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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景阳 刘磊
本报通讯员 赵维海 张学博 弋永杰

20名员工，8名党员，从建队至今仅10个月，
顺利完成矿井微震监测系统、应力监测系统、矿
压在线观测系统安撤等重大任务。

敷设和回撤各类监测电缆3万余米，实施钻
孔卸压工程6万余米，研究取得防灾治灾成果11
项，实现创新创效1000余万元。这是山东能源淄
矿集团亭南煤业灾害治理三队，交出了一份令
人欢欣鼓舞的防灾治灾答卷。

打造“学习型”团队

培养防灾治灾人才

7月30日下午，记者在灾害治理三队监测
室，看到该队几名监测技术人员正围着该公司
防冲副总工程师唐忠义饶有兴趣地咨询问题。

“我们正在对近期的微震事件分布情况及
应力在线传输数据进行分析，引领监测人员学
习总结采场围岩运移规律和灾害治理方法。”唐
忠义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开采延伸，亭南矿井矿压显现
明显，防冲成为防灾治灾的重点。为此，该公司
于2016年9月份专门成立灾害治理中心，下设三
个队。其中，三队为主力队，负责矿井防冲研究
和卸压工程施工。

由于是新队伍承担新课题，所以灾害治理
三队把学习防灾治灾知识作为干好工作的首要
任务。他们坚持边学边干，充分发挥专业人员

“传帮带”作用，建立“领军人物”引领机制。不仅
如此，他们邀请公司防冲专业“领军人物”、副总
工程师唐忠义，从微震监测、矿压监测、应力监
测、巷道变形观测4个方面对技术人员进行带兵
培训。同时，他们还建立了灾害治理学习交流网
络平台，由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出题，结合生产实
际为员工解惑释疑。目前，该队已开展各类培训
18场次，借助网络平台解决技术难题22个，员工
专业技能有了明显提升。

打造“创新型”团队

破解防灾治灾难题

“我以前干过掘进，对放炮工艺比较熟悉，
‘207顶板垂深孔爆破卸压’项目由我来认领。”7月
29日，在灾害治理三队课题攻关研究会议上，队长

曹延福主动认领了防灾治灾研究课题。
灾害治理三队突出“问题导向”，针对防灾治

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成立课题攻关小组，围
绕打钻、装药、封孔、放炮等卸压环节及工艺，由小
组成员主动认领课题攻关，做到人尽其才。

同时，该队积极“借脑借智”，建立了专家帮
扶机制，聘请外部专家、资深博士长期驻矿帮
扶，参与卸压工程的生产组织、科学指导。此举
将科研院校研究成果及其他单位成功经验，用
于本单位灾害治理，切实破解防灾治灾过程中
的难题。同时，他们注重引进先进检测设备，由
外部专家现场指导，利用便携式微震探测系统
对矿井进行CT扫描，根据扫描结果和冲击地压
强弱有针对性地采取卸压措施，真正达到了“对
症下药”、“精准治灾”。

截至目前，灾害治理三队强冲击综放工作
面CT扫描反演优化钻孔布置减少卸压工程量、
207工作面1号区域冲击危险源采前震源CT探测
技术研究、顶板深孔快速装药爆破技术应用等
10余个项目获得了集团公司创新创效奖。

打造“实干型”团队

攻克防灾治灾堡垒

“与田峰从运输顺槽往回风顺槽扛水泥7
袋，与张森等人在回风顺槽装药注浆封孔3个。”
7月31日中班，灾害治理三队跟班副队长、党员
常宝平上井后，在《党员日常实践清单》上写下

了自己当天的工作情况。这是该队坚持实践导
向，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一项具体举措。

他们按照争做“四讲四有”共产党员的标
准，结合岗位实际制订岗位引领目标，并将其与

“双争”竞赛、“党员登高”相结合，制订了量化考
核标准，制作了党员登高管理牌板，对党员每月
进行考核。在考核成绩评定党员星级数的基础
上，他们及时在管理牌板上张贴亮相，增强了党
员的创先争优意识。

