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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涛 通讯员 于洋 报道
本报泰安讯 6月20日，泰安交警针对望岳

东西路的交通组织渠化设计公开征求意见，该路
段文化艺术中心以北拟设计为单行环线，望岳西
路与天平南街拟安装右转控制信号灯。

望岳东西路交汇处一直是泰城交通的一个堵
点。根据交警部门目前设计方案，文化艺术中心门
前道路以北路段设计为单行环线，文化艺术中心
门前道路设为由西向东的单行线，望岳东西路单
行线分别延伸至两侧，与门前道路形成一个环线。
文化艺术中心以南的望岳东西路依旧保持双行线
不变。与此同时，卜蜂莲花停车场整改后，只允许
车辆西进东出，该停车场门前道路只允许由西向
东行驶，从停车场出来的车辆不允许拐入望岳东
路。为方便车辆调头、分流望岳东西路交汇处的车
流，交警部门将在铁路桥南侧设置专门的调头开
口，允许望岳东路的车辆向望岳西路调头后南行。

方案确定后，交警部门将在望岳东西路周边
道路沿线设置相应的指示、禁令标志，并重新施
划路面标线，指导通行。

□记者 郑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关于推

进城市街道、社区区域化党建工作的意见（试行）
的通知》要求，发挥区直机关党组织在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6月25日，泰山区区
直机关开始开展“机关党员V行动”活动。

据介绍，“机关党员V行动”的“V”是志愿
者volunteer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又与“微”字同
音，寓意着微小行动，微笑服务。泰山区直各部
门单位党组织，本着就近就便的原则，分别联系
1个社区党组织，区直各部门单位在职党员，到
所在单位联系的社区或工作地、居住地社区党组
织报到，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走进群众、服
务群众，让党徽在一线闪光。

“机关党员V行动”活动启动后，将结合在职
党员实际和社区建设需要，主动开展“四服务”。走
访服务——— 结合网格化管理，与网格员一道对网
格内居民商户进行一次走访，对群众反映的困难
和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力所能及地协调解决。承诺
服务——— 根据社区发布的志愿服务项目和岗位需
求，结合走访情况和自身的职业、特长等实际，作
出志愿服务承诺。菜单服务——— 社区居民提出服
务需求，在职党员根据职业特点和兴趣特长，自
主认领服务项目，为群众提供个性化、精细化的
服务。主题服务——— 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组织
在职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党组织开展的主题活动，
在重点工作中冲在前、干在先、做表率。

□ 本 报 记 者 郑 莉
本报通讯员 王 瑜

6月15日，在国家旅游局联合中国旅游报
社启动的“四个一批”旅游志愿服务先锋行动
评选活动中，泰安市导游员王立民荣获中国旅
游志愿服务“先锋人物”。

记者了解到，2016年9月此项评选活动由国
家旅游局联合中国旅游报社联合开展，面向全
国征集中国旅游志愿服务“先锋人物”“先锋
组织”“先锋项目”和“示范基地”，目的是
充分发挥旅游志愿服务在推进文明旅游工作中

的作用。
王立民是泰安市优秀导游员的代表，先后

荣获泰安市精品导游员、泰安市文明导游员、
泰安市模范导游员、山东省金牌导游员、山东
省优秀导游员、山东省最美导游员等称号，多
次参加全市、全省导游大赛，取得了优异成
绩。为了全方位多形式向社会宣传导游职业的
正能量，增加导游队伍的凝聚力，自2014年开
始，在王立民的积极策划、推动下，关爱导游
的一系列公益活动有序展开。

每年8月份定期举办的“关爱导游员夏日
送清凉”公益活动，王立民往往要提前一个多
月开始准备，募集活动经费、整理场地、发放
物品，不辞辛苦，任劳任怨；策划组织各种形

