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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吕娜 报道
本报莱芜讯 5月26日，莱芜市举行企业科技

特派员协同创新行动启动仪式，来自北京科技大
学、山东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等国内高等院校的40
名专家教授正式受聘为莱芜市科技特派员。

据悉，科技特派员将重点协助企业制定科技发
展规划，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共同开展技术研发，
牵线科技合作、培养企业人才等内容。目前，这40
名科技特派员已经与莱芜市40家高新技术和科技型
企业结成帮扶对子，开展创新服务，提升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着力破解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
题，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莱芜市计划到2020年累计选聘科技特派员200
名，服务企业200家。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赵冰

寄母山林场面积4 . 8万亩，是莱芜第二大
林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以来，连一次微小型
的火情都没有。5月28日，记者在该林场办公
室里，注意到一个普通的本子。

本子封面是手写的“ 森林防火记录本”，
本子里全部是林场6个瞭望站每隔一小时就报
一次情况的记录。其中一行是这样写的：“7时，
323、337、387、320、381，报正常，记录人吕勇”。

翻了几页，内容基本一样，唯一不同的就
是时间和记录员的姓名。

“ 一切正常，为什么还要记下来，是不是
在做无用功？”

林场副场长吕继峰从隔壁办公室里又搬出
来一堆这样的本子。这些本子有的已经发霉，
一看就知道已经存放了多年。翻开霉得最厉害
的那本，第一页第一条记录着“ 2000年10月11
日，大山顶瞭望哨，早8点刘楚涛汇报正常，
记录人李正雷”。

“ 2000年10月我们建立了第一个瞭望哨，
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制定了值班制度，有情况报
情况，没有情况报平安，并要求一定要按时报
告。我们的瞭望哨都是在森林深处，一方面不

好监督，另一方面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定时
汇报制度虽然比较笨，但也是最好的办法。”

这样的记录本共有47本，30万多次记录。
“ 问我们有什么绝招，如果非要找，就是

这些本子了。30多万次记录其实代表了护林员
的17年青春。有时候很矛盾，一辈子遇不到一
次火情，作为护林员会不会遗憾？但我想，如
果一辈子都不用救一次火，才是最大的骄
傲。”吕继峰说。

不但有这样的“ 无用功”，莱芜在创森工
作中，也下了不少“ 笨功夫”。

沿着钢城区桃花源路，向冠世桃花源进
发，一路上两旁的桃树望不到边，当路延伸到
汶源街道茄子峪村时，一片挺拔的赤松林挡住
了去路，转了一个大弯，才绕过了过去。

“ 就是为了保住这片赤松林。”5月27
日，钢城区林业局副局长王守亭解释说：“ 当
时区里修改原定规划，增加30多万元，多绕了
一公里的路。”

2015年，作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的一
部分，钢城区计划建设万亩冠世桃花源，桃花
源路纳入修建计划。

修到茄子峪村西北方时，工程停了下来。
按照规划，这条路要从村西北的赤松林中穿过
去。一直支持道路修建的王守亭和当地村民不

干了，说啥也不让砍树。
“ 上世纪60年代，当地群众为响应国家植

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时种植的这片赤松林，
已经有五六十年的树龄，棵棵胸径达到30多厘
米，如果道路穿林前行，就要砍掉200多棵赤
松。种树养树不易，我们这些老林业，看着心
疼啊。”王守亭紧皱眉头。

“ 一棵赤松冠幅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亩小
树，这200多棵赤松，得多种多少树才能挽回
这些损失啊？”林业部门的坚持，最终使区里
修改了施工方案。

工程继续施工，前方又有两棵赤松树挡住
了路。有了前车之鉴，这次施工单位主动修改
了施工方案。

“ 修这条20多公里的桃花源路，没有砍一
棵树。”王守亭骄傲地说。

不光是下“ 笨功夫”，为了创森，莱芜还
扎扎实实地下了“ 真功夫”。

在莱城区高庄街道蔺家庄村东南有一片翠
绿的山头。5月26日，村党支部书记蔺宝昌指
着那边说：“ 那里原本是荒山，今年市里区里
下真功夫，动用了20多台挖掘机和油锤机，一
个月时间就种上了树。我们几十年来做梦都想
干的事，就这样给干完了。”

