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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袁京勇

9月20日，寿光市农业局退休职工、81岁的
朱振华去参加寿光市第六届道德模范颁奖活动。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为啥还参加这样的活
动？”有人问。“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影
响下一代。”朱振华回答。

当天的活动，还表彰了首届“乡贤”、第二
届“最美孝心少年”、寿光市“最美家庭”。

近年来，随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各种群众
性道德实践活动的开展，寿光好人似繁星闪烁。

“评出的各种榜样、典型人物，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促进了公民道德素质和社
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社会各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持和参与道德建设，有力
推动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寿光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杨福亮说。

乡贤，接地气的乡土教材

今年9月，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恩荣，被评为寿光首届十大乡贤之一。

2007年，寿光市慈善总会成立时，墨龙一次
捐出30多万元善款，此后每年都向慈善总会捐
款。2008年，张恩荣组织墨龙集团内河疃籍中层
管理人员向家乡捐款300多万元，帮助河疃村打
井、修路、建设文体活动中心。近年来，墨龙组
织各类公益捐款总额近千万元。

2012年底，张恩荣个人出资3亿元建设寿光
历史文化中心。“历史文化中心主要展示寿光的
文化底蕴，提升寿光的文化品位。”张恩荣说，
中心由崇贤祠、艺渊阁、弥泉书院、静山会所等
建筑组成。

“我把潜心收藏的字画、编纂的注释与感悟
放在历史文化中心，与父老乡亲共赏。企业发展
了，个人财富积累了，不应忘记社会，应当反哺
于社会。”张恩荣说，“寿光的物质基础已很坚
实，但文化还需提振。只有拓宽大家的视野，吸
收优秀的元素，培养更多人才，寿光才能更有文
化味。”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乡土情怀、泽被乡
里、温暖故土”的乡贤文化，一直是我国的优秀
传统文化。“乡贤是身边的道德典范，是乡味
浓、接地气的乡土教材。我们弘扬乡贤文化，厚
植乡贤文化，就是激发乡贤情愫，焕发人们的进
取力量。”杨福亮说。

自家电话成农民热线

1999年，朱振华从寿光市农业局退休后，
参与了全国蔬菜技术培训班授课工作。随着参
训人数越来越多，他家中的座机电话就成了蔬
菜生产技术咨询热线电话。2007年，蔬菜专业
类报纸《北方蔬菜报》创刊，朱振华义务担任
首席技术顾问，把自家的电话设成该报的技术
咨询热线。

技术咨询热线电话在报纸上一公开，每天
电话铃声不断。2005年2月，一天晚上11时，
电话铃声惊醒了朱振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刘
强打来电话，说他的日光温室冬春茬黄瓜染上
了霜霉病，用过了多种药剂，一直未见好转。
耐心听完刘强讲述后，朱振华让刘强在正常使
用的药物中加入2勺蔗糖，再去打药。三天
后，刘强打来电话感谢：“你的方法太好
了。”

朱振华说：“由于光照不足和偏施氮肥，黄
瓜徒长了。因叶片中氮素多而缺乏糖分，植株对
霜霉病的免疫力降低。过去打一遍药，95%以上
的霜霉病菌杀死了，剩下的2%至3%残留病菌又
很快繁殖起来，所以药剂显得无效。现在杀菌药
液中添加了糖分，提高了植株的免疫力，打过药
后，残留的病菌不仅不繁殖，而且会逐渐死亡，
喷一遍药就能治住了。”

多年来，朱振华义务为全国各地农民朋友
提供蔬菜、粮棉等技术咨询服务3万多次，已
接坏了6个“小灵通”。由于接听电话，难免
打扰朱振华的休息，加上年事已高，身体大不
如前，老伴经常为这事叨叨他。儿女也反对他
休息时间接电话。“我懂技术，又是党员和道
德模范，怎么能不为百姓服务呢。”朱振华
说。

寿光已经评选了六届道德模范。杨福亮认
为，每届的道德模范评选都浸润群众心灵，带给
人们精神洗礼，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好人群体中
来。

“最美家庭”值得学习

5月15日，寿光市稻田镇孙爱霞家被授予全
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这是目前寿光唯一获
此殊荣的家庭。

孙爱霞是一位脑瘫患儿的妈妈。2004年，她
的女儿出生后缺氧导致窒息。医生告诉孙爱霞，
孩子可能活不过三天。但现在，孙爱霞的女儿已
经10岁了。

“孩子病情较重，医院几次都让我放弃治
疗，可是我不死心，经常在网上查询脑瘫治疗
方法。”孙爱霞说，通过这个方式，她掌握了
一些配药和按摩方法，每天给女儿做康复训
练。

