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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吕光社 王浩奇

董良是汶上县的一名公车司机，从2000
年开始上班，两头算着他已经开了整整17年
的公车。原来作息无常，必须靠闹钟提醒自
己。2016年7月1日公车改革后，公车只能办公
事，没有了公车私用，出车任务大大减少，他
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下子轻松了下来，变成了

“朝九晚五”的上班一族，手机上设定的闹钟
也被他取消了。

车改后，汶上县建立了公务用车服务平
台，下设定向化和市场化两个用车平台，定向
化用车平台主要用于保障未保留机要通信和
应急用车参改单位的用车需要；而市场化用
车平台则坚持服务至上，以多种计价方式保

本微利，同时提高服务标准，兼顾时间和里
程，满足不同的公务出行用车需要。

县里为降低平台运行成本，通过借调、招
聘的方式组建了23人的公车司机队伍，今年
38岁、经验丰富的董良被分到了县公车服务
平台定向化用车平台，并被选为车队队长。

“最大的感受就是比原来轻松了、规律
了，像个正儿八经的‘上班族’。”董良告诉记
者，公车改革以后，公车服务平台上的33辆公
车都安装了GPS定位系统，并贴上了“汶上公
务”的标牌。公车一旦上路就会受到平台和社
会的双重监督，有效避免了公车私用的现象。
从平台上叫车的单位，尤其是从定向化用车
平台上叫车的单位，一般情况下都能在正常
的时间点回归平台，他们也能按时上下班。

董良说，只有在用车事务符合市里公车
改革规定的9条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出车，现在
除了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外，晚上基本上没
有用车。市场化平台方面则24小时有人轮流
值班。现在公务员都有了“车”补，使得“私车
公用”也有了补偿，这也是他们工作轻松的一
个原因。
“早上8点半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这样生

活很好。”董良说，他有一双正在读书的儿女，
家里还有需要照顾的老人，作息时间规律了，
他也有更多时间陪家人了。可在公车改革以
前，他必须在早上8点以前赶到单位，经常晚
上10点回不了家。
“现在工作量也少了不少，原来平均每天跑

100多公里，现在也就是四五十公里。”工作轻

松了，减掉了不符合规定的用车任务，但和以
前相比，董良的工资待遇并没有因此而降低。

“非但如此，工资还比从前增加了140元，算上
就餐补助什么的，每个月能领到3000多元。”

董良说，公务用车服务平台实行保本服
务，本着保障公务用车和提供市场化服务的
原则进行运营。平台共有33辆车，23名驾驶
员，每天出车40多次，已累计为全县近90家单
位提供公车服务。

此外，在董良看来，车改使得有限的公车
资源利用率更高了。他粗略算了一下，现在，
县里用每月不到10万元的费用满足了全县90
多个单位的用车需求。放到全年来看，用120
万元的费用办了原来1000万元才能干的事。

董师傅变为朝九晚五上班族
车改避免了公车私用现象，出车减少，司机工作变轻松

□记者 吕光社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发

布关于《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 ( 2014-2030
年)》（以下简称《规划》）的批复，原则
同意济宁关于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的定位和
建设规划。未来，济宁将在加强城乡区域统
筹、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控制城市规模、推
进都市区建设，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文化传承型城市等方面持续发力，逐步
建成经济繁荣、和谐宜居、生态良好、富有
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

城市发展的框架是否合理，关系到区域
功能的呈现和城市的延展性。济宁将在重点
发展中心城区的基础上，加快与曲阜、邹
城、嘉祥的一体化发展，推动济宁都市区构
建，增强在西部经济隆起带、鲁南城镇带上
的区域辐射带动作用。而城市交通体系作为
密切城市间联系的“血管”，公路、铁路、
水运、空运等都将得到全面加持，为其它基
础设施的跟进创造条件。

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乡区域统筹的强化会
大幅增加城市人口数量，这也对人居环境和生

态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规划》，到
2030年，济宁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将被控
制在350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385平
方公里以内。在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原则的基础
上，禁止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之外
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同时，结合全国
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的要求，加快资源型城
市转型发展，做好采煤塌陷地治理，统筹协调
城市规划建设与煤炭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的关
系。做好节能减排工作，淘汰落后产能，严格
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积极发展绿色建筑。

