到
的所有礼物放在一间屋子里，每样东西上标
明是谁送的，然后由她重新排列组合。喜欢
酒的多分酒、爱吃肉的多给肉……这就是她
一直坚持的分配原则。

东西顺利被分成1—6组后，我们会用纸
把分配方案详细记下来，然后挨家送。妈
妈、舅舅、小姨和我作为一个大家族第二、
三代的代表，是送礼队伍的主力军。过去骑
自行车送，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要来来回
回运上好几次，一整天才能送完；后来开始
打的士绕圈，每送一家都要忍着司机的白眼
说很多好话，“您稍等，我们放下东西马上
就走。”；现在有车了，中秋、春节的两次
大圈才转得稍微轻松点。

送礼的对象是姥姥、姥爷的兄弟姐妹，

也就是我们的长辈，每到一家，无非是聊聊
家常、喝口茶、吃点水果，再无其它内容。
过去，我和弟弟一直把这件事当“任务”去
被动完成，心想，换换东西而已，谁家也捞
不着什么，何必费事搞这形式主义，可随着
年龄的增长，一年两圈“弯弯绕”的意义开
始慢慢浮现出来。

“这就和春节期间为孩子互换压岁钱一
样，谁也不为那一两样东西，图的是个情
分。”舅舅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边导航大姨
姥爷的新家一边说。血缘之亲是最深的情感
羁绊，可现代人家庭成员越来越少，年轻人
也嫌这种场面麻烦，很多隔代的、远房的亲
戚关系变得越来越淡，双节送礼、定期走动
已经成了维系这种关系很重要的方式。

年初，连名字都叫不出的远房弟弟找上
门，询问资格考试的问题，一句“哥哥”，
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经过几天的交流，
相处甚欢，如今已发展成为可以没事聊上两
句的关系。搬新家装修，舅妈热心帮忙，用
很低的价格帮我们购入了实木门……舅舅
说，血脉亲人是对我们最无所求的人，不仅
如此，每到遇上困难，也是最心甘情愿伸出
援手的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血缘至亲重于山。为
了延续从血脉里带出的天然情感，这种“过
场”，多走走不是坏事。

一年两圈“弯弯绕”

□ 本报记者 王德琬

“八月十五月亮圆，月亮圆圆像银
盘……”中秋节这天中午，我姥姥的6个子
女偕各自的家庭成员全部到齐陪老人过节，
这次团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就在10天
前，77岁的姥姥刚刚做完直肠腺瘤切除手
术，3个多小时的等候让家人坐立不安，就
在姥姥意识清醒地被推出手术室的一刹那，
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主妇们在忙着准备饭食，男人们聊得热
火朝天。开饭前，我姨弟搬了个板凳做到了
姥姥旁边，“姥姥，您再给我讲讲原来在老
家的事吧。”姥姥微微一怔，思绪瞬间被带

回了40年前。那时农村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要靠工分挣口粮，谁家劳力多
光景就好些。“那时候都穷，可咱们家孩子
多劳力少，异常困难，连饭都吃不上。”姥
姥说，姥爷一人在外工作，她又要挣工分，
又要看护孩子，我母亲插话说：“别看又忙
又累，但连个地瓜面窝窝都吃不上。”

按照老家的风俗，逢年过节都要吃顿饺
子，当时韭菜只有几分钱一斤，可姥姥家还
是买不起。有一年过中秋，最小的舅舅才五
岁，看着亲戚家吃水饺，就吵着要吃。姥姥
心酸不已，只能哄他，舅舅的哭声惊动了隔
壁的邻居，好心的邻居给舅舅送来一碗，感
动得姥姥热泪盈眶。“这不光是一碗饺子，

也是老家人的情分，原来的日子那么苦，你
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要学会感恩。”
母亲又忍不住插话。

这碗饺子的故事我从小听到大，姥姥离
开老家20多年了，但逢年过节或者夜里睡不
着觉的时候，都会念叨这碗饺子无数遍，她
曾对我说，这位邻居是好心人，我们不能忘
了她的恩情，每逢过节，姥姥也都早早撵着
舅舅去看望那位邻居。

开饭了，满桌的美味佳肴看不出曾经贫
穷的痕迹，一盘盘的饺子被端上了桌，20多
口人齐举杯祝姥姥健康长寿，但对于姥姥来
说，再美的珍馐都抵不过40年前的那一碗饺
子，因为她承载了姥姥一家人对团圆的念想。

