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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汉”轶事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贫困户脱贫是张永堂(左)的一件心事，他一有时间就去贫苦户家走访。

□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2日，济宁市2016年度“万名代表评

机关”“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由市委市
直机关工委牵头负责的2016年度“双评”活动正式拉开帷
幕。2016年度“双评”活动评议范围为参加全市年度科学发
展综合考核的市直部门和中央、省驻济有关单位以及与群
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单位6大类别146个。

“双评”活动全面启动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市发出首张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获得许可的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澳籍华裔
专家刘子震成为领取新证的第一人。

济宁发出

首张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王浩奇

实 习 生 姜 镛

“张老汉”的每一天是从鸡叫开始的。
11月30日清晨6点多，鸡叫第三遍的时

候，泗水县圣水峪镇南仲都村一个农家小院
的柴门吱扭一声开了，“张老汉”背着手出
了门，打算像往常一样先在村里转一圈。没
走几步，便瞧见一个背影坐在他门前的台阶
上。

背影是几个月前阻碍修路的“钉子户”
张来顺（化名），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认
错，请求村里将他门前空着的路面给补上。
“张老汉”手一扬说：“当初大伙儿磨破了
嘴皮子你犟着不让修，现在又天天哭着叫着
让我给你修，我哪儿有那本事？等二期工程
时再说吧！”

这位“霸气”的“张老汉”名字叫张永
堂，是省建行派驻泗水县南仲都村的第一书
记，他今年57岁，是全省603位省派第一书记
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进村后自称“张老
汉”。在村党支部书记姚洪远眼里，“张老
汉”不光有城里干部的一套，还有治理村子
的土办法，做起事来，起初令人捉摸不透，
结果总让人拍手称叹。

“来福石”与“风水墙”

“这石头名叫‘来福石’，不仅能给我
家带来福气，咱村的福气都指望它呢！不能
砸！砸了它就是砸了咱村的福气！”今年6月，
南仲都村建美丽乡村修路，修了没多远就遇
到了问题。来顺家门前的大石头挡住了进程。

眼看着一块石头将要误了整个工程的进
度，村干部个个急得脑门儿上冒汗，轮番到
来顺家劝说，对方也不松口。

几次三番下来，有村干部气得要强行清
除，结果被“张老汉”挡了回去。又几个回
合下来，来顺吐了口：“砸石头可以，不能
白砸，给两万块钱。”听了这话，村干部气
得脸通红却一点辙儿没有，骂骂咧咧地又去
跟“张老汉”报告。

“老百姓不愿意的事咱不干，空着
吧！”“张老汉”点了一支“白将”，等烟圈飘
了一会儿才说话。村干部都难以理解，他说，
“这叫以退为进，时间长了群众就会理解我
们的工作。”于是，6米宽的柏油路修到来
顺家门前，硬是捋着石头让出了一米五。

似乎老天爷看着这个缺口也不顺眼，那
几天一连下了好几场雨。修好的路面高，雨
水顺着空着的路面流到了来顺家门前的土路
上，每天进出门都踩得两脚是泥。路是上山
的干道，村民们也都觉着不顺眼，怨声不断
传到来顺耳朵里。

“石头我自己砸，你们把路给补上总行
了吧。”没多久，来顺终于受不了了，多次
往村委会跑，宁愿自己出钱也要把空缺给补
上。姚洪远心想：这城里来的“张老汉”还
真有两下子。

“张老汉”告诉记者，这块“路疤”暂
且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路面硬化还有二期工
程，来顺只要同意砸石头，他们的工作就达
到了目的。

“这院墙连着风水呢，要想挪得拿1万5
千块钱！”路修到村口，陈双喜（化名）也
是油盐不进。3米半的路让双喜家的院墙挡
住了半米，村里挪墙，双喜死活不同意。

“张永堂”心想，这回不能强拆，也不
能像对“来福石”一样不管不问——— “来福
石”不砸，路还能凑合着走，墙不挪就挡住了
进村的路。如何既不用花钱又不惹乱子呢？

他想了想，召集被挡的十几户人家到村
里开会，说清了利害关系，并征求解决办
法。十几户户主个个义愤填膺，会没开完就
纷纷要去找双喜说理。“也没说不拆，就是当
时没想好。”双喜受不了来自邻居的压力，第
二天就主动要求村里挪了墙，没要一分钱。

