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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蓓
本报通讯员 魏建欣 赵云福

“那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辍学，因为
我是家里唯一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了。”这不是
在做梦，曾经，青州市王坟镇天井峪村的洪坤
自认是一个不幸的孩子。

父亲去世后，看着病倒的母亲、年幼的弟
弟、年迈的奶奶，拿着青州实验中学录取通知书
的洪坤紧握拳头。作为村里唯一一个进入重点
高中的大山里的孩子，一方面充满了欢喜，另一
方面高额的学费，生活费又该从何而来呢？

了解到洪坤的情况后，学校帮其申请了普
通高中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申报了青州市特
困生及其他校方资助和奖励以及社会好心人的
捐助。

如今，洪坤已经是山东政法学院的优秀学
生干部，学校最大学术性社团负责人，辩论赛
冠军和模拟面试大赛一等奖等十几项荣誉加身

的他，励志不忘初心。
在不幸的时候遇到了好的政策，洪坤说自

己是幸运的。洪坤只是潍坊学生“新资助体
系”的受惠者之一。今年是国家新资助政策体
系建立的第十个年头，10年来，潍坊市资助各
级各类学生178 . 60万人次，发放助学金179 . 7亿
元。累计发放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4 . 65
亿元，36980个困难家庭受益。

“潍坊市自2007年开始建立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救助制度，目前已建立起从学前教育
到高等教育完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
系，实现了资助政策的全覆盖。”潍坊市教育
局副局长韩光福介绍，10年来，随着资助政策
的不断完善，范围不断扩大，领域不断延伸，
标准不断提高，潍坊市各项资助政策得到全面
落实。

和不少学生一样，因为敏感而又好强的自
尊心，潍坊四中高二学生韩玉秀曾十分排斥申
请资助。在老师的开导下，她逐渐抛除了所有

顾虑，鼓起勇气，写下了第一份申请。
有过学生资助经历的老师都有过这样的感

慨，贫困学生的心理问题要高于其他学生。在
建立完善“应助尽助”资助体系的同时，潍坊
市通过情感上的“补位教育”，资助育人相结
合。通过设立教师“爱心妈妈”、学生成长导
师等帮扶形式，让受资助学生感受到社会大家
庭的关爱。

“一个也不能少”是所有学生资助工作者
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信念，在这条路上，我们总
能看到这样一些身影：

青州实验中学年近50岁的李瑞之老师是一
名老资助员，走起山路来，一般年轻人跟不
上。每到一个家庭，他总是走在最前面，不
遗漏每一个细节：这一家有轿车，父母健
康，收入较好，没必要救助；这一家虽然有二
层楼房，但房子老旧，是父亲受伤以前盖的，
现在父亲受伤严重，没有生活来源，应给予救
助；

冯建荣老师既是调查小组的司机，又是一
名老党员。他不忘初心，开车之余还留下一盘
盘影像资料，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家访行家；

王守德老师每次家访后，将第一手资料输
入电脑，加班加点建立档案。

教育部、财政部将2017年定为“全国学生
资助规范管理年”。“提高学生资助‘精准
度’，潍坊市在原有资助体系上，创新宣传和
监管方式，将学生资助政策全面普及大众，把
每一笔资金提供给最需要的学生。”在韩光福
看来学生资助是一项常青的事业，必须要强化
监管。潍坊市通过健全市、县、镇、校四级网
络，织密资助工作人员队伍网；严把入口
“精准识别”，每个困难学生认定须经过班
主任、两名师德优秀老师和校长“四确
认”；全力做好潍坊市特困生和中职在校生
两项集中核查，将所有困难学生全部纳入数据
库管理；加强监督审计和督导评估，杜绝钱物
“跑冒滴漏”。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20日早上7时40分，奎文区福

寿东街与四平路交叉口东南角，一名男子正在抄写
交通法。该男子骑电动车沿四平路由北向南行驶到
路口时，在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时加速通过，夹在
正常行驶的车流中，被奎文交警大队一中队民警侯
兆栋发现并带到了整治点。侯兆栋对其详细讲解了
非机动车闯红灯违反的相关法规及危险性，按照规
定对该男子罚款20元后，让其抄写非机动车交通违
法的相关法条，并写下了保证书。

