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任松高 彭辉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张小寒

在威海市文登区，活跃着一个以“蒲
公英”命名的公益组织，成立短短两年
间，已聚集志愿者800多人，为群众提供
各类公益服务500多场次。

“蒲公英”为文登大地撒下多彩的种
子，文登人也喜欢用“蒲公英模式”来概
括“大爱之城”的建设路径——— 让公益组
织如同蒲公英一样随风传播，落地生根，
在城市中培育“停不了的爱”。

慈善基金激活民间“春水”

作为一个市辖区，文登区拥有4家民
间慈善基金，这在全省也属罕见。

2016年5月份成立的仁济基金会由文登
森鹿制革有限公司独家捐资1亿元原始基
金，是全省首个“亿元非公募基金会”。
43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的南海爱心基金是
威海首支非公募基金，现在基金总额达
9000多万元。东海塑胶有限公司设立的
“东海关爱基金”以贫困学生为主要救助
对象，连续10年每年出资10万元。文登书
画家乔廷泽以每季度出资6000元为额度成
立的乔廷泽爱心基金，拉开了文登个人冠
名慈善基金的序幕。

慈善基金激活了民间慈善的“一池春
水”，民间爱心涌动，政府顺势而为———
“公益慈善，对城市而言是血肉补充，更
是灵魂建设，寄寓着城市未来。打造大爱
文登，归根到底，主力在民间，精神因子

在民间，政府要做的就是为他们搭建好骨
骼，畅通好血脉。”

从慈善基金管理使用办法等公益慈善
制度的建立，到由17个镇级慈善分会、745
个村级慈善工作站组成的区镇村三级慈善
组织结构的建立健全，从“慈心一日
捐”、认捐慈善基金等募捐模式创新，到
整合资金善款、机构组织、平台活动等各
类社会资源的“大慈善”体系的不断完
善，大爱文登能量不断扩容。最能代表民
间慈善的“慈心一日捐”活动，文登已坚
持了13年，善款惠及贫困学生、大病患者
等困难群众14000多人次。

志愿服务点起燎原星火

数字显示，目前文登拥有志愿服务组
织97个，注册志愿者达4 . 8万人，占城区人
口的24%，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是注册
在案的志愿者。

说起志愿服务带来的变化，环山街道
南山社区的一位居民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群众提的小心愿都变成了现实，志愿者
们不玩虚的，太能干！”居民提到的志愿
者是到社区报道的党员志愿者。自2013年
率先启动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活动以来，
到南山社区报到的360多名党员志愿者根
据自身特长开展法律援助、文体娱乐、医
疗保健活动，为居民办好事、实事2600多
件。雷锋车队慰问困难家庭，学生志愿者
客串图书管理员，老干部志愿者协会开展
法制宣传，手拉手公益团队组织“失独”
家庭游玩……不一样的志愿服务主体和服

务形式，一样的温暖与群众点赞。
志愿服务贵在持之以恒，在文登，有

一批坚持十多年的志愿者，在默默无闻地
为社会做着贡献。“社会妈妈”活动发起
16年来，文登已有3万多名爱心人士和80多
个爱心集体主动担负起这一“妈妈的职
责”，捐助钱物总额超过170万元，帮助
1500余名贫孤儿童健康成长。2015年初，
文登启动“志愿服务日”活动，组织来自
区各街道办、开发区和区直部门单位的数
千名志愿者利用周末时间，以单位分包区
域为重点轮流进行环境卫生清扫、交通引
导。自此，周周不落，成为常态。

去年1 2月，文登志愿者联合会的成
立已经把当地9 7个志愿服务织成了网。
文登团区委负责人于正军说：“我们汇
集起全区的志愿者资源，就可以按照
‘按需点菜’思路，通过定期收集发布
群众需求清单和志愿服务事项清单，基
本可以实现供需有效对接，志愿服务效
率稳步提高。”

“好人”群体在传承中壮大

在今年的文登道德模范（文登好
人）、最美家庭、和美村居表彰仪式上，
一个细节让在场很多人动容：头发花白的
环卫工人李玉坤跟随队伍蹒跚登台，随后
郑重地将手中的奖杯交到第十五届文登区
道德模范于继凤手上。这一次，“省道德
模范”、裸捐助人的李玉坤不是领奖者，
而是和9位往届道德模范、“好人”一同
成为新一届好人的颁奖者。

颁奖不用领导，用“好人”，让仪式
有了更多意义：在手与手的碰触中，爱与
责任在传递接力，而后来者也在集体向先
行者致敬献礼。在文登人看来，尊重好
人，再怎样做也不为过。“我们就是要让
好人政治上有荣誉、社会上有威望、生活
上有优待，让‘关爱好人、好人好报’成
为明确的价值导向。”文登区相关负责人
说。

让向上向善的种子萌发生长，文登从
“文登学”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从传承弘
扬机制建设中寻求动力，用修身爱己、孝老
爱家、宽厚爱人、敬业爱岗、赤诚爱国的“五
爱”精神来引领方向，一批批模范、好人成
为倡树文明新风的带头人。

