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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党员篇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朱虹

10月15日早上7点，莱芜市雪野旅游区雪
野镇官正村西南的山场里，推土机、挖掘机、
运输车轰隆隆的声音唤醒了宁静的小山。身穿
迷彩服的村党支部书记张俊佳从山下一路上
来，边走边看。

“张书记来了啊。”在一处小拦河坝施工
现场，村民陈法禄笑呵呵地迎上来，在几步远
的地方停下，举起右手，打了个极不标准的军
礼。村支书张俊佳笑着回了一个军礼，嘱咐了
一句：“叫他们注意施工安全，看好工程质
量。”

“放心好了，张书记，我盯得紧着呢。”
陈法禄说。

一路走来，看见他的村民，无论是开车
的，还是扛材料的，都是先来个军礼，再打招
呼。

2015年底，投资10亿元的乐嬉谷项目落地
官正村。由于村民看不懂项目前景，不愿交
地。张俊佳临危受命，担任官正村党支部书
记，就是要推这个项目。

今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300多位村
民围堵在村委院子里，阻挠项目开工。办公室
的玻璃都被砸碎了，张俊佳的铺盖也被扔了出
去。

情急之下，张俊佳一步跨上一个台阶，对
着情绪激动的村民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用自
己最大的声音喊道：“乡亲们，请大家相信
我，我会用3到5年时间，把村里欠下的账款全
都还清。我会公平、公正、没有私心地干好每
件事，对待每个村民。”说完，他又敬了一个
军礼。

骚乱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大家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慢慢地散去。

在村民的推搡中，张俊佳的左手小指骨折
了。他咬了咬牙，将小指扳正位，在零下十几
度的室外，疼出了一头汗。

对于军人出身的张俊佳来说，军礼就是承
诺。

打那起，张俊佳白天在村里的各工地现场
忙碌，晚上跑到老百姓家里去拉家常。他还按
承诺偿还了村民手中的历史欠款。

诚心换真心，官正村的村民逐渐接纳了这
位外来书记。村民地里的蔬菜收了，给他送点
儿；有的人做了热乎饭，也给他送点儿。

3月份的小雪天，96岁的抗美援朝退伍老
兵朱思江老人给张俊佳端来一盘热乎乎的韭菜
肉馅水饺。看着张俊佳大口吃完，老人湿润着
眼眶说：“孩子，你不要怕吃苦和受委屈。老
百姓看到你实心实意为村里下力，慢慢就都会
理解和支持你的。你不能忘了咱们部队上的好
传统，要用党员的职责、用军人的好作风，把
咱们这个乱村治好。”

说完这话，这位老革命颤颤巍巍地给他敬
了个军礼。

这个军礼印在了张俊佳心里，成了激励他
干好工作的动力。

现在，这个村很多村民都习惯用行军礼这
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位村支书的朴素感情。

一个军礼，是官正村村民跟村支书张俊佳最亲切的打招呼方式———

军礼敬出鱼水深情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王凤娟

10月14日，在莱芜市钢城区汶源街道小
上峪村黄山子上，一位老人在儿子的陪同
下，蹒跚地走在通往山顶的路上。

1个小时后，老人在山顶一棵碗口粗的
松树下停了下来，从树旁边的泉眼里捧起一
捧泉水，一饮而尽。

这位老人名叫董宣和，今年已83岁。他
以前是住在山上的，从去年开始因为身体的
原因，被儿子接到家里住。儿子答应他，每
个月都带他来这里看看，尝一口山泉水。

20年前，黄山子是一片荒山，寸草不
生，满山上滚的全是碗口大的石块。如今，
这里已是满山苍翠，山泉汩汩流。

让这里变了模样的，正是有着59岁党龄
的董宣和。

1997年，63岁的董宣和不顾家人的反
对，承包了黄山子，并把家安在了山脚下。
“给我4年时间，我如果绿化不起来，叫我
干啥我干啥！”董宣和当着村干部的面立
誓。

村民们都笑他傻：“满山都是石头，土
没有二指厚，又没有水，要这个干啥？”

为了刨树坑，他用坏的镐头不计其数。
山上没水，他一担一担从山下往上挑。每次
回到家，累得连饭都没力气吃，就“像泥巴
一样”躺在床上睡着了。

没白没黑，拼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
黄山子上有了一点绿意。

4年后，董宣和的“豪言”实现了———
山上的树木越来越密。

2001年春天，董宣和与老伴在山下休息
时，发现附近有处地方透着湿意，试着往下
挖了挖，不想挖出了一股细细的水流。

这让董宣和喜出望外：“山上有了泉
子，是种的树起到了水土保持的作用！”

后来，董宣和发现，随着山上树的增
多，那处泉眼的水流也越来越大。为了方便
浇树，他把泉眼用山石垒起来，形成一个1
米见方，50多厘米深的水池。这个池子常年
有水，从没断过流。