由于女儿的身体僵直无法弯曲，不能说话，
也不能正常进食，孙爱霞每天给她唱歌、讲故
事。最难熬的是晚上，女儿晚上经常不睡觉，孙
爱霞就和婆婆公公轮流倒班照顾女儿。

10年间，孙爱霞带着女儿四处求医看病，认
识了许多脑瘫孩子和家长。后来通过网络，孙爱
霞认识了近百个脑瘫孩子。

“一些脑瘫孩子虽然不会说话，但他们却
能够在键盘上敲打出温暖人心的文字。正是他
们的鼓励，让我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所以在自
己力所能及的时候，更应该去帮助别人。”孙
爱霞说。

孙爱霞为脑瘫孩子成立了一个“睿扬爱心家
园”，家长们在这里交流康复经验，互相倾诉内
心的感受。

“从评选的最美家庭里，我们可以看到，这
些家庭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尊老爱
幼、热心公益，弘扬了社会正气，传播了正能
量，值得所有家庭学习。”杨福亮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10月4日9点，张荣芳用婴儿车推着孙子，
顺着斜坡走上人行道，穿过一条马路，就到了
现代游园。张荣芳是寿光现代小区居民，今年
56岁。“如果没有路沿石的斜坡，我这把年纪
推着孩子上人行道，还真费劲。”张荣芳告诉
记者。

让张荣芳更舒心的，还有长期在路边经营
的摊贩全部进入了改造好的惠民摊点。原来下
午4点到7点，现代小区北门东侧的人行道上摆
满了摊位，行人和车辆只能走在路中间。“人
多车挤，推着孩子经过，我神经老是绷着。现
在，放心了。”张荣芳说。

一到游园，张荣芳就把孙子抱下，让他自
己跑。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张荣芳
就指着给孩子读一读。现代游园里还张贴着寿
光好人榜、寿光新二十四孝等内容。“公园里
处处有文化资源，随时可以教育孩子，无形中
熏陶了孩子。”张荣芳说。

“我们创建文明城市，并不是要一块牌
子，一项荣誉，而是通过这样的创建活动，全
面提升城市的品位，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寿光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杨福亮说。

老小区换新颜

淡黄色的墙面，整洁的道路，深秋还盛开
的月季，这是现在南关小区的模样。

一年前，记者走进这个小区时，绿化带里
飘着红色的塑料袋，草坪里长满了野草，道路
上一层灰尘。62岁的卢文芳时常和其他两位老
太太在楼下打手把一。她们身后是几盆绿色植
物和挂在笼中的鸟儿。“小区干净了，大家愿
意下楼玩了。”卢文芳说。

南关、三里小区是寿光老旧小区改造试
点。“每平方米改造自己花90元，我家60平方
米，只拿了5400元，就改造完了。“卢文芳
说，要是自己改造，这点钱勉强够墙体保温和
暖气片的费用。

南关和三里两个小区共532户，楼房建筑
面积3 . 5万平方米，基础设施面积2 . 5万平方
米。寿光市住建局测算，完成这两个小区的改
水、改电、改暖、改气、外墙维护和公共设施
6大类20小项改造，共需资金2200万元。

钱从哪里来？寿光采取“上级补一块，政
府贴一块，企业投一块，居民拿一块”的方
式，确定了5:2:3的改造方案，即财政出一半，

供水、供电、供暖等国有企业担20%，居民自
己拿30%。

解决了钱的难题，还面临小区百姓100%
同意的难关。寿光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
把决策权交给群众。老旧小区成立自改委，代
表居民议事进言，全程参与摸底调查、民意收
集、政策宣传和规划设计、协议签约、资金筹
集等一揽子事宜。

“改造全过程都让群众参与进来，在阳光
下进行，既汇集了群众智慧，又实现了群众满
意。”寿光市住建局局长崔维川说，今年寿光
还将改造7个老旧小区。

臭水沟变景观河

今年9月，寿光的摄影爱好者郑潇拍摄了
许多蓝天白云照片。其中，在寿光市委楼前红
旗迎风飘扬、白云朵朵的照片，郑潇格外喜
欢。“感觉就是小时候的蓝天，一尘不染。”
郑潇说。

据了解，今年1至8月份，寿光市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131天，同比增加38天。

