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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翟晨曦 张恒运

“郭书记有事没事就到俺家里坐坐，一来二去，大家都
不生分。俺家里有啥时令蔬菜、瓜果都想着让他来尝尝。遇
到难事、烦心事俺也想给他拉拉，让他帮俺出主意、想办
法。”老党员蒋国平院子里种的大枣熟了，他第一时间打了
一捧送到了郭向东那里。来村里不到半年，鱼台县王庙镇冀
庙村“第一书记”郭向东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

能够让群众打心眼里认可，是因为在群众心目中，郭
向东是一个扎根基层想干事，密切联系群众能干事，主动
筹划工作干成事的好干部。

冀庙村位于王庙镇西南5公里，该村农业结构单一，
经济发展缓慢，农民致富主要靠外出打工；出村道路路况
不好，村里无集体经济收入，属于经济薄弱村，现有贫困
户3户5人，低保户20户33人，五保户5户。这些数字深深
地印在了初来乍到的郭向东心里。

驻村的第一天，村委会的一块墙皮脱落，把郭向东的
胳膊砸破了。“ 条件艰苦得超出预期，我感觉肩上的担子
沉甸甸的。我当时就想着，一定要改变村子的面貌，铺下
身子，给老百姓干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郭向东说。

经过几天的走访了解，他对工作渐渐有了思路：从当
前最迫切、群众呼声最多的事情入手。老村委会是八间平
房，房顶都塌了，郭向东筹资拆危房，新建了一个200余
平方米的便民服务中心。现在村委会的办公楼是废弃的小
学改建的，年久失修，郭向东垫资进行了整修。群众反
映，村里老年人比较多，文体活动场所少，郭向东改建了
三间老年人活动中心，把以前狭小的文化广场扩建成800
余平方米的大广场，组建舞蹈队并统一定制了服装。仅此
三项工程就花去了50多万元。

村子的点滴变化，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家
都说郭书记嘴勤、腿勤、能办实事。村里没有下水道，一
到雨天污水横流，村头的两个池塘垃圾遍布、臭气熏天，
群众意见很大。郭向东实地查看后，争取美丽乡村建设资
金100余万元，有效整治坑塘2处，清理了坑塘有害水生植
物、垃圾杂物和漂浮物，改善了村庄水环境；铺设下水管
道，目前工程正在建设中。地头沟渠多，群众下地干农活
往往需要绕路，苦不堪言。郭向东向县农开办争取便民桥
10座，很快就修建完成；他还争取到农田水利改造项目资
金4万元，项目即将动工。

冀庙村来了“ 郭书记”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王 强

与沙石乱堆、尘土飞扬的情况不同，运
河璟苑工地上完善的防尘措施让附近的居民
不再受到扬尘的侵扰，解除了入住新房居民
马玲的后顾之忧。

“ 以前住过工地的附近，那个时候防护
设施也少，开始施工的时候家里都不敢开
窗。而现在不仅工地上的物料进行了覆盖，
渣土车在驶出工地时还要专门进行清洗，道
路上没有遗留的泥土。”马玲告诉记者，虽
然新家旁边就是工地，但平时基本感受不到
工地带来的扬尘。

马玲的喜悦来自于济宁建筑工地扬尘治
理工作的持续推进。济宁市住建局要求各建
筑工地按照“ 围、洗、洒、硬、绿、盖、
密”，督导企业落实工地围挡封闭，配备车
辆冲洗设施和沉淀池，设置洒水降尘设施，
安排专人定时洒水降尘，裸露场地采取覆盖
或绿化措施，土方开挖时同步实施防尘炮降
尘，实行密闭运输，不能及时回填和运输的
土方采取覆盖等防尘措施。

按照要求，建筑工地要实现“ 八个
100%”，即施工现场100%围挡，路面100%硬
化，驶出车辆100%冲洗，运输车辆100%密
闭，裸露物料100%覆盖，特殊作业及扬尘地
块100%喷淋洒水，出入口路段100%清扫洒
水，暂不开发土地100%绿化。

与传统的工地不同的是，现在的建筑工
地上还专门设置了“ 防尘员”的新岗位。张
思腾今年26岁，在工地上干了4年多的安全
员，自施工开始，他负责工地上各项扬尘措
施落实到位。在运河璟苑工地，每一栋楼的
施工均配有一名“ 防尘员”。

张思腾为记者展示了一册本子，根据记
录，在土方作业阶段，一天有40余辆车，而
每辆车的冲洗时间至少要在40秒以上。在工
地内部设置有专门的雾炮与洒水车，一辆洒
水车每天要对工地进行8次喷洒。