蔺家庄地处山沟，树少石头多，经过几辈

人的努力，在山根和山腰上开辟了梯田，种植
了经济林，但这片山头，他们努力了几十年，
依旧是光秃秃的。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给蔺家庄带来了转机。
今年，莱芜市把重点荒山绿化工程列为为民办
实事项目之一。其中，莱城区重点荒山绿化工
程共7大片，总面积2000亩，蔺家庄的荒山就
是其中一片。

蔺宝昌还清晰地记着当时的场景。农历正
月十七开始，挖掘机、油锤等各类机械上了
山，机械挖树穴，上百名村民背土上山进行

“ 客土回填”。以前无法栽植苗木的地方，在
大型机械的面前，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
一般造林常绿松柏造林规格只要求树高60厘
米，而这次工程造林用的松柏树龄都达到5
年，树高1 . 5米以上。

“ 花600万元种2000亩树，还有护林员默
默无闻地在山上守护，如果光算经济账，是不
合算。但是这片绿惠及子孙后代，怎么算都合
适。”市林业局局长陈爱民说。

采访时，又传来好消息，省林业局正式批
复莱芜市建立莲花山省级森林公园，蔺家庄村
这片山，就在森林公园范围内。

据了解，目前莱芜市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36 . 02%。

莱芜市森林覆盖率高达36 . 02%，这个成绩的秘诀是———

30多万次“ 无用功”换来绿水青山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赵冰 张茜

6月5日下午4点，莱芜市高新区鹏泉街道
官场村村民亓瑞龙来到会计张胜英的办公
室：“ 有人给丁慎杰他儿介绍了一个对象，
人家托我来查查他家的积分。”

张胜英拿出记录本：“ 还不少呢，丁慎
杰1861分，几乎天天做好事，修宣传条幅、
帮助保洁员清理垃圾，肯定错不了。”

“ 俺们村做好事实行积分制，一年下
来，积分高的会获表彰，很给全家长脸
哩！”官场村党支部书记张珂说，没想到的
是，现在家人给子女相对象，先打听对方的
积分，积分竟然成了大姑娘小伙子找对象的

“ 参考指标”。
官场村的传统文化教育已有10年之久，

每个月都为村民上一堂传统文化课，随着村
民素质的提升，村两委却发现了推广传统文
化的瓶颈。

这个村年年评选“ 好媳妇”“ 好婆婆”
“ 文明家庭”等四德榜。最初几年比较顺

利，但是没过两年，张珂发现评不下去了：
“ 名额有限，又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有的

村民不服气，还有子女多的家庭因为争夺好
媳妇荣誉打了‘ 内战’，好事没办好。”

四德榜被迫停了一年。有一次，张珂在
超市买东西看到有积分，他突然来了灵感：
村民做好事是不是也可以记分？评四德榜时
按积分高低，村民们就没话说了，村里的传
统文化教育也能更好落地。

2016年1月，征求了村民意见后，村“ 两
委”将全村分成6个片区，每个片区设一个
负责人和3到5名信息采集员。采集员每天把
村民做的好事收集起来，一个月一评比。同
时村里扩大了“ 好事”的范围：村民参加集
体活动、完成村委交代的任务、孝敬老人
等，都纳入好事范围。

于是，“ 村民张学普修基地音响+ 5
分”、“ 敬老院亓翠英帮助外来老人晒衣服

+3分”、“ 亓瑞英给母亲洗头+10分”这样
的“ 小事”被公布了出来。

村民们一看：“这样的事做起来不难嘛！”
随着村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村两委

又给积分制添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村民的得
分与村里的公共服务挂钩，得分高的可以免
费享受或者抵顶部分费用。比如入住敬老院
的费用，最好的家庭甚至可以免费，甚至城
乡医疗保险也可以用积分抵顶。