“这是寿光多年来空气质量同期改善幅度
最大的一个时期。”寿光市环保局局长田太卿
说，寿光在全省县域率先全面启动了现役燃煤

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对全市空气质量改善
具有战略性意义。

今年，寿光总投资12亿元的104项治污减
排工程，目前已完成64项，完成投资8 . 9亿
元，其中45项已稳定发挥减排效益。

拍摄蓝天美景的同时，郑潇也喜欢和朋友
刘刚去丹河钓鱼。10月5日上午，刘刚在丹河
钓到3公斤的鱼。“有鲤鱼、鲫鱼、白条鱼，
还有条黑鱼。”刘刚说。郑潇则拍摄到了野
鸭，还有几只不知名儿的鸟。“没想到丹河会
有那么多的鸟，我以后不用跑到羊口去拍
了。”郑潇说。

“以前，我们都管丹河叫臭水沟，垃圾
多，蚊子飞，路过时都想赶快走开。现在十里
八乡的人都喜欢来这里耍耍，水很清澈，鱼儿
也回来了。”在河边散步的刘明珠告诉记者。

寿光投资750万元，对丹河进行全河道人
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河流水质改善效果明
显，断面COD、氨氮两项主要污染物较去年同
期下降三分之一。”田太卿说。

道路将镇镇通村村连

寿光城区西部的主干道菜都路正在进行改
造。记者在现场看到，文庙街到五里墩的雨水

管道、污水管道管沟已全部打通，正在铺设新
的管道。改造后，菜都路将全面实现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三分离”。

大货车司机杨永达说：“以前路面老旧坑
洼，电动车乱窜，大车都不太敢走。”

今年，寿光启动城区街路的改造提升工
程，对城区部分破损街路以及道路缺失的无障
碍设施进行全面整改。对农村路网，寿光启动
实施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每年新建改建县道100公里，改造提升镇村道
路100公里。

老家在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七里庄村的王
树元，现在寿光一家企业上班。每次回家，南
大路都是他的必经之路。由于车流量快速增长
和年久失修等原因，南大路破损严重。“大坑
套着小坑，车少的时候，碰见前面有坑了，我
还可以打方向躲一躲。一旦车多起来，眼看着
有坑也只能硬往里开，真心疼车啊。”王树元
说。如今，南大路已经成为寿光县道改建项
目。

据了解，寿光今年将投资6 . 6亿元，重点
实施大沂路北伸、羊临路和三号路改造三个重
点项目，进行羊田路、南大路、卧甲路等县道
改建项目。3年后，寿光逐步打通县际、镇际
断头路，基本实现镇镇畅通、村村连通。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9月29日上午，寿光市羊口中心小学一年
级二班，同学们正在朗诵《山东经典家规》。

这本校园教材由该校校长丁其永主编。
“端蒙养、重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
们将山东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33条家规遴选出
来，以漫画、诗歌的形式呈现，教给孩子们。
这就是我们在校园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主要体现方式之一。”丁其永说。

羊口中心小学还编纂了《羊口，一个充满
希望的地方》等校本教材。羊口中学在教学楼
的走廊内建起了羊口特色海洋文化墙，展示羊
口的历史、传说、老图片、特产等。学校还组
织学生们到羊口盐场、航海博物馆、酱菜厂等
进行参观。“在不断熏陶中，让孩子们树立正
确的文明观，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羊
口中学校长杨树军说。

在寿光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羊口
镇通过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形式，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活动，促进文明校园建
设。

据悉，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水平，建
设美德寿光、信义菜乡，寿光市在各行各业都
开展了文明提升活动。

美好品质从学生开始

“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见
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9月28
日，寿光市广陵初中，六年级一班学生正在诵
读。记者注意到，学校里设有专门的图书室、
阅览室，每间教室里还设有“班级读书角”，
学生们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经典阅读。

“每天晨读课上我们都会诵读各种经典读
物，每周阅读课上，语文老师会对其中的故事
进行讲解。”六年级一班学生刘宗瑞说。

该校六年级语文教师李冠华说，学校要求
学生在阅读时辅之以列提纲、摘录、做卡片等

方式，并让学生们进行“成果”交流。同时，
还设立“读书笔记优秀奖”“读书笔记进步
奖”“谈天说地能手”“优秀手抄报员”等奖
项，激发学生们课外阅读的热情。

“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素
养。为培养学生的读书习惯，学校从2013年便
开始推广‘倡导经典诵读，营造书香校园’和
‘书香进家庭活动’。”广陵初中校长刘明举
说，借助这些丰富多彩的诵读活动，赋予成长
教育更为生动活泼的形式。

古城街道北洛小学开展了“道德大讲堂”
活动，让学生参与“日行一善”“我向父母献
孝心”等道德实践活动。每次家长会，该校都
精心设计感恩教育环节，让学生懂得感恩；借
助母亲节，该校开展了“让世界充满爱”感恩
教育活动。