需要种树的地方就剩山顶那片了，董宣
和就把山脚下的“家”搬到了山顶上。一年
前，奇迹发生了，在山顶上，他又挖出了一

眼泉水。“这是树娃娃们给这座黄山子最好
的回报。”老人感慨地说。

每次子女们来帮忙的时候，都爱喝这里
的山泉水。后来，董宣和特意引水下山，免

费供村民饮用。
20年，董宣和在黄山子上栽下了4万多棵

树，昔日的黄山子真的变成了“金山”，这
让村民们看清了一位老党员的为民情怀。

倔强老党员让荒山秃岭变成了“金山”———

山泉水映衬为民情怀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10月12日早晨，在山钢集团莱芜钢铁集
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板带厂的休息室里，刚
下夜班还没来得及吃饭的青年党员李超，从
橱子里拿出个工具包，帮同事杨肖辉修音响
设备。

用了20分钟，他找到了故障——— 有个电
位器坏了，换了个新的。杨肖辉要给他维修
费，被李超谢绝了。

李超的工具包里装了3样工具：万用表、
电烙铁和一套螺丝刀。在10年的志愿服务过
程中，他背着这个工具包走遍了十里钢城，
成了钢城尽人皆知的志愿者“明星”。

李超是学电气化专业的，2007年毕业后
进入板带厂，与厂里的劳模孙钢分在同一车
间。从那时起，他便把孙钢师傅当成了自己
学习的榜样，并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里。

2007年11月，厂里的志愿服务队要到炼
钢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李超买了个工具包，
就去了。

没成想，第一次参加志愿服务便碰到了
难题：老职工吕大爷的收音机坏了，他不会
修。

从那以后，李超的工具包里多了几本关
于家电维修的书，一有时间就会拿出来翻
看。两个月后，吕大爷的收音机修好了，李
超亲自送了去。

2008年11月，李超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要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处
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孙钢师傅告诉他。

每天都有人上夜班，为此，厂里给每个
班都配备了一台微波炉。由于使用的频次很
高，微波炉经常坏。以前坏了就只能再买个
新的。有一次，李超班上的微波炉坏了，李
超自己动手，把微波炉给修好了。

从那以后，全厂80多台微波炉不管哪台
坏了，都来找李超修。光这一项，每年可为
厂里节省费用3万多元。

那几年，李超还为300多户社区居民修好
了110多个电饭煲、30多台热水器、40多台电
磁炉，买零件的钱超过8000元。

2013年11月，李超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
党。党员宣誓完毕后，孙钢师傅又告诉他：
“要给身边的人带个好头。”

从那以后，李超背着工具包的身影开始
出现在贫困学生、孤寡老人和困难职工的家
里，出现在需要帮助的人的身边……

李超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在影响着身
边的同事。

今年8月份，板带厂与运行车间职工郭
倩找到李超求助，原来她听说友谊路小学的
桌椅破损比较多，想去给修一下，但自己一
个人干不过来。李超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而
且同事刘东伟、朱兆光也主动要求帮忙。

今年，李超被厂里评为了优秀共产党
员，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最近，厂里还要
成立“李超志愿服务队”。

立志向榜样学习，青年党员李超自己也成了榜样———

工具包见证10年志愿服务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10月13日，在山东华通磁电设备有限公
司，董事长魏丕国接到了残疾人朋友张峰特
意打来的电话，感谢魏丕国在国庆期间看望
他们十几个残疾人朋友。

帮助别人，是魏丕国这些年做得最多的
事。20多年来，魏丕国磨坏了上百副双拐，
把企业办得红红火火，为国家多上缴了近
1000万元税款。

魏丕国自幼患小儿麻痹，8岁那年才拄
上第一副双拐。在母亲的帮助下，用了一年
多时间，才学会站立。

“上小学时，第一次读了《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上初中后，自己买了一本又读了

一遍，我就想像书里的主人公那样活，不虚
度此生。”身残志不能残，魏丕国发誓“要
活出个人样”来。

这些年来，不管多苦多难，魏丕国都坚
持自己劳动谋生。他和妻子一起修过钟表，
修过摩托车。

一次偶然机会，他发现了一种用于煤铁
矿的设备在莱芜无人生产。经过潜心钻研，
他制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式磁选机。

1999年，魏丕国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我从办厂以来，自始至终就想为残疾

人朋友服务。”魏丕国说。
本村残疾人张正华，腿有残疾，妻子和

孩子都是智障，没有收入来源，家庭困难可
想而知。魏丕国为张正华提供了工作岗位，
还为张正华申请困难户。现在在他的公司

里，有十几名残疾人。
办厂初期，有许多假冒福利企业找到魏

丕国，提议每月给他点钱，希望他充当自己
公司员工，以此谋取利益。“这不是拿残疾
人说事么？”这让魏丕国从心底非常反感，
明明可以申办福利企业的魏丕国，更要作为
一般纳税人向国家缴税。魏丕国对厂里的残
疾人员工说：“公司向国家所缴的每一分税
款里，也都有你们的一份。这是你们在工作
岗位上的辛勤劳动创造的。”

魏丕国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着公司每一
个人。“虽然是残疾人，但我们不是废
人！”张正华说。

2014年，魏丕国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代
表，在北京受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的亲切接见。