奎文交警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于川告诉记者，
许多非机动车驾驶员觉得交通信号灯是为机动车准
备的，无视交通规则，随意行驶。近些年因非机动
车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的事故并不
少。“非机动车驾驶员不需要驾驶证，车辆也不需
要挂牌，上路行驶的随意性较大，他们普遍认为即
使出现违法行为，也不会有严重后果。”于川说，
此次治理的目的，就是希望非机动车驾驶员都能认
识到交通违法行为问题的严重性。记者注意到，一
个半小时时间，这个整治点共对20名非机动车驾驶
员进行了处罚，每人都对相关法规进行了抄写学
习。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20日上午11时6分，工作人员

按下取水泵房的闸阀，河水顺着输水管道一路向
北，最后到达峡山水库。“通水成功了。”在场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标志着峡山水库库区地下水
应急取水工程竣工通水。

“这里是潍河浮船取水泵站，是此次应急取水
工程的一处取水点，从这里取出来的水经过6 . 6公
里新开挖的输水渠道送到潍河老河道，自流进峡山
水库现有库面，进而补充当地水源。”峡山水库库
区地下水应急取水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指挥朱尊亮介
绍说。

据了解，2013年以来，潍坊市遭遇罕见连年干
旱，降水持续偏少，连续4年汛期水利工程未能有
效蓄水。截至6月20日，峡山水库蓄水量2665万立
方米，水位30 . 76米，大大低于该水库的死库容。
为保障峡山水库供水区城镇居民及工业用水，潍坊
市委、市政府决定启动建设峡山水库库区地下水应
急取水工程。该工程是在渠河、潍河两河入峡山水
库河口明水河道末端开挖集水塘和连通沟，用浮船
泵站抽取河道明水；同时在砂层厚积的富水区新打
机井提取浅层地下水，两处取水均通过引水明渠调
引至水库放水洞前各取水口处。该工程总投资2655
万元，设计日取水量30万立方米，先期共取水1000
万立方米。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王鲁兵 翟世强 报道

本报昌邑讯 “村里引进项目、道路改造、土
地使用这些事都要上社区的听证会，听听老少爷们
的意见，干部干事公不公道，一开听证就知道。”
昌邑市围子街道董隅村村民董光利对记者说。

今年以来，围子街道以创新村级治理机制为突
破口，探索以农村社区为单位推行村级事务民主听
证制度，对街道中心工作、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
题、复杂难缠的矛盾纠纷点，以社区为单位，每月
至少召开1次听证会，让当事人分别陈述态度、利
益诉求并进行举证、质询，听证员、群众代表依次
发言，主持人综合考虑各方立场和观点达成调解处
理协议。同时，建立听证主持人库、听证事项库、
听证信息员库3个“要素管理库”，把听证结论纳
入村级审计范畴，重大事项入库前必须附带听证结
论，形成了“决策群众支持，办事讲工作程序，事
后有档案记录”的良好局面，推动村级决策由“干
部当家”向“群众做主”转变、“自主决议”向
“公开论证”转变。

今年以来，该街道共召开79次听证会，决定村
级重大事项52件、有效处理矛盾纠纷27件，解决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46件，完成道路硬化、整修
7公里，自来水改造420户，救助贫困家庭27户，群
众满意率达到98%以上，有效提升了村级治理规范
化水平。

178 . 60万人次受益困难学生资助救助制度

10年发放助学金179 . 7亿元

整治非机动车交通违法

罚抄交通法规

峡山水库库区地下水

应急取水工程竣工

围子街道推行村级事务

民主听证制度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陈 刚

7月19日15时许，安丘市大汶河旅游开发
区韩家王封村，冒着32℃的高温天气，44岁的
安丘市电影公司放映员张相利和其他4名同事
正在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敲门发送印有当晚放
送公益电影简介的宣传单页，同时在村广场处
贴上了宣传海报。待走完5个村庄后，张相利
等人每人负责一个村，在选好场地后，就开始
银幕的张挂，接电，架机，摆放马扎，一直忙
碌到当晚公益电影放映完毕。“全部按照标准
化流程操作，晚上到家接近12点了，虽然累
点，但心里很恣，因为看电影的村民越来越多
了。”张相利告诉记者。

然而，曾有10余年时间里，农村电影市场
无人问津。农村露天放映公益电影，曾是不少
50后、60后、70后甚至80后的美好回忆。然
而，随着经济发展、文化娱乐多元化等因素冲
击，农村露天电影不再吃香，从上个世纪九十
年代开始逐渐进入低谷，不少县级电影公司甚
至关门。有的地区虽然依旧放映农村公益电

影，但观众少了，放映员的心气也不足了。
“在接近10年时间里，我曾一度认为农村电影
市场搞不好，非常担心没有事情干了。”56岁
的王荫富是安丘市电影公司副总经理，从1980
年开始放映电影，经历过农村公益电影的繁荣
期，也目睹了农村电影市场的萧条。