“推广德育以来，学生们的变化非常明
显。那些良好的习惯、美好的品质正在一点点
养成。”北洛小学校长宋晓庆说。

文明擦亮服务窗口

“自政务服务中心建成投用以后，我们企
业办理业务方便多了。原来跑好几个单位办业
务，现在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
金及营业执照等业务，在这里一站就能办成，
省了很多趟腿儿。”9月27日，寿光市政务服
务中心人社局服务窗口，正在办理业务的王艳
芳说。王艳芳在寿光一家企业负责社保工作。

寿光市人社局社保中心支部委员、工会主
任姜立军表示，窗口单位工作人员的文明程度
高低，直接关系到窗口单位的形象。工作人员
要通过规范礼仪，提升整体文明水平，让群众
不能有“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的看法。

据了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中，寿
光着力提升窗口单位服务水平，用文明“擦
亮”每一个窗口，让窗口单位成为城市的文明

“前沿”。
寿光市政务服务中心把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活动与创建学习型、服务型党组织和创
建文明单位相结合，积极创新形式和载体，开
展了争创“服务标兵”等活动，在中心大厅3
处咨询台设置志愿服务岗，提供文明引导服
务。

据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张
金鹏介绍，前不久，该中心推出了预约服务、
上门服务、延时服务等便民举措。

寿光市国土资源局审批服务科科长陈茂
说：“我们把服务提升作为窗口工作重点。在
抓好窗口人员管理的同时，从叫号系统的升级
开发、不动产系统的升级和业务审批流程的改
造等方面入手，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全市企事
业单位及市民提供了更优质高效的服务。”

传统文化净化职工心灵

“以前工作，大家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工
资。有些人为了多拿钱相互争吵，出了问题相
互推让，是家常便饭。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我
感觉职工们的心性都变了。善良、包容这些传
统文化提倡的美德在职工们身上慢慢显现出
来。”仙霞集团标志服公司生产二公司副总经
理王建敏说。

“传统文化的魅力就在于能够让学习者自
我分辨，自我净化。学习后的交流分享活动，
则会唤醒职工的本性，把职工内心最深处的东
西挖掘出来，从而洗涤心灵，提升自我。”仙
霞集团副总经理刘爱莲说。

“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女职工们懂得了
理解和宽容，懂得了孝敬和持家，也收获了幸
福。”仙霞集团副总经理徐晓云说。

“从国学里学来的质朴道理，能让企业逢
凶化吉，更能让企业基业长青。”仙霞集团原
董事长王金栋说。

如今，仙霞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
标志服和工装承制基地，订单已经排到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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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讲文明人人守文明

建美德寿光，立信义菜乡

提升城市品位，百姓享红利———

寿光人这样“创城”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 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30日至10月7日，寿光举

办魏憨、张宝元书画纪念展。
魏憨、张宝元是寿光老一辈文化人的杰出

代表，德艺双馨书画家。魏憨的书法融欧、
柳、颜、赵四大家之特点，独树一帜，功底深

厚。张宝元潜心研究中国花鸟绘画技法，作品
潇洒大度，生动传神。

“我们精选他们两位的代表作举办展览，
就是要颂扬他们在书画艺术领域的成就和贡
献，传承老一代文化人的文化品格。”寿光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袁世俊说。

当前，书画艺术呈现出民间参与广泛、发
展势头强劲的特点。但书画市场功利化现象也

有所蔓延，个别作品偏离艺术主脉。“魏憨和
张宝元虽已离世多年，但他们生前那种‘潜心
做学问、精心搞创作，踏踏实实、一丝不苟’
的精神，是二位除书画作品外，留给我们更宝
贵的精神财富。”袁世俊说。

据介绍，寿光还将探索成立寿光文艺评论
家协会，在全市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良好氛围，推动艺术回归本色。

魏憨、张宝元书画纪念展举办

□石如宽 报道
10月9日，重阳节，春

雨义工寿光分会义工张靖
云，到寿光市台头镇三座楼
村70岁以上老人家里，为老
人免费理发。

在这次活动中，同去的
义工有30余人。除了为老人
理发外，他们还看望了村中
困难群众。

寿光好人似繁星

9月30日下
午 ， 在 寿 光 市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市 场 监 管 局 窗
口 ， 工 作 人 员
在 为 前 来 的 群
众 说 明 填 写 事
项。

□石宽如 报道
10月4日上午，在寿光现代游园里，两名

小朋友在家长陪伴下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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