式的景区踩线培训活动，其中大型导游员系列
公益活动“百名导游进景区”已经连续举办了
4届，“走进天池度假区”“走进兖州兴隆文
化园”“走进济南九如山”“走进泰山温泉
城”等活动，既让景区得到了宣传推介，也为
导游提供了相互交流、休息放松的机会，获得
了景区和导游员的一致好评。

除了组织大型公益活动外，王立民还积极
探索电子导游、信息导游，探索导游职业化发
展的新路子、新方向。他自费开发了“泰山微
导游”微信公众号平台，切实解决旅行社旺季
寻导游难，导游员不能及时获得旅行社团队信
息的实际困难，在旅行社和导游员之员搭建起
沟通的桥梁，并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而平台

的多种功能也让导游员除了及时了解旅行社的
团队信息外，还能在工作中获得实实在在地帮
助。目前平台已注册了近200名泰安优秀兼职
导游信息，还有不少导游信息正在资格筛选
中。

从业16年来，王立民获奖无数，却无一例
游客投诉。“山东省优秀导游员”“山东省金
牌导游员”“山东省最美导游员”等荣誉称号
都是对他多年认真工作的认可。“用辛勤的汗
水浇灌每一位导游的心田；用爱心完美游客的
泰山之旅；用真心搭建起导游通往远方的桥
梁。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将公益进行到底，为
泰安的旅游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王立
民，一位泰安模范导游员的从业誓言。

□刘培俊 崔庆伟
朱培玉 报道

6月22日，新泰农商银行组织金
融知识宣传工作组走进青龙路农贸市
场，进一步普及宣传金融知识，充分
发挥农商银行在服务公众金融素质、
促进金融生态建设、服务百姓生活中
的重要作用。为强化实效，新泰农商
银行派出业务能力强、专业素质高的
客户经理，结合市场内个体工商业主
的实际需求，针对业主们金融知识相
对比较薄弱的特点，着重介绍了各类
金融理财知识、现场传授假币识别技
巧。

泰山区“机关党员

V行动”启动

泰安文化艺术中心

周边拟设“小环线”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王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今年3月29日，泰安市物价局

针对市驾校行业协会试图通过价格联盟限制竞争
等行为，对驾驶员培训协会和部分驾驶员培训机
构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并发放了价格政策提醒函。
近日，市物价局对市驾校行业协会落实整改情况
进行了“回头看”。

执法人员以普通群众报名参加C2驾驶证考
试的名义，对驾校联合体办事大厅和部分驾校报
名点进行了暗访。暗访发现，泰安各驾校目前基
本实行了公平竞争。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个别
驾校明码标价不规范，学时单价公示不清楚等。
对存在的问题，泰安市物价局将责令其限期整
改，逾期将依法严厉查处。广大学员如遇培训机
构违规收费，可拨打12358进行举报。

驾校违规收费

可拨12358举报

从业16年，无一游客投诉
导游员王立民荣获中国旅游志愿服务“先锋人物”

金融服务

进农贸市场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李 娜

打工就在家门口

“这些筐子篮子有的插花、有的装食品，
四五天发往临沂批发市场一次，贫困户在家里
就可以编，既赚钱又能顾家。”在沙河站镇徐
楼村，记者走进“就业扶贫车间”——— 金源柳
编工艺品公司，经理郭华介绍，该村有柳编工
艺的传统，但以前是“小乱散”，如今公司免
费培训、统一原料、创新式样、对外销售，辐
射带动了周边10多个村庄，既壮大了企业，也
解决了贫困户就业。

6月23日一大早，东平县沙河站镇徐楼村村
民张秀珍准点来到公司，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打工不用出村，既能照顾家里，又能赚钱贴
补家用，对于我们贫困户来说，扶贫车间真是
个好事！”说起现在的工作 , 张秀珍非常满
意。自从村里建起了“就业扶贫车间”，她足
不出村就能每月挣1000多元的工资，生活渐渐
有了盼头。