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让农村电影市场再次
活跃起来？安丘市从2013年开始试点农村电影
标准化放映，推动农民观众看电影习惯的回
归。“我们从业人员在搞好标准化放映的过程
中，主要围绕着如何将‘等’观众看电影变为
‘请’观众看电影。”安丘市电影公司总经理
王俊华说，以前不是群众不愿意看电影，只是
因为硬件投资不到位、宣传不到位、服务不到
位。

每天上午9点，是安丘市电影公司雷打不
动的点评会议。会上，所有放映人员集中，首
先调度头一天晚上的放映情况，由各中队长先
汇报每中队5个放映所在地的映前宣传情况，
再由放映员汇报各自的具体情况，具体到影片
片名、观众人数、放映所在村户数、宣传单发
放、海报张贴、放映专用车巡回宣传、上课宝

的开启、放映点的选定、银幕张挂、暖场音乐
的播放、村干部对接、观众观影热情程度及便
民助民服务等情况。“把标准执行到每一个细
节，这是保证农村公益电影服务、宣传到位的
重要保障，虽然每次都开2个多小时的会，但
坚持下来，每个放映员的素质都得到了提
升。”王俊华说。

与此同时，安丘市按标准化放映订购影片
节目的要求，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的“三贴近”为原则，为农民群众放映喜
闻乐见、健康向上的优秀影片和农村对口对
路的科教片。安丘市石堆镇是有机蔬菜种植
基地，为有效地促进农民群众由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转变，安丘市电影公司
特别推荐了《高效节水灌溉》、《农药安全
使用常识》等科教片，并在该镇普及放映50
场，观众达1 . 1万多人次。现如今，大棚蔬
菜、西瓜种植在该镇全覆盖，农民尝到了甜
头，得到了实惠。

7月19日20时30分许，在安丘市青云山广
场固定放映点，400多名居民正在津津有味地
观看一部长征题材的公益电影。记者在现场看

到，7米乘3 . 8米的银幕堪比影院银幕，虽然附
近有广场舞等传来的声响，但现场观影声音十
分清楚。“这是我们花3万元购入的数字一体
机，设备十分先进，播放效果好。我们现场配
备了马扎，更加方便了居民观影。”王俊华
说。

随着安丘市标准化放映的持续推进，安丘
农村电影市场再度活跃了起来。在安丘市电影
公司简陋的会议室的东侧墙上，贴有一张放映
进度一览表，该市800个行政村以镇、街道为
单位在一览表上依次排列，每个行政村的放映
进度都体现在一览表上。

记者注意到，从今年5月份开始，有的村
庄今年已经放映3次，多数村庄都已放映2次。
由于宣传、服务到位，标准化放映以来，小村
观众达到一百来人，大村观众达二三百到四五
百人，个别大村甚至达到七八百人、上千人。
“我父亲当一辈子电影放映员，我也从事了一
辈子电影放映工作。很庆幸自己坚守了下来，
迎来了农村公益电影的春天。”站在韩家王封
村的放映点，王荫富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刚参加
工作时的情景。

推进标准化放映 辅以对口科教片

安丘农村电影市场活起来了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18日，潍坊市职工文化体育

协会成立大会在潍坊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协会将通
过实现资源共享，凝聚人才、群策群力，创新打造
潍坊市职工文化体育活动品牌。

潍坊市职工文化体育协会是群众性的全市职工
文化体育组织，是党和政府发展职工文化体育事业
的助手，是依法经市民政局审批同意、并接受其业
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而成立的非营利性的社团法人。
协会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聚焦“中国
梦”这个时代主题，把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作为文体活动的主旋律，将向上向善、求真求美
作为文体活动的永恒价值追求；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继承和弘扬潍坊坚实的文化传统，挖掘潍坊地
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鲜明的潍坊文化品牌。

职工文化体育协会成立

广告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李曙光 报道
去年以来，潍坊市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食

品药品环境违法犯罪，破获了一大批涉及范围广
泛、危害严重、影响重大的食药环违法犯罪案
件。一年半时间，该市公安机关共侦办各类食品
药品环境刑事案件69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24
名，发起全国协查3起，公安部督办案件9起，省
公安厅督办案件10起，打掉黑窝点413个、团伙
236个，涉案价值1 . 27亿元，办理食品、环境违
法行政拘留案件121起。图为潍坊市公安局民警
正在药店对药品进行例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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