济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住宝贵的文
化“经络”和风貌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应有之
意。批复要求济宁要按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和紫线管理规定，严格实施济宁、曲阜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积极推进邹城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和济宁市域历史文化街区的编制
报批，推进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
区规划建设。做好主城区整体设计，保护好城
市天际线和景观视廊，加强对建筑高度、体量
和样式的规划引导和控制，延续城市文脉，塑
造“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的特色。

《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年）》获省政府批复

济宁将建淮海经济区“新一极”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路笃书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市慈善总会正式开展“情暖

万家”慈善救助活动，全市计划列支善款1042 . 2万元，救
助约2 . 5万户城乡困难群众。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精准扶贫送真情，慈善救助暖人
心”为主题，重点救助全市精准扶贫家庭。

济宁开展

“情暖万家”慈善救助活动

广告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张沈 报道
本报邹城讯 1月6日，“山东邹城（北京）PPP项目

首次推介会暨招商引资重点产业项目签约仪式”在北京举
行。这次签约仪式是2017年邹城市举办的第一次PPP项目
和招商引资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共有400余家全国各地
知名企业集团参加，推介的19个PPP项目包、21个产业项
目，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具有成长性好、带动力强、回报
率高的特点。共有12个重点产业项目成功签约，总投资额
47 . 32亿元。

邹城12个重点产业项目

在京签约

□吕光社 王浩奇 宫修勇

随着国家全面放开两孩，计划生育工作的
重点由控制人口总量转移到治理出生人口性别
比、改善出生人口性别结构。打击非医学需要
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
工终止妊娠“两非”行动，又是治理出生人口
性别比等工作的重点，这不仅能促进出生人口
性别比走向平衡，改善人口结构，在维护人口
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梁山县创新实行联合办案机制打
击“两非”，执法队伍由政法委牵头，抽调法
院、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联合执法。同时，当
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专项执法监督，加
强联合执法和区域合作，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

治理成效显著，2016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较上年
下降5%。

“你说是我发的名片，你有证据吗？”
2 0 1 6年夏天，在一处打击“两非”的办案现
场，面对梁山县卫计局工作人员的质问，涉案
人员却口辞强硬。卫计局调查队长虽然明知对
方将名片塞进了口袋里，却因为没有搜查证，
无权对其进行搜查。

“让我来！”此时，一同前往的公安局联
合办案人员亮出了搜查证。面对搜查出来的证
据，涉案人员不得不低头就范。在联合执法队
伍轮番审讯和确凿的证据下，犯罪嫌疑人对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公安有执法权，法院有审讯经验，食药
监有技术优势……联合办案机制让‘两非’
犯罪活动无处遁形。”梁山县卫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梁山县及时充实调整了
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和全
县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
政法委牵头，抽调法院、公安、食药监督、
工商、卫生计生等部门1 4名同志成立了打击
“两非”专项行动办公室，县政法委常务副

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抽调的人员与原单位
脱钩，集中在县计生服务站五楼办公，负责
全县打击“两非”工作，实施联合执法、综
合整治。

联合办案机制实行后，很多原本和打击
“两非”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也都参与了
进来。2016年4—5月，梁山县卫生监督所对违
法行医行为进行全方位、无间断、无漏洞排
查、监管，对县域内的非法行医进行时时监
督，有的放矢地打击非法行医行为，自觉净化
严防“两非”违法行为的社会环境。自开展打
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以来，共取缔“一证多
室”及无证诊所22家，没收医疗器械17台件，
罚款人民币4 . 5万余元。

梁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则发挥自身优
势，对全县药品零售经营企业和计生服务机构
药品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检查。截至目
前，共检查全县药械经营企业、计生服务站、
医疗机构等132家，出动执法检查人员270余人
次，重点检查了计生药械品种约80余种，未发
现违法销售使用假劣计生药械现象。梁山县加
大与周边县市区的联合办案力度，每年与台前

县、郓城县签订联合办案合作协议书，并举办
座谈会，有效净化周边环境。2016年当地又与
长清、费县、东平县联合办案三起，开启打击
“两非”区域协作模式。

为严厉打击“两非”，严格控制出生人口
性别比，2015年，梁山县研究制订了《进一步
加强全县卫生计生机构B超机设备及人员管理
的通知》，规范了各项规章制度。对于拥有B
超机、住院接生、终止妊娠手术严格实行“三
定点”监管制度。要求拥有B超设备的单位、
科室，必须张贴“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
儿性别”的警示标语，必须层层签订责任书和
承诺书，严格执行双人执机、双人签字、持证
上岗。