能“推磨”就能要来钱

“县里的才是市级标准，俺村的幼儿园
建成后那可是省级标准！”姚洪远说，“张
老汉”处理村里的事有土办法，申请项目资
金更是有一套。起初，为修建幼儿园，“张
老汉”答应去申请二三十万元资金。

“我叫张永堂，是省建行派驻泗水县南
仲都村第一书记，向您汇报汇报我们村的工
作……”来到省直有关部门，“张老汉”自
报家门。

“需要100万元吧。”他说了个数。该
部门处长一震，缓了一会儿说，1 0 0万太
多，一个幼儿园最多50万元！

“50万就50万！”
“张老汉”满载而归。没想到，逢市长

到村里视察，看了幼儿园后又提出了新的要

求——— 要迁建一个标准化幼儿园，能不能再
跑跑资金的事？

二来省直部门，“张老汉”还是先点着
了烟。隔着烟雾冲着处长笑：“现在的幼儿
园是村委办公室改的，属于危房，我们想新
盖一处幼儿园。这回100万不够了！”

“你想盖什么样的幼儿园1 0 0万都不
够？”烟味显然呛到了处长。

“张老汉”掐灭了烟，掰着手指头倒苦
水——— 同样都是孩子，城里幼儿园又是爬梯
又是蹦蹦床的，村里娃呢？拿着板凳当木
马，差距忒大了。“在村里建个省级标准化
幼儿园，也算你们教育扶贫的典型……”见
处长要动心，他趁着热乎劲掏出了提前做好
的预算：“400万元。”

“不能砍掉几个班吗？”处长挺为难。
“我们那个片区有7个村，按25人一个

班，一年需要20万元。况且二胎放开后孩子
越来越多，咱得考虑长远不是……”“张老
汉”又一通演讲，见处长为难就先回了村。

“那我帮你出个主意。”三来省直部
门，处长说，“现在国家有个校车大改小的
项目资金……你让县局来申请吧。”最后，
“张老汉”三顾省直部门，为建设标准化幼
儿园筹到了370万元的项目资金。

一年多来，“张老汉”先后走访了十几
个省直部门和市、县相关部门，为村里落实
各类扶贫资金2700多万元。

“张老汉”和市长有个约定

为帮扶贫困学生，“张老汉”将南仲都

和西仲都两个村共36名贫困学生的信息发在
了自己微信朋友圈里，并组建“济南爱心人
士群”。在他的牵线搭桥下，31名张永堂原
来的客户、同学、朋友等纷纷加入进来，并
认领贫困学生，和贫困家庭结成帮扶对子。
爱心人士们已3次来村里资助帮扶，并多次
将孩子接到省城过周末。

为了帮助村里脱贫，“张老汉”带领村
民在山坡上建起了8个火龙果大棚和36个草
莓大棚，同时联合西仲都村建设肉牛养殖
场，以贫困户入股方式，委托合作社经营，
贫困户每年可分红2000元，打工收入也将超
过4000元。

去年8月，“张老汉”通过山东台湾商
会，促成统一银座、大润发等大型超市和村
里合作，目前南仲都和西仲都两村果品已进
入以上超市。他还将山货搬上了互联网，并
帮助南仲都村开设了“儒善贫困村农产品直
销网点”，并注册“儒善”商标，在济南金
邸山庄设立了实体店，实现线上线下结合。

“张老汉”总有干不完的活。牵头成立
南仲都村、西仲都村和龙湾套村扶贫领导小
组，为村里乡村游找到管家，让孩子们搬进
新幼儿园……快60的人了，他每天铆足了劲
为村里谋福利。这，都是为了一个约定。

原来，南仲都村还是济宁市市长傅明先
的驻村联户联系点，市长每次来驻村，两人
都会深聊很久。他们约好：“第一，美丽乡村
也好，旅游扶贫也好，咱一定要干老百姓愿意
干的事。第二，干就要干好，不能干个半拉子
不干了，留下骂名。第三，不管干好干歹，
咱走的时候不能给村里留下一分钱债务。”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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