残疾人党员魏丕国坚守“一般纳税人”企业身份，20年来———

磨坏百副拐 多缴千万税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刘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截至10月14日，莱芜市免费无线
网络覆盖项目已完成外围线路布设和室内场所布线
工作，施工单位正加班加点进行室外施工。

这个项目将建成覆盖主要政务服务区域、广
场、公园等23处重点公共场所的免费无线网络，向
公众提供免费、安全、优质上网服务，预计11月底
前投入使用。

免费无线网络覆盖项目是莱芜市智慧城市建设
的重要网络基础设施和一项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建
设内容包括：一是实现无线网络覆盖，在政务服务
区域、广场、公园、长途汽车站、重点商业区域等
公共区域实现无线网络覆盖，在覆盖区域内的醒目
位置张贴统一的免费无线网络服务图标。二是进行
大数据分析，通过无线网络定位系统，对各个公共
区域的人流量进行实时数据分析，服务于政府城市
管理。三是建设无线网络安全系统，建设无线网络
安全防御措施，增强公共无线网络平台的整体安全
性，确保用户使用安全，同时建设网络信息审计系
统，结合手机实名认证，做到不良信息可追溯。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鹿振林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0月10日上午，2017年森林城市
建设座谈会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会上，国家林业
局授予莱芜市等19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国家森林城市”是评价一个城市绿化成绩的
最高荣誉。其评价体系涉及森林覆盖率、城市森林
健康、生态旅游、城市生态文化、城市森林管理5
大主要指标及40个分项指标。

莱芜市2014年启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以
来，牢固树立“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
林”的理念，精心组织，强力推进，初步形成了
“森林围城、森林进城、森林绿城”的城乡综合绿
化格局。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6 . 02%，城区
绿化覆盖率达到43 . 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8 . 47平
方米，实现了由“钢城”向“绿城”的转变。

莱芜获授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全市23处公共场所

将可免费上网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冯建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0月17日是“全国扶贫日”。10月
12日晚，由钢城区扶贫办、莱芜市蟠龙梆子文化创意
发展有限公司筹办的微电影下乡放映启动仪式在里
辛街道办事处前朱山村的文化广场上举行，近百名
村民观看了首场微电影作品《俺不是贫困户》。

《俺不是贫困户》由韩克执导、蟠龙梆子公司
制作出品，讲述了精准扶贫工程开展以来，老贫困
村依靠各级扶贫政策，发展了庭院葫芦种植、手工
艺制作、管材加工等扶贫项目，贫困户李秀莲、侯
志泉、大华子等人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

这次电影放映同时拉开了钢城区第四个“全国
扶贫日”系列活动的序幕。该系列活动包括开展特
困群体“一对一”志愿帮扶、“四认领”帮扶、
“公益中国”扶贫行及送戏下乡等。

微电影放映开启

“全国扶贫日”系列活动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张敏 报道
本报莱芜讯 9月29日晚，第10届山东省泰山

文艺奖在济南揭晓。由莱芜梆子剧团申报的新编历
史剧《嘶马河》分别荣获泰山文艺奖编剧作品奖和
音乐作品奖。

《嘶马河》讲述了汉永寿年间，廉吏韩韶担任
“嬴县”(今莱芜)县令时公正廉洁、为民办事的故
事，歌颂了韩韶以民为本、清正廉明、恪尽职守的
坦荡胸襟。

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是经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
的全省文艺界的综合性文艺大奖。

莱芜梆子《嘶马河》

获泰山文艺奖

今天，党的十九大胜利开幕了。在中国共
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的5年里，共产党
员传承历史光荣传统，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在这组对莱芜优秀党员的采访中，我们深
切地感受到，党性不是虚无缥缈的，它体现在
一次次乡亲们的军礼中、体现在一捧清澈的泉
水里、体现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具包里、也体
现在被磨坏的一副副双拐中。党性是人性的升
华，也是对党性最生动的诠释。

■记者感言

党性

是人性的升华
□ 于向阳

10月15日，在乐嬉谷项目施工现场，看见
半空里运水泥浆的吊斗晃晃悠悠，明显是驾驶
员技术不行，张俊佳当场就发火了：“叫他们
好生注意点安全！”

●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进一步规范。对“三会一课”、组织生活
会、谈心谈话、请示报告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统一规范，并分别制订
镇（街道）、农村、城市社区、机关事业单位、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等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意见。

●打造特色鲜明的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和基层党组织“主题党日”实践
活动基地。依托莱芜战役纪念馆、茶业口镇抗日旧址、小三线建设“备战
备荒”旧址和泰钢、房干等艰苦创业典型，规划建设系列教学展馆。

●部署推进“示范支部”建设，23名市级党员领导带头，每人联系
一个基层党支部，率先将所在支部和联系支部打造成“示范支部”，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及过硬支部建设。

●开展“达标党支部”争创活动，按照“五有”争创标准，利用3
年的时间，打造一批过硬支部示范群体，充分发挥“走在前、做表
率”的示范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全市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

●建立常态化教育、党员积分管理、“达标支部”争创、“党性体
检”、“以上率下”等5项机制，确保党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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