张秀珍生活的变化，只是该县就业扶贫的
一个缩影。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东平县劳
动就业办在走村入户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发现
很多贫困户是因病、因残致贫，家里人需要照
顾，他们也就无法出门打工。因此，县劳动就
业办从去年开始建设“就业扶贫车间”，为解
决贫困群众挣钱和顾家之间的冲突，他们将扶
贫车间建到了贫困群众家门口。目前，全县的
就业扶贫车间已经安置了543名贫困人员。

构建电商扶贫产业链

近两年，东平县把就业扶贫作为重要抓
手，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实施积极的就业
创业政策，扎实推进“技能提升、就业推介、
创业帮扶、基地引领”就业扶贫四项计划，通
过开展点对点、一对一的精准服务，将各项优
惠政策送到扶贫对象手中，促进农村贫困人口
实现稳定就业创业。

东平是一个农业大县，拥有丰富的农产品
资源。为此，该县充分运用“互联网+”思

维，成立“农产品电商运营中心”，发展“一
乡一业、一村一品”，并筛选策划了60多种特
色农产品、传统手工艺品和旅游产品上线淘
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解决了农产品附加值
低、销路不畅等问题。

“今年，我们还将吸引淘宝、京东等电商
平台在东平建设产地直供、产地直发等电商基
地，逐步在全县贫困镇村推开，带动种植、养
殖、加工等产业发展，构建电商扶贫产业链，
让农民参与每一个环节，从而达到脱贫致富的
目的。”东平县劳动就业办负责人说。

农村电商能干啥？东平泺农电子商务公司
经理郭延法告诉记者：“电商扶贫不仅仅是开
网店、卖东西，更重要的是给农民提供服
务。”这家公司线下有230多家遍布乡村的实体
店，为农民提供副食、粮油、种子、农资等产
品。“我们给农民提供优良种子的同时，还免
费提供从种到收的技术支持，也帮助他们把农
产品放在网络平台上卖。”

围绕特色产业作培训

为更好地服务贫困群众，东平县劳动就业
办统筹全县职业培训场所、师资、经费、信息等
资源，采取流动式、“大篷车”式教学方式，深入
田间地头、库区鱼塘、工地厂房，对每一名有培
训需求的人进行培训，并逐一建档立卡，跟踪服
务。为解决贫困群众的实际困难，该县还设立了
一些随到随学的专业，并且为每名参加培训的
农村就业贫困人员最高给予1800元补贴。

东平县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景观，近
年来，随着该县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位于东平
湖畔的老湖镇朱桥村成了远近闻名的休闲度假
渔村。“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就想开个渔
家乐赚钱，但是都没有技术。”村党支部书记
赵建华告诉记者，“后来，县里就在村里专门
举办培训班。现在家家户户都开起了渔家乐，
平时一天纯收入能有六七百元，节假日还要翻

番。”如今在老湖镇，渔家乐、农家乐有58
家，其中星级渔家乐有18家，效益好，收入
高，贫困群众吃上了致富“旅游饭”。

东平县就业办副主任陈全刚介绍，渔家
乐、农家乐是该县为东平湖库区移民村量身打
造的培训内容。除此之外，该县还围绕地方特
色产业开展培训。先后培训酒店服务和中式烹
调等技能1669人、服装加工和特色种植等实用
技术1626人。还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就业难的问
题，聘请“山东大嫂”专业培训团队，在8个乡
镇开展家政、月嫂、育婴员等培训，共培训学
员855人，90%的学员都找到了相应的就业岗
位，改善了家庭贫困的处境。

贫困人员想创业，没有资金怎么办？东平
县针对不同服务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金融担
保措施，充分发挥小贷款撬动大市场的作用。
2016年，共为405名自主创业人员和4家劳动密
集型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845万元，极大地
激发了贫困群众创业的积极性。

建“扶贫车间”，开展特色培训，东平县“授人以渔”精准扶贫———

就业培训到地头 农民增收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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