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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李 辉 刘国威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现在办场喜事真是简单多了，订婚加
婚礼，总共用了两天时间，儿媳妇就进家
了！”在宁阳县蒋集镇赵庄村，前不久刚为
儿子操办完婚事的孙守信，聊起喜事新办、
丧事简办，连连说，“还是这样好！”

孙守信告诉记者，儿子订婚时，没有照
相、换帖等仪式，结婚时也没有“看九天”
“叫对月”“闹洞房”等习俗，6辆婚车、4
桌婚宴，婚礼简单却不失礼节。“省下的钱
孝敬父母，用来过日子，挺好！”儿子孙朋

朋说。
赵庄村有350户1208人，党员40名。从上

世纪90年代，赵庄人就推行“喜事不添箱，
丧事不发丧”的“新规”，而今已内化为本
村的一种“习俗”。

说起这种习俗的由来，人们都会提到一
个人——— 老赤脚医生孙守申。1991年其母去
世，他将老人遗体火化后就直接下葬。“孙
守申是行医世家，在我们村很有威望，家庭
条件也不错，但那时人家就简办丧事，为全
村推行移风易俗开了个好头。”村党支部书
记孙本举说。

据孙本举回忆，原先村里办丧事，不仅
是披麻戴孝，吹吹打打，程序繁多，而且吃

喝盛行，花费巨大，“一场丧事下来，半年
收入全搭进去。”自从孙守申为母亲简办丧事
开始，村干部抓住这一典型，广泛宣传引导，
百姓有了参照的例子，也逐步认可了这一做
法，“那时候大家常说，孙医生办丧事这么
简单都不觉得丢面子，咱还担心啥！”

多年来，赵庄村两委班子虽经更换，但
新事新办、厚养薄葬的路子从未改换。“我
们村的移风易俗做得这么好，还在于党员干
部以身作则，始终为村民做好榜样，带好
头。”村干部张凤英介绍，原村党支部书记
张绪亮的父亲去世后，其兄弟四人，家族又
大，完全有条件大办一番，但他硬是顶住亲
朋好友的劝说，坚持简办，只是直系三代亲

属祭拜了老人。
不仅如此，适应发展新形势需要，赵庄

村还加强了红白理事会的规范管理，由村党
支部书记担任组长，吸纳政治觉悟高、办事
公道、德高望重的村民为成员，增强组织执
行力。同时，修改完善村规民约，制订理事
会章程，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走上了制度化、
规范化轨道。

目前，该村办喜事费用一般在4000元左
右，办丧事费用在2000元左右，开展移风易
俗25年来，农民因此减负已达数百万元。
“红白公事简办，重在制度，贵在坚持。好
事办到百姓心坎上，文明新风自然来。”孙
本举说。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沈红叶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更好地满足企业对技术人才

的需求，拓宽全市引才渠道，泰安市人社局组织
开展了“校企直通车”组团走进东北高校招聘活
动。招聘活动设沈阳、长春、哈尔滨3站，泰开
集团（含10家子公司）、泰山玻纤、航天特车等
泰安市大型企业在东北地区高校进行招聘宣讲。

本次活动参会企业招聘需求704人（其中泰
开近600人），在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等6所高校（985高校30所，211高校1
所）举办招聘会7场，收到应聘简历1365份。经
初步筛选，664人进入面试，达成就业意向184
人，其中本科86人、研究生97人、博士1人。

本次招聘活动是泰安市人社局首次组织泰安
企业“组团”进入全国高校招聘，吸引了大量同城
高校学生前来参加，研究生群体就业意向相对更
强，毕业生来泰就业意愿较强。东北地区高校由于
历史地理等因素，山东生源比重较大，全国省份排
名第二，本市企业更容易吸引人才回家乡发展。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徐宗忠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泰安市公安机关自去年11月部

署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以来，共破获电信网络新型犯罪案件142起，打
掉团伙24个，捣毁窝点2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07名，为群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90余万元。

电信网络诈骗猖獗，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为此，泰安市公安局加大网络诈骗
打击力度。截至目前，打击处理“黑广播”违法犯罪
人员18名，打掉窝点13个，缴获“黑广播”设备130
余套；打击处理“伪基站”违法犯罪人员17人，破获
案件15起，查扣“伪基站”成品设备50余台。

□记者 姜斌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0月21日，记者从泰安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近期，泰安市政府办公室
印发《泰安市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提
出到2017年，全市社会物流总额完成1 . 21万亿
元，年均递增8 . 5%；物流业增加值完成250亿
元，年均递增7 . 8%，占GDP的比重达到6 . 5%以
上，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16%。