要求所有妇产科也要有“禁止非医学需要
终止妊娠”的警示标语，严格执行终止妊娠手
术登记，查验证明和紧急报告制度，严格执行
住院分娩登记直报制度。B超室和妇产科还要
设立监督台和公开举报电话，使相关人员随时
接受群众的监督，要求定点的全县4家终止妊娠
城区医院的药房，必须有终止妊娠药品销售机
构的资质证明，做到药品出入库记录一致，凭

处方使用药物，并实行专人专柜保管，双人开
柜取药等有关要求。

为深入查找、及时发现“两非”违法行为
线索，依法对“两非”违法行为开展集中严打
整治，梁山县结合群众举报，采取秘密侦察，
进行积极摸排、主动出击。目前，根据群众举
报和摸排，共发现疑似“两非”案件线索1 1
件、立案10件、结案10件。

平常服务到位就能有效避免“两非”等违
法行为钻空子。梁山县计划生育工作不光
“硬”在联合执法，同时“优”在服务。当地
坚持计划生育包保责任制，对孕情跟踪严格实
行县、乡、村三级计划生育干部层层包保责任
制，逐一签订包保责任书，严格包保责任奖
惩，全县统一印制了《孕情随访跟踪记录
簿》，明确随访范围，严明跟踪要求。

对孕情无故丢失的严格问责，梁山实行倒
查问责制度。当地要求所有包保责任人员必须
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发现并上报孕情。对孕14周
以上人员因医学需要终止妊娠的，要求其必须
到市妇幼保健院检查，严格执行市非医学需要
终止妊娠的规定。

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5%
梁山县实行联合办案机制打击“两非”，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张誉耀 孙衡

他，既是经常在荒郊野外检修22万伏高压
输电线路的“糙汉子”；

又是讲课细心认真，课程非常实用必备的
“国家电网公司高级培训师”；

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创新出实用新型专利
的“科技大拿”；

还是熟练掌握带电作业、工程建设、线路
设计等工种的“全能比武能手”。

他，就是济宁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线路检
修专工——— 马欣。

“不怕苦、怕不苦”

的精神要传承

城市外围的22万伏高压输电线路铁塔，四
五十米高，每天要上下十几趟，这种高空高压
高危高强度的检修作业，对于马欣来说，再日
常不过。

“刚参加工作时，带我的师父就说，高压
带电作业是一项技术性强、风险极大并十分辛
苦的工作，线路工人一定要有‘不怕苦、怕不
苦’的精神，这种精神需要传承。”马欣告诉
笔者，野外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是常有的。有
一年腊月二十八，临近零点，泗水县某条重要
高压线路出现故障，检修工人们接到通知马上
赶到泗水，分组排查故障点，为不放过任何一
段线路，他跟着师父打着手电筒，蹚过了及腰
的河水，“冰冷刺骨到难忘啊。”回忆起让他
印象深刻的艰苦片段，他却笑了。

马欣说，他喜欢面对困难迎头而上。为了
练好高压带电作业，首先要克服的是对高空作

业的恐惧，为此，他在50多米高的模拟线路上
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位置转移、上下杆塔、模
拟进电场、攀登软梯，一遍一遍乐此不疲，终
于练就一身过硬的杆上作业本领，从此220千伏
及以上的电压等级的带电作业几乎成了他的专
属工作，从带电清扫及检测绝缘子，从带电复
绑导线、架空地线，到间隔棒检查，济宁地区
的每一条高压输电线路上都有他闪动的身影。

随着电力科技迅猛发展，马欣深感自身知
识缺乏，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个人的业务素质
亟待提高。1996年，马欣毅然报考了华北电力
职工大学输电工程专业进行学习，经过三年的
刻苦学习，于1999年重回输电工区工作。其后
多次参加省市级线路运行和带电技术比武并取
得优异的成绩，在2008年和2014年两次代表济
宁供电公司参加全省带电作业技能竞赛，比赛
期时值盛夏，住地和实战地均在郊外。白天烈
日如火，室外温度40多度。为取得好成绩，他

带头训练，加紧备战。手套磨穿了、手皮挂破
了，咬牙挺住；汗水浸透了衣服，血渍印红了
工具，默默坚持。功夫不负有心人，两次均取
得团体第二名，而所带领队员则取得个人第一
名和第9的好成绩，在随后的国家带电作业济宁
竞赛中，徒弟宋维庭、武明珠代表济宁供电公
司荣获团体成绩全国第一。