“德不孤，必有邻”。在省道德模
范、我省首个两次捐髓者电吕明玉的感染
带动下，我省第二例两次捐髓者、教师王
慧胜也出在文登，环山办居民杜燕君、气
象局员工杨毅等紧随其后，涌现出一个又
一个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文登电业公司成
立了200多人的“吕明玉党员服务队”，
开展公益服务。在山东好人、出租车司机
于永清的事迹感召下，2012年“雷锋爱心
车队”在文登成立，目前已累计为弱势群
体提供免费接送服务1100余次、行程9万多
公里，成为文登一张靓丽的流动名片。在
李玉坤感染下，文登步行街的很多商户加
入爱心队伍，由她资助的学生毕业后也纷
纷接过“爱心接力棒”。目前，文登涌现
出各级道德模范176人，各级好人161名，
出一个带一串的“文登好人”成为文登城
市文化水源的重要涵养。

一个区拥有4家民间慈善基金，一个好人带起一群好人———

公益“蒲公英” 大爱洒文登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潘少丽 报道
本报蓬莱讯 记者近日获悉，蓬莱市今年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加

大扶贫力度，将土地治理项目财政资金的53%用于支持贫困村建设，
远远超过省规定土地治理项目财政资金用于省确定的各地贫困村高
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比例40%的标准，发挥了扶贫攻坚的主力军作用。

今年以来，蓬莱以40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和10个烟台市扶贫工
作重点村为重点，累计投入693万元的土地治理项目资金用于该市潮
水镇六十堡村、费县西村，南王街道杏吕村，刘家沟镇接夼段家村、范
家村，大辛店镇院后村等6个村庄的土地治理及其他基础配套设施建
设，土地治理面积5100多亩。项目建成后，帮扶村的农业生产条件均
明显得到改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显著增强，农户从中受益。

蓬莱53%土地治理项目金

支持贫困村建设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王鲁兵 王萌 报道
本报昌邑讯 “前期，市里为我们办理了大用户直供电事宜，

每度电节省5分钱，我们作为用电大户，一年可节省电费1900万
元。”12月13日，昌邑市石化有限公司计量中心副主任张军伟对记
者说。据悉，昌邑市目前已办理大用户直供电的企业有5家，一年
可节约电费3310万元，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

今年以来，昌邑市把减轻企业负担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扎实开展降低企业成本专项行动，通
过为企业松绑减负，为创业创新清障搭台，助力企业轻装前行。今
年1至10月份，累计降低企业税费负担9000多万元，加上其他项
目，共为企业降低成本3亿多元。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朱雨桐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在济宁市太白湖新区与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联合举办的电商培训班中接受培训后，田玉秀做好了母婴产品销售
的创业规划，“培训不仅教会了我们美工、客服等专业知识，还将
给予后续的技术指导。”

本次培训本着“无门槛、无费用、全方位”理念，采用理论学
习、咨询辅导和后续扶持三段式培训模式。理论学习之后开展上机
实践，增强培训效果。与此同时，太白湖新区还将加强与定点培训
机构协议化管理，规范定点培训机构服务行为，保障新区职业技能
培训质量，加大培训班频次，提高新区职业技能培训效率。

昌邑为企业
降低成本3亿元

太白湖新区联手

职业学院培训电商队伍
□记者 刘磊 马景阳
通讯员 李娟 报道
本报淄博讯 “集中优质的企业，大

家拧成一股绳，有竞争也有合作，其实就
相当于一次资源再整合，虽然充满挑战，
但我们信心十足。”12月12日，山东贝博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昱辰说，
公司搬入新材料交易中心不足两个月，就
已经签下超过7000万元的招商项目合同，

“引资入淄，促成好项目落地，其实是我们

引资企业、项目方及当地政府三方共赢。”
作为唯一一个由淄博市政府批准成立

的新材料交易中心，该中心招商工作于
2015年10月份全面启动，目前签订协议企
业共计93家，办理入驻手续的共计81家，
入驻率达到87%，解决就业1500余人。

“通过吸引新材料交易企业入驻经营
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的专业商务楼宇，建设
一处集中的现代化大型新材料交易中心，
有助于各类相关企业安全有序、健康繁荣

地发展，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将十分明显。”
张店区马尚镇镇长介绍，预计到2017年底，
新材料交易中心业务收入将达到20亿，形
成税收4000万元左右，解决就业2000余人。

今年以来，张店区强化定向招商，结
合楼宇的功能定位组织开展点对点专业化
精准招商，着力引进大公司、大企业的区
域性总部，以及金融保险、资本运作、信
息咨询、商务中介、技术研发等各类现代
服务企业，努力打造产业聚集度高、特色

鲜明的楼宇经济。
马尚镇位于淄博新城区开发建设的前

沿，结合区域实际，制定出“更大力度突
破开放经济水平工作方案”。年内，该镇
建成环齐商务楼、商会大厦、创业大厦等
共计20余万平方米的商务楼宇，新引进过
亿元项目4个。前三季度，张店区服务业
增加值完成420 . 16亿元，同比增长7 . 87%，
占GDP比重达到58 . 62%，较去年同期提高
1 . 7%。

张店：借势楼宇经济精准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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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首家地震科普馆

落户门楼中心小学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周波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为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防震减灾意识，烟台

市福山区财政投入50万元，兴建了门楼中心小学地震科普馆，以科
普展览形式，从科学角度阐释地震的相关知识与逃生方法，普及科
学防震知识。

门楼中心小学地震科普馆，是烟台市第一家集防震减灾知识和
地震体验为一体的专业科普场馆。馆内设有两个展区，有地震教育
平台、地震灾害小屋，通过地震演示，向参观者展示地震的巨大破
坏力和因此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让参观者用视觉感受地震，用体验
的方式了解地震，用科学的态度认识地震，以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
承受能力和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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