推动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积极挖掘培
育特色物流产业。在煤炭产业方面，泰安市将引
导相关企业加快推进清洁煤炭产业链物流中心建
设，大力实施洁净煤炭加工、洁净煤仓储、煤粉
制备、煤粉储运及技术服务关键环节改造提升项
目。医药及医疗设备产业方面，泰安市将整合医
药物流企业集群，高标准建设医药物流配送功能
区，进一步优化医药物流资源配置，引领医药流
通物流业集聚发展，形成全国区域性医药商贸物
流集聚区。在特色农业方面，泰安市将积极推进
肥城物流园区建设，构建优质农产品商贸物流体
系。充分发挥产业发展优势，以品牌建设为龙
头，以有机蔬菜和名优林果资源商贸物流为核心
业务，延伸发展农业产业链，做精有机蔬菜和林
果名优品牌，继续扩大“泰安有机蔬菜”、肥桃
等名优林果的品牌效应，形成具有特色竞争优势
的绿色农林产品流通中心、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
区和农业产业链延伸发展示范区。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郑 莉
本报通讯员 付 刚 毛 洁

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

今年58岁的泰山区泰前街道黄山头村村民
刘居英，7年前患脊髓肿瘤压迫神经，导致下肢
瘫痪，卧病在床。近日，记者来到她的家中，看到
了残疾人无障碍设施给她生活带来的便利。

当丈夫按响家门口的门铃后，卧床的刘居
英通过放在窗台的显示屏看到丈夫张先生的画
面，就用遥控器打开了家门。张先生进到家
中，操作手摇式病床的把手，将刘居英上半身
抬高。随后，刘居英用遥控器打开遥控窗帘，
望向窗外。

今年4月，泰山区残联工作人员通过前期
入户调研，为她量身定做了改造计划。现在，
她家里不仅有可视门铃能够清楚地看到来访人
员，电灯、窗帘、大门等都能由遥控装置控
制。此外，还为她安装了臂力锻炼器等健身装
置加大上肢力量的训练力度。

刘居英生活的改善，得益于近年来泰山区
通过对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关心弱势
群体，打造体现人文关怀的“民生工程”。工程实
施以来，泰山区一直坚持“改造一户，方便一家，
影响一片，震撼一村”的原则，每年区财政列支
30万元，专项投入，全面进行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工程，努力满足各类残疾人的需求。

为了全面开展无障碍改造，泰山区出台完

善了一系列无障碍改造保障政策，并把残疾人
无障碍设施改造纳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全国
卫生城市创建的主要内容，在全区实施了大规
模的无障碍建设改造，着力推进了无障碍设施
从大街小巷、公共场所向居住社区延伸，为残
疾市民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从而
使大街小巷、公共场所、居住社区和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设施改造融为一体，为广大残疾人提
供了良好的出行、居住环境。

同时，发展“个性化”的改造模式。针对
不同类别的残疾人家庭，实行“一户一档”
“一户一方案”的改造模式，让残疾人及其家
属根据需要自己“点菜”，制订“量体裁衣”
式的改造方案。截至目前，共为420户残疾人
家庭提供了“点菜式”服务，投入资金165万余
元，其中室内扶手720余件、室外扶手5000余米、
各类卫浴用品设施576余件；多功能电子盲杖
1000副；聋人闪光门铃587个；地面硬化、坡道
改造2604平方米；厨具及其他用品100余台套。

做好配套服务

如今，为了让更多的残疾人能享受到康复

训练，泰山区不仅入户安装残疾人无障碍设
施，还先后在花园社区、后七社区等20多个特
色社区、村，新建了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站、
服务中心，配备了康复器材1000余件，使残疾
人康复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有机结合。

各社区、村也积极做好配套服务工作，最
大程度地便利残疾人康复训练。在泰山区岱庙
街道花园社区康复中心，一台电动爬楼梯轮椅
机吸引了记者的眼球。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当残疾人乘坐这部“爬楼机”后，可由一
人帮扶自动上下楼梯，十分方便。

此外，泰山区还联系泰城各大医院的康复
专家，组建了“泰山区残疾人医疗康复专家
团”，每月一次进社区、进家庭为残疾人提供
康复服务。由专家经过会诊，确定残疾人需适
配的辅助器具，利用专业化的手段，采取“个
性化”适配，充分发挥辅助器具适配的最大功
效，从而使残疾人居家无障碍环境更加优化。

