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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徐念川 袁军

“没想到，我们小两口还能和《十九大报告》中的内
容挂上钩。”10月19日，看到《报告》中“开展移风易
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的字眼，汶上县杨店镇王海村的
朱吉晨兴奋地说。今年4月份，他和妻子郑胜杰经人介绍
结婚，妻子不光没要一分钱的彩礼，还掏出自己打工挣的
钱，帮他成立了装饰公司，成为镇上“不要彩礼、自创家
业”的典型。

朱吉晨清楚地记得，4年前，堂哥结婚，拿了6 . 6万元
的彩礼。后来，堂嫂坦言，当时自己也不想要，可是怕街
坊邻居笑话，就要了。“万紫千红一片绿”“三斤三两”
“一动一不动”……受传统思想、陈旧习俗影响，当地婚
丧事大操大办、天价彩礼等不良习俗普遍存在，一些乡村
甚至出现“因婚致贫”“因婚返贫”“因丧欠债”等现
象，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

近年来，汶上县抓住红白理事会、红娘协会两个牛鼻
子，立下村风民规，推行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同时实施
“以文化人”工程，发挥典型带动作用，红事要“天价彩
礼”的少了，白事铺张浪费的也被“大碗菜”取代了，乡
村呈现出文明新风尚。

针对女方攀比和职业媒婆从中谋利造成的“天价彩
礼”现象，汶上县成立了由各村妇联主任和计生专职为成
员的红娘协会，发挥她们熟悉村情、善于沟通的优势，让
她们义务给适龄青年介绍对象，同时引导未婚女青年树立
健康向上的恋爱、婚姻、家庭观。

“两人没感情，结了婚不努力，要再多的彩礼有啥
用？”郑胜杰说。如今在汶上县，“彩礼”变成“创业资
金”，成为年轻人追求的新时尚。丈夫朱吉晨学的是环境
艺术专业，非常有上进心，结婚后，她主动掏出此前在外
地打工挣的钱，帮助他在县城成立了一