一碗饺子，40年恩情

□ 本报记者 尹彤

今年的中秋节，我第一次跟随丈夫回老
家过节。丈夫的爷爷奶奶都在郓城老家，虽
然身体还算硬朗，但毕竟都已年过八十，儿
子们不放心老人自己在家，轮流在家照顾。中
秋节孩子们约好回老家团圆，我作为这个家
新的一员，周四一大早就踏上了回家的路。

从济宁到郓城，我们选择先坐火车去巨
野县，之后再倒车。一下火车，满满的绿色
搭棚摩的搭配上雾霾，让县城显得格外“复
古”。此后，经过转摩的、倒小巴，最后在
家人的电动三轮车承载下，我们二人风尘仆
仆地到达村子。当看到84岁的爷爷拄着拐棍
儿在门口翘首等待的样子，此前的疲乏顿时
一扫而空。

“你爷爷一早就在门口等着你俩回
来。”86岁的奶奶虽然瘦弱，说起话来依旧
劲头十足，老人的腰弯得厉害，但干起活来
还是风风火火。爷爷偶尔有些糊涂，但看到
孙子孙媳妇，第一反应就是乐，一声声“爷
爷”更是喊得老人喜笑颜开。吃着孙媳妇买
的月饼，两位老人甚是满足。

上午十点多钟，到家已经一个多钟头
了，却始终没有来电、来水。“平时停不大
会儿，也就哪家用机器时停电几分钟，今天
怎么停那么久。”公公内退后在外地某企业就
职，收入不错。但为了照顾父母，毅然辞职回
乡。“把家里的蒲扇找出来，你奶奶怕热。”

11点多钟，大爷、大娘、四叔和四婶陆
续到家了。四叔专门在饭店炖了一只鸡，可
巧我们夫妻也买了烧鸡和鸡腿，公公一早还
专门去买了烤鸡。“你爷爷爱吃鸡，结果大
家就来了个全鸡宴。”四叔性格开朗，一说话
总逗得家里人乐，“这个寓意好，大吉大利。”

院里种的石榴、枣、无花果都熟了，我

边揪边吃边赞叹“纯天然无污染”，婆婆笑
着调侃：“这枣子都是你奶奶给你四叔留
的，因为他爱吃都不让我们摘呢。不然你就
吃不上了。”一席话引得几人哈哈大笑。

孩子们分散各地，很少能聚到一起。
“年纪大了就喜欢孩子围在身边，可都忙只
能等过节了。”奶奶说，“今年过年一定都
得回来，到时候你爷爷出钱下饭店。”爷爷
平日有些耳背，这下耳朵却突然灵敏了起

来：“嗯，有钱，准备好了。”婆婆偷偷告
诉大家，昨晚老人就数好钱放在黑塑料袋里
了，预备今天下饭店用。老天也没辜负老人
的准备，始终不来电，只能端着家里做好的
菜去附近的饭店。老板娘是熟人，非但没不
高兴，还送了俩菜。倒上四叔带来的法国红
酒，中秋团圆饭开席了。

爷爷坐在主座上，看着围坐一圈的孩子
们，时不时笑出声来。大儿子在旁边不停地

给老爷子夹菜，老人也是来者不拒，吃得喷
香。“咱爹这饭量，你们兄弟仨都吃不
过。”大娘笑着说，“再活20年没问题。”
“孩子们都在外地，过年的时候回来这屋里
可坐不下了。”“咱爸现在也是四世同堂
了，大家还是得多聚聚，老人见到孩子们就
开心。”“是啊，有父母在这才是家。工作
不忙的时候就多回来……”中秋佳节，就是
要聚在老人身边吃个团圆饭。

中秋，聚在老人身边吃个团圆饭

广告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姜潘峰 马冬青 报道
本报鱼台讯 “咱家厕所真好，无臭味、无蚊蝇，里

面设施一应俱全，达到了三星级标准。”8月31日，当记
者走进鱼台县滨湖街道李集村，与村民聊起改厕的话题
时，村民李涛向记者竖起了大拇指。

“一圈土围墙，两块破木板，雨天粪水横流，晴天苍
蝇乱飞。”这是许多农村传统旱厕的生动写照。厕所现状
成鱼台县美丽乡村建设的“短板”，厕改工作刻不容缓。
滨湖街道依托上级政策，在济宁率先利用微生物降解原
理，对李集村全部农户厕所进行一体化整体改造。

据悉，鱼台县启动实施农村卫生厕所改造工程，采用
三格化粪池式和双瓮漏斗式厕所改造模式，每个镇街选择1
个美丽乡村作为示范村先行实施。该县年内计划完成5 . 6
万户农村改厕任务，截至目前完成5800余户改厕计划。

鱼台完成5800余户

改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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