实现无障碍建设全覆盖

无障碍改造给泰山区省庄镇宋疃村村民郭
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他因为身患强直性

脊柱炎，行动不便，泰山区残联工作人员把他
家大门前的台阶换成斜坡，并安装了护栏，同
时，在浴室里安装了扶手和浴凳，方便了他的
生活。

为了全面改善残疾人生活环境，泰山区整
合资源，努力形成工作合力。泰山区建设局对
农村残疾人家庭进行“旱厕改造”，改造后由
泰山区残联逐户加装扶手，安装坐便器。泰山
区人社局、农业局、畜牧局等每年也组织残疾
人进行职业技能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实现创
业就业“直通车”。

此外，还开展活动，促进信息旅游无障
碍。泰山区聋人协会组织举办了“‘看世界’
自助游”旅游活动，让平时因沟通不便很少出
门游览观光的聋人朋友，通过手语和文字了解
更多的精彩。在盲人中开展了泰山盲人“看电
影”活动，设立定点影院，让盲人免费看电
影。每个影院都建立了无障碍设施，配备了志
愿者和讲解员，为盲人讲解电影，解决了残疾
人（特别是盲人）“看”不成电影的难题。开
展了泰山盲人读书沙龙活动。建立了盲人阅览
室，配备了盲文书、听书机、阅读机、盲人专
用电脑，为盲人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场所。

□ 本 报 记 者 曹儒峰
见 习 记 者 柏 丽
本报通讯员 贾 勇

一卡多用，购物优惠

“之前买胡姬花花生油是129元，现在凭
惠民卡109元就能买，省了20元呢。”9月26
日，在东平县接山镇驻地的四合商城，接山镇
满村村民赵崇章高兴地说。

东平县供销社的社属企业四合商城，依托
在县城、乡镇的3处大型超市和即将营业的2处
移民社区服务中心，为全县建档立卡的每名贫
困户发放1张实名平价优惠卡（即惠民卡），
本人凭此卡和身份证在四合商城网点购买商品
一律享受进价优惠。

东平县供销社发放的“惠民卡”不但在超
市购买商品时享受进价优惠，而且在农资产
品、农资服务上同样享受优惠，真正做到“一
卡多用”。

贫困户通过东平县供销合作社发放的“惠
民卡”，在东平供销农业服务公司的6处为农
服务中心享受智能配肥、农机服务、飞防统治
等方面低于市场价10%—20%优惠。

“120元一袋的化肥，通过‘惠民卡’购
买，可以优惠20%，平均每亩地每年为贫困户

减少40元投入。”东平县接山镇供销农业服务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成建说。

记者了解到，超市的粮油利润在8%到
10%，化肥的利润也不会高于15%，四合商城、
供销农业服务公司可以说在惠民卡上做的是
“赔钱买卖”。

但王成建他们认为，供销社的社属企业在
扶贫攻坚上应当为百姓作些贡献。同时，通过
百姓的口口相传，可以提高企业自身形象，
“反过来可以促进我们的发展”。

分类帮扶，精准扶贫

走进东平县产业扶贫试点的东平浒源农产
品有限公司，记者见到老湖镇后埠子村村民赵
庆伦正在签订“项目扶贫（入社）议定书”。
“这位村民患有重疾，腿脚活动也不方便，按
照我们的规定，可以直接办理入社，无需任何
投入，年底即可领取分红。”东平浒源农产品

公司扶贫项目负责人侯庆环向记者介绍。
贫困户也有不同划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东平浒源农产品公司就会与其签订“销售
扶贫协议”，向其免费提供300只鸭苗，以高
于市场价每斤0 . 5元的价格回收鸭蛋。对没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则直接签订“项目扶贫
（入社）议定书”，向其提供养鸭基金，由合
作社代养，收入分成。

近年来，东平县供销社围绕丰富的湖资源
做好文章，采取“合作社+社有企业+连锁网
点”模式，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融合项目，带动
库区移民脱贫。麻鸭蛋加工项目是东平县供销
合作社重点发展的产业融合项目，通过合作社
的标准化养殖，农产品公司的精细化加工，系
统经营网点的连锁化销售，实现了“接二连
三”融合发展。

“东平浒源农产品有限公司通过扶持专业
养殖户，吸纳贫困人口就业、入股分红、技术
扶贫等措施，2016年实现贫困户脱贫320人，

2017年脱贫130人，2018年脱贫60人。”东平县
供销社副主任高杨说。

探索特色扶贫路

老湖镇瑞青玫瑰合作社常年雇用周边村贫
困人员20余名，人均月收入1500元，并且在玫
瑰采摘季吸纳周边5个村300余人计量采摘，人
均可增收1800元左右。

东平供销农业服务公司在建成的6个乡镇
为农服务中心专门设置1—2个贫困户岗位，就
近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就业。