实践中积累创新

有“料”又有“心”

虽然工作场所大多在“田野”，听上去粗
犷豪迈，但跟“电”和“线路”打交道，却需
要细心认真的态度和牢固扎实的专业知识，马
欣在工作中不仅十分严谨，还特别注重积累和
创新，精益求精，不断追求进步。

“很多技能和本领都是在实践中积累总结
出来的。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会想办法
去解决，我就把解决困难的过程记录整理下
来，既鲜活，又真实。”马欣既有“料”，又
有“心”。

2000年，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马欣在
田间地头和计算机前来回奔波，历时一年时间
完成了全市3 0 0 0多基杆塔定位和数据录入工
作，开发成了“输电线路管理信息系统”，此
系统应用了先进的GIS定位功能，能实时查询
输电线路台账缺陷和杆塔定位，属于山东首个
杆塔定位系统，大幅提高了济宁供电公司输电
线路的管理水平，因此获得了山东电力科技进
步三等奖。

从此以后，马欣就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越
走越稳健———

主持的“可复用导线悬挂式警示牌”QC课

题成果获得“济宁市职工优秀创新成果一等
奖”及“山东省职工优秀创新成果”，可节约
经济开支约500万元；

主持并参与的“便携式微型监控接收装
置”QC课题成果获得市优秀创新成果三等奖，
平均减少线路检修、检测工作时间24分钟；

主持并参与的“线路故障快速定位板的研
制”QC课题成果获“山东省技术革新三等
奖”，将查找线路故障点时间平均缩短20分钟；

主要参加的“采空区输电线路建设运行与
维护”QC课题成果获“供电公司企业管理创新
一等奖”，节约经济开支约300万元；

主要参与研制的“输电线路防盗割装置”
和“横线路方向取销钳”成功获批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并在公司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
一项项优秀成果不断涌出，马欣成了国网山

东省电力集团公司质量管理和科技创新发布会上
的“常客”。

“攻坚克难不服输，

工作就得有这股劲儿”

自“国网”系统2014年启动开展“全员大讲
堂”活动以来，身为输电运检室线路检修专工的
马欣自然也积极参加推进学习型班组建设。因为
总是扎根在工作一线，马欣的课程总是特别重视
实际操作、实物教学和亲身操作，跟学员互动性
强，因此对掌握知识理论多而实践少的年轻同事
来说，非常实用，因此广受好评。

给新手讲授如何修补架铁塔上的高压输电
线路，曾经是件麻烦事，四五十米的高空，师
父和几位学员一起爬上爬下太折腾，学员站在

下边看，又看不清楚。经过琢磨思索，马欣用
三脚架和软梯，制作了“导线预绞丝修补模拟
演练装置”，即在平地上模拟高空作业，近距
离观察修补的操作步骤和工作要领，学员们看
得清楚看得明白。

该项装置同样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预绞丝修补导线的技术和操作规范”课程也
被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评选为“班组大讲堂”
区域观摩金牌课程，马欣因此被省公司抽调备
战2015年国家电网公司首届培训师教学技能竞
赛，该竞赛是国家电网公司举办的首届培训师
教学技能竞赛。比赛分专职培训师和兼职培训
师两个组别开展，过程涵盖课件评审、理论考
试、课程开发和现场教学4个环节。

“说实话，刚到集训队的时候我的心里是
哇凉哇凉的，和队员们一比，我的年龄是最大
的、学历是最低的、工龄是最长的、普通话是
最差的，心里完全没有底气。”马欣坦言，但
是领导和教练根据他的情况为他专门制订了特
训方案，指定理论教练帮助提升理论，指定课
程设计教练练习课件制作，队友们随时纠正他
普通话的发音。大伙的帮助给了马欣信心和动
力，他起早贪黑、拼命学习，业务水平不断提
升，表现优异。在比赛中的“现场教学”环
节，马欣独辟蹊径，以检修工人最基础、最必
备但又最容易被忽略的实用技巧——— 怎样快
速、结实地“打绳结”获得了全场最高分。

付出总有回报，在比赛中不负众望，马欣
勇夺兼职组现场讲课第一名、团体第一名、个
人综合第6名的好成绩，并获得“国家电网公司
输电运检专业兼职高级培训师”称号。

“工作中想要有成果，就得攻坚克难不服
输，就得有这股劲儿。”马欣如是说。

济宁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专工马欣

一股子钻劲磨出“科技大拿”

马欣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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