面对人员少、防灾治灾任务重的实际，该队
党员干部扑下身子，干在实处，积极冲锋在防灾
治灾的最前沿。党员、技术员胡强强和田峰，每
天早早来到监测室，对前一天的微震数据进行
查看。他们根据微震能量大小及分布情况，确定
下井路线，然后到现场进行实地探查，对损坏的
线路及时进行修复，每班下井行走路程超过1万
米。党员、副队长蒲忠刚、左宏强、常宝平每天在
现场跟班，与员工一起打钻、接钻杆、清捞煤泥，
真正做到了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党员带了头，员工有劲头。在党员干部地示范
带领下，该队员工聚成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无论
工作任务多么艰巨，都能齐心协力冲得上拿得下，
没有一句怨言。他们忠诚践行了“困难面前有我
们、我们面前没困难”的精神，在与大自然的艰苦
斗争中，努力将自己锻造成了煤矿防灾治灾前沿
的一支锋利“尖兵”。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22日，记者从淄博市商务局

获悉，为进一步激发该市农村电子商务的创新动
力、创造潜力和创业活力，打造一批农村电子商务
集聚度高、发展特色鲜明的镇（街道）、村，淄博市
商务局近期开展了第二批市级电子商务示范镇、
示范村创建工作。淄川区龙泉镇等7个镇（街道），
博山区博山镇上瓦泉村等10个村成功入选。

据了解，截至目前，淄博市已成功创建市级
电子商务示范镇12个、示范村15个。下一步，淄
博市将继续聚焦农村电商发展，充分发挥电子商
务在适应和引领农村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进一步释放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潜力，促进农
村增收致富，同时，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提升
发展质量，更好地发挥“电商村”在推进农村电
子商务中的示范带头作用，不断深化创建成效。

淄博成功创建第二批市级

电子商务示范镇、示范村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21日，记者从淄博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了解到，按照公安部139号令有关规
定和山东省交警总队文件要求，淄博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每月按照考试合格率对全市37家驾驶
培训机构培训质量公开排名。

根据排名，7月份驾校培训质量第一名是淄
博万谷驾训公司，合格率85 . 3％。排名最后一名的
是淄博京安驾训公司，合格率69 . 7％。与5月份相
比，全市37家驾校除淄博京安驾训公司考试合格
率下降外，其余驾校考试合格率均有明显上升。第
一名淄博万谷驾训公司7月份合格率（85 . 3%）比5
月份合格率（83 . 5%）又上升了1 . 8个百分点。

淄博市交警支队公布

7月份驾校培训质量排名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冯萍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20日，张店发布《关于对环

境问题有奖举报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欢迎
市民通过12345民生服务热线反映环境问题。

《通告》称，自8月21日至9月20日期间，凡举报
油烟、噪音、扬尘、垃圾清理四类环境问题，并经查
证属实的，根据问题危害程度，视情给予举报人
2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张店区12345民生
服务热线 2 4小时受理市民举报，举报电话为 :

“12345—00#”，8：30至17：30为人工接听受理，17：30
至次日8：30为电话留言录音受理。

张店：举报四类环境问题

最高奖励1000元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以来，周村区围绕“讲政

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12字标准，开辟“四个
课堂”，突出抓好组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一是“固定课堂”领学，坚持周五半天学习日
制度，采用领读领学、专家讲学、轮流演说、影像教
学等手段，开展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二是“岗
位课堂”精学，以村（社区）“两委”换届、基层党建
大督查、干部“大数据”平台管理等相关业务为重
点，开展系列专题培训。三是“网络课堂”帮学，建
设“智·惠”党建云平台，通过门户网站、手机APP
客户端，开展在线学习，打造组工干部“智学”课
堂。四是“实践课堂”促学，开展“集中调研月”活
动，结合全市重点调研课题，组织组工干部深入一
线调研，参与信访维稳、精准扶贫、违建拆迁、环保
整治等重点工作，使组工干部在面对面联系服务
群众中，增强处理复杂疑难问题的能力。

周村：“四个课堂”

打造学习型组工干部队伍

“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
——— 亭南煤业灾害治理三队打造防灾治灾“尖兵”纪实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刘长辉 王新文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4日，记者来到淄博市周

村区南郊镇山旺村，村民王海正在大棚里做草
莓种植前的准备工作。“俺种了2个大棚，年收入
10万元，终于摘了贫困户的‘穷帽’。”王海说。

山旺村是一个人口不足500人，村民年人均
收入不到9000元的小山村。近年来，通过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让山旺村“火”了起来。

早在2012年，村党支部书记鹿胜林听说了
农业综合开发对贫困山区的扶持政策，就积极
对接周村区农业综合开发办，成立了董永山农
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吸引社员63人。合作社充
分发挥蔬菜栽培技术优势，带领社员大力发展
大棚蔬菜生产，面积达400多亩，合作社统一供