通过依托为农服务中心建立培训基地，与
驻泰科研院所建立教学基地，邀请农业部门专
家现场指导，安排农民示范社负责人现身示范
等，以贫困户需求为导向，采取灵活的开放培
训和现场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构建起多元化的
精准技能培训扶贫体系。今年以来，东平县供
销社联合县农广校、就业办、人社局技校，专
门针对库区移民创业就业，举办了农技、养
殖、烹饪、家政等技能培训20余期，培训库区
贫困人口1500余人。

精准扶贫工作是系统工程，责任重大。供
销社扎根三农，点多面广，优势明显。东平县
供销社结合实际，坚持“依靠当地、添柴加
力、尽我所能、展我风采”的原则，发挥优
势，积极探索具有供销社特色的扶贫路子，努
力实现了党委政府用得上、服务农民品牌更响
亮和农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的多方共赢目的。

□李国杨 报道
国学经典是祖国传统文化瑰宝，

诵读国学经典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学素
养和道德品质，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
也让很多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望而却
步”。

近日，宁阳县蒋集镇添福明德小
学开展了“花样诵国学”活动，将国
学背诵融入“拍拍手、跳皮筋、编花
篮”等小游戏之中，让学生边玩边
学，深受学生喜爱。

□通讯员 巩固 黄兴龙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

究院落实“科技立局”“技术立院”战略取得重大进
展，省科技厅、省财政厅下发文件，科技部《山东省
非常规能源勘查技术创新平台》由勘察院承担。

该平台是以开展非常规油气资源评价、勘查
技术方法创新应用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科研机构。
现有技术人员141人，其中高级工程师67人，中
级以上职称技术人员46人。拥有顶驱ZJ50钻机、
法国428XL全频数字地震仪等设备300余台套，下
设物探技术、测试化验、钻井技术、录井技术、
资源评价、基础地质等7个研究室。

平台实行产学研结合运行机制。以国家能源
需求为导向，以企事业单位需要为基础，面向生
产，着眼应用，立足解决我国非常规能源勘查评
价中的实际问题。通过对传统勘查手段优化、系
统集成，促进产、学、研多种形式结合。建有完
善的运行管理体系，主要以开展非常规能源资源
勘查、区块评价、资源规划、信息系统研发等有
偿服务；积极申报和承担国家、省市科研课题和
地勘基金项目；积极参与非常规油气勘查开发向
海洋进军、国家“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
等，实现自我经营和自我发展。

山东省非常规能源勘查技术创新平台落户勘
察院，是勘察院在科研平台建设的又一重大突
破，将大大提升勘察总院在全局技术人才孵化器
作用，有力推动全局在非常规能源勘查方面的技
术进步和能力提升。

平台将依托与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石油大
学等10余家单位建有长期良好合作关系，通过产
学研结合，在3—5年时间，将培养行业技术专家10
名，科研成果转化20项，将平台打造成为全国非常
规能源勘查技术辐射中心、山东省非常规勘查技
术和管理人才最高交流平台，推动我国非能源勘
查技术快速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快速高效转化。

强化残疾人无障碍环境和生活环境改造

泰山区叫响“民心品牌”

发挥独特优势 助力易地扶贫

东平：供销合作社成扶贫生力军

宁阳县赵庄村喜事新办、丧事简办

移风易俗25载 村民减负数百万

◆近年来，泰山区以“消除障碍、融入

社会、平等参与、共享小康”为着力点，以

解决残疾人“托底服务”和“扶贫开发”为

抓手，不仅把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列

为全区“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还创新工

作，打造品牌，强化残疾人无障碍环境和生

活环境改造。

今年，泰山区被评为“全国残疾人工作先

进单位”“全国残疾人预防工作示范县市区”。

泰山国际登山节期间，中国残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吕世明参观泰山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建设现场后评价说：“泰山区可作为全国的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建设示范点推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曾在繁荣农业农村、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作出
重大贡献的供销合作社，随着计划经济的退出，已逐渐远离了人们关注的视野。

然而，东平县供销合作社却在改革中风生水起，大放异彩。东平县是全省第一、全国第二
湖区移民县，是泰安唯一的省级重点贫困县，易地扶贫搬迁涉及6个乡镇，搬迁人口15762人。
针对这一最大民生工程，东平县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系统独特优势，认领帮扶贫困户502户
1312人，走出了一条具有供销社特色的扶贫路。目前，东平县供销合作社已成为该县脱贫攻坚
战中一支生力军，正带领贫困群众奔向小康路。

泰安出台物流产业

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省非常规能源勘查技术

创新平台落户泰安

一年破获电信网络

新型犯罪案件142起

企业“组团”

走进东北高校

“花样”

诵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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