此外，村里还规定了扣分项，如上报假
信息扣50分、家庭暴力一次扣100分、打架斗
殴扣200分等。

积分制逐渐成为能让自己脸上有光的大
好事。这样一来，村风大变，做好事成为村
民自觉的习惯。2016年，官场村记录在本的
好事达5721条。

有人查分的事很快传到了丁慎杰的耳朵
里。“ 我在村保安组里只排第四名，还不够
好，还得再加把劲，谁不想给自己闺女找个
好婆家啊？”丁慎杰说。

官场村鼓励村民做好事实行积分制，现在这个村———

大姑娘相对象先看积分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赵冰

由旧村改造而来的莱芜经济开发区徐家
河社区里，干干净净看不见一片垃圾。

5月27日一大早，社区居民李凯像往常
一样，拎着一个垃圾袋走出楼门，顺手丢进
了楼旁的一辆垃圾车里。陆续有其他居民经
过这里，他们大多也都拎着一个垃圾袋。

不一会儿，垃圾车满了。正在打扫卫生
的社区保洁员吴群见状，马上放下手里的拖
把，骑上电动垃圾车一路骑到位于社区北边
的垃圾处理站，把垃圾倒入处理站后，又把
垃圾车骑回来停到刚才的地方，拿起拖把继
续擦楼道。

“ 用垃圾车替换垃圾桶，是我们的决
策。”徐家河社区党委书记王作泉介绍说。

徐家河社区目前有住户1304户，商户
300多家，居民6000多人。既有原来的村
民，也有其他地方搬来的“ 外来户”。社区
改造之前，村里有个垃圾池，几天才能清理
一次，垃圾一发酵，臭气熏天。

王作泉当时就想，如果建了新社区，环
境卫生一定要解决好。

社区改造后，为妥善处理垃圾，社区党
委既想过多安置一些垃圾桶，也打算过承包
给专业物业公司，但最后，村里决定用保洁
车代替垃圾箱，用垃圾处理站代替垃圾池。

居民入住的当天，社区成立了自己的物
业公司，组建了20人的保洁队伍，每个保洁
员配备一辆电动垃圾车。同时，投资200多
万元在社区北部建立了一个垃圾中转站。

王作泉告诉记者，一开始，村民以前在
村里随手丢垃圾的习惯很难改变。此时，流
动垃圾车发挥了“ 宣传车”的作用。居民把
垃圾丢到哪儿，保洁员就把垃圾车骑到哪
儿，顺便提醒一下这位乱丢垃圾的居民。时
间久了，爱护环境、不乱丢垃圾成了大家的
自觉行为。

夏天到了，傍晚时分，很多居民在社区
广场跳广场舞。“ 人散了以后，没留下一片
垃圾。”吴群说。

徐家河社区用垃圾车替代垃圾箱，使爱护环境成为居民自觉行动———

社区驶来垃圾车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赵冰

5月28日，莱芜市莱城区羊里镇仪封村红
白理事会全村丧葬登记簿显示，2016年以
来，全村有38人去世，丧事全部简办。

2014年，仪封村开始推行丧事简办和喜
事新办。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与全体村
民签订了丧事简办协议书。

但是，2015年，村里一位90多岁的老人去
世，她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决定要大操大办。
红白理事会得知这个情况后，多次上门做工
作，但最终没有劝阻住。吹鼓手、打祭、摆
祭、破孝、路唁、门唁、灵唁、扎材等老一

套又全部回来了，原本减到了1天的丧事办了
整整3天，花了1万多元。

看到有人又大操大办，其他村民开始跟
风，虽然村两委和红白理事会的人前去干
预，但是都被一句“ 他们你都不管，为什么
要管我们”给顶了回来。

丧事简办已经不单单是移风易俗的问题
了，“ 这件事处理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好
干。”村党支部副书记卢宪秀说。

村“两委”和红白理事会开始思考，一味地
劝导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别的办法可用吗？

后来，村里召开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
会，把丧事简办写入村规民约，如果村民违反
规定，就不能享受村里的老人过节费，城乡医

疗保险补贴等福利待遇。同时，用村两委的大
喇叭不点名批评大操大办的村民。并且说到
做到，对之前大操大办的村民按照村规民约
规定进行了处理，取消了他们当年的福利。

不久，一位叫卢西敏的老人去世了，村
民都在观望。村两委和红白理事会立刻上门
去做工作，最后得到了亲属的同意，这次丧
事只花了2000块钱。过了没多久，另一户家
境比较好的李承召老人去世，村里就依据卢
西敏的做法执行了。