“ 以前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往往回到家
里第一件事就是好好洗洗一身土的工作服，
现在在工地上待一天，都不会粘上土。”现
场生产经理朱秀嵩告诉记者，目前扬尘治理
的费用可以计入建筑成本内，这保证了工地
上近百万元的扬尘治理支出。

为实现建筑工地“ 24小时在线监控”，
做到工地监控全覆盖、无盲区，去年6月，
济宁市建筑工地远程视频监控平台建成运
行，并与济宁市智慧环保监控平台顺利对

接，实现了市县监控“ 数据一个库、监管一
张网、管理一条线”，确保对全市建筑工地
的实时监控、统一调度和信息共享。

记者注意到，在运河璟苑工地内设置有
多处摄像头和感应装置，一块显示屏上清晰

地显示出实时的PM10指数。“ 一旦超过预
定的数值，设在济宁市住建局内的监控大厅
会打来电话，我们也会采取一系列的抑尘措
施。”张思腾说道。

为了强化对各县市区住建部门建筑工地

扬尘治理的考核力度，济宁市住建局每周都将
对各县市区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情况进行督导
考核、组织排名，最后将排名情况上报。今年以
来，济宁市累计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检查
21805家次，行政处罚到位资金169 .1万元。

济宁多措并举治理建筑工地扬尘

工地旁没了“ 满地灰”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张翔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
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
人的歌谣……”9月17日，微山县微山岛镇西
张阿村荷园里，又响起《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琶》这熟悉的歌声，唱歌的是西张阿村贫困
户刘德华，一曲终了，游客掌声响起。

这个刘德华虽大不如歌星刘德华有
名，但来过微山岛旅游度假风景区的游客
都知道，生活在微山岛上的他在荷园里唱
红歌、唱军歌，把“红色渔乡，度假绿岛”唱
得淋漓尽致。

今年47岁的刘德华有过一段光荣的
军旅生涯。他退伍前在武汉市武警一支队
当兵，表现出色，曾在第四届国际杂技艺
术节担任方阵领；在横渡长江活动中受到
武汉市政府领导接见；1990年7月武汉接
连暴雨，他所在的部队奉命参与抗洪抢
险，他表现优异，抗洪抢险后他被批准加
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12月退伍回家。

退伍后，刘德华本以为可以在家安稳
地生活，不料关节肿痛，2007年、2008年甚
至一度因为剧痛丧失劳动能力。经治疗诊
断后，确诊刘德华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关
节炎，一个富裕家庭由此成为了贫困家
庭。

2014年，微山岛镇政府、西张阿村两
委经过认真核准，确立刘德华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类似低保等优惠政策也开始向他
倾斜。可是单靠政策兜底，远远解决不了
刘德华家的困难。刘德华一家5口人，妻子
常年在外打工，两个孩子上大学，自己还
要吃药，生活负担很重。

2016年，微山岛镇争取上级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16万元，刘德华和村里的其他贫

困户以此资金作为本金入股西张阿村旅
游专业合作社。西张阿村利用专项资金对
原有的生态荷园进行改造，每年将所得旅
游门票收入依股份对贫困户进行分红。
2016年11月，刘德华拿到了第一笔项目分
红金额，共计670元。2016年，微山岛镇再次
将上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0万元投入此
项目。刘德华由此得到了扶贫项目的扶
持，在脱贫路上踏出了第一步。

为了弄点营生，增加家庭收入，2014
年夏天，刘德华向村委提出，能不能利用
自己唱歌的特长在村内搭建一个点歌台，
唱军歌、唱红歌、唱微山岛的歌，以此吸引

游客。这一想法得到了村两委和镇政府的
大力支持。从此，刘德华的歌声开始飘荡
在微山湖上，他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琶》《微山湖》《小白杨》《说句心里话》等红
歌、微山湖歌受到游客的欢迎。为了赢得
游客的喜欢，他还自学了土琵琶、笛子等
乐器，可以跟随游客的船只进入湖内唱
歌，他还自学当地革命历史，给游客讲解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刘德华每唱一首歌，游客给他10元
钱，旺季一天能收入百十元，增加了家庭
收入。他告诉记者：“没有扶贫政策，这几
年真是没法熬。”

贫困户刘德华：唱着“ 红歌”脱贫

广告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张美荣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28日上午，2017年度兖州区“ 戏曲

进校园”活动走进区实验小学西校区，来自兖州区豫剧团
的行家们，为学生们带来了《 南阳关》《 对花枪》《 包青
天》等多部经典曲目选段。据悉，“ 戏曲进校园”活动既
是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的重要内容，更是全区文化惠民工程
重要文化活动之一，能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兴
趣，激发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截至目前，“ 戏
曲进校园”活动已走进兖州17所中小学校，受益师生1 . 5
万余人。

兖州区开展

“ 戏曲进校园”活动

刘德华的歌声吸引了游客。（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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