种、统一用肥、统一用药、统一运销、统一生产标
准、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品牌管理，质量有保证，
价格更稳定，激发了社员的积极性。

“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我们觉得单纯种植
蔬菜，产品附加值较低，必须向特色蔬菜、趣味
采摘转型，发展特色农业，才能带领村民快速致
富。”鹿胜林说，“上级农业综合开发部门出资，
帮我们上设备，组织培训，引进了德瑞特黄瓜、
黄金西红柿、翠玉苦瓜等新品种，并主攻草莓、
西瓜、西红柿反季趣味采摘。从‘元旦’到‘六一’
传统旅游淡季变成了我们的采摘旺季，每天采
摘人数达200余人次。”

随着合作社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山旺村先
后注册了“旺禾”、“旺彤”牌商标，各类蔬菜远销
省内外各大中城市，形成了“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发展格局，辐射带动周边蔬菜种植群众
400余户，每年增收400余万元。合作社也被评为
“市级蔬菜标准园”“新型农村科技培训实践基
地”“山东省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全国蔬菜
标准园”。

2016年，合作社新上200万株蔬菜工厂化育
苗基地项目，配套采摘园、家庭农场、观光木屋、
休闲酒窖等景观配套设施，填补周村区蔬菜集
约化育苗产业空白，着力打造以蔬菜生产为起
点，涵盖水果、花卉、五谷杂粮、特色旅游、食宿
观光的特色农业产业链，使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15000元以上。

昔日贫困小山村，成为同心同德、共奔富路
的美丽乡村，社员们逐渐过上了红红火火的好
日子。

农业开发“火”了山旺村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张晓慧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18日上午，淄博市张店

区湖田街道联合辖区爱心企业开展“衣暖人
心”爱心企业“精准扶贫”捐赠仪式，辖区8
个爱心储备站负责人、夕阳红敬老院负责人、
部分贫困户参加了捐赠仪式。

记者了解到，湖田街道农村贫困户159户，
其中老弱病残占了绝大多数。去年，湖田街道创
新思路，在8个村建立精准扶贫爱心储备站，发
动广大党员群众及爱心企业积极为贫困户捐赠
物资。此次精准扶贫的捐赠方是淄博恒迈服饰
有限公司佳佳乐服饰工厂店，向湖田街道8个爱
心储备站及1家敬老院捐赠物资360件，另外，来
自上湖村、下湖村等多个村居的16名贫困户还
现场挑选、试穿、领取了捐赠物资。

“我们一直把关注社会公益事业，重视社会
责任，做优秀企业当作我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创造企业价值的同时，积极开展各项
社会公益活动，真正做到取之社会，回馈社会。”
淄博恒迈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去年以来，湖田街道严格按照市、区扶贫
开发工作部署，创新思路，扎实工作，一方
面，湖田街道创新发展“专业户+贫困户”土
元养殖家庭化产业扶贫项目。该项目依托养殖
“专业户”——— 淄博响水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带动36户“贫困户”发展土元养殖。今
年6月，第一批土元回购，贫困户靠自己的努
力赚取第一桶金。另一方面，举办“企业+贫
困户”精准扶贫专场招聘会，在招聘会上，来
自辖区的多家企业，针对贫困家庭的实际，适

当放宽了文化程度、年龄、工作经验等岗位要
求，提供了卫生保洁、垃圾清运、门票销售、
餐饮服务等精准扶贫岗位60余个，提供各类就
业岗位信息280余条。现场有20余人与招聘企
业达成了就业意向。

同时，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湖田街道融合
乡村旅游、土元养殖等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加
强淄博邮储银行与淄博玉黛湖生态乡村庄园、
淄博响水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对
接联系，不断加大金融扶贫工作力度，创新实
施了“金融+产业”金融扶贫模式，加快贫困
群众增收致富的步伐。除此之外，湖田街道创
新实施的“爱心储备站”持续发力，医疗扶
贫、“文化旅游+贫困户”、兜底保障救助等
一系列扶贫措施和政策正在向纵深推进。

张店湖田街道：衣暖人心 精准扶贫

亭南煤业灾害治理三队建立了灾害治理学习交流网络平台，由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出题，
结合生产实际为员工解惑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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