立规矩、喊喇叭、树典型，这三步棋走
出来，村里的风气明显好转。“ 我们村里再
也没有大操大办过，喜事新办依照丧事简办
的做法，也顺利地实施了。”卢宪秀说。

针对红白事大操大办出现反弹，仪封村———

三步棋重树易俗新风

文明城市创建篇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莱芜
市把创城的过程变为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环境秩序持续优化、群众福祉持续提高的
过程。

这个市注重创城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相
结合，着力解决了一批教育、医疗、环境
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注
重提高群众参与创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让群众成为创建文明城市的源动力。

本期《 莱芜新故事》，通过《 大姑娘
相对象先看积分》、《 社区驶来垃圾车》
和《 三步棋重树易俗新风》3篇来自于基
层农村社区的故事，分别从树立良好民
风、改善社区环境、重树易俗新风等方
面，展现出群众在参与创建文明城市建设
中自我创新的可贵精神。

■记者感言

群众是创建

文明城市源动力
□ 于向阳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郝磊 报道
本报莱芜讯 6月1日，在深圳召开的山东莱芜

市(深圳)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合作恳谈会上，莱芜市
与香港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盘古集团公司等
多家公司共签约5个合同项目，签约额达14 . 2亿
元。

这些项目包括香港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盘古集团公司投资10亿元的盘古电子商务产业园项
目、深圳市致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 . 5亿元的
电子元器件项目、深圳市闪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
资1亿元的低功耗高精度定位蓝牙芯片项目等。

深圳恳谈会

签约项目金额14 . 2亿元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武希刚 报道

本报莱芜讯 5月24日上午，山东大学气动与
风能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莱芜市高新区山东汇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举行。

山东大学气动与风能研究中心以山东大学和山
东汇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主体，联合多家单位参
与，以大型低速风洞为依托、大型风力机空气动力
学实验研究为核心，重点发展通用小型航空飞行器
风洞实验、汽车和高速列车空气动力学研究、高层
建筑和桥梁风洞实验。

山东大学气动与风能

研究中心建成

40名专家教授

受聘科技特派员

6月4日一大早，徐家河社区王茂轩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把垃圾丢进垃圾车。

亮点展示

莱芜是山东省5个地级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中提名时间最长的城
市。2015、2016两年全国文明城市
测评成绩，莱芜在省内地级提名城
市排第二名，全国排第十四名。

1

全市坚持创城为民、创城惠民、
创城靠民，全民动员，共建共享，
着力为群众解难事、办好事、做实
事，把创城变成了造福百姓的民生
工程。

2

创城过程中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相
结合，全市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比
重达到73 . 8%，在全省率先实现公
交车村村通，校车村村通等。

3

全市99 . 5%的村(社区)成立了红白
理事会，实现了丧事简办；78 . 4%的
村(社区)实现了婚事新办；78 . 4%村
(社区)把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

4

全市建立起63个社区工作站，成
立志愿者服务队200多个，注册志
愿者近15万人，注册志愿者人数占
城市总人口的20%。

5

5月22日，莱芜市钢城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
厅、莱芜市国家税务局钢城经济开发区税务分局、
莱芜市地方税务局钢城分局的工作人员，在征收大
厅向纳税人开展调查问卷，征求纳税人的意见建
议。这三个税务部门积极联手钢城区纪委建立“ 纪
税联动协作”机制，促进税务系统反腐倡廉建设全
域发展、创新发展。

□高留声 报道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武希刚 报道

本报莱芜讯 6月1日上午，莱芜市召开卫生与
健康大会，并下发了《 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
建设的实施意见》。

莱芜市将重点围绕营造健康环境、构建健康社
会、优化健康服务，培育健康人群，发展健康文化
等五方面开展工作。会上同时印发了《 莱芜市健康
城市建设2017—2018年项目实施计划》。根据居民
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结果和近期工作重
点，明确了基础设施提升、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保
障服务、食品安全保障、健康服务、全民健身普及
和健康氛围营造等7个重点项目的目标及任务。

到2020年，莱芜市将建成省级健康城市建设示
范市，20个以上的村镇开展健康村镇建设，其中2
个以上村镇建成省级以上健康村镇建设示范村镇。
到2025年，建成国家级健康城市建设示范市，100
个以上村镇开展健康村镇建设，建成省级以上健康
村镇建设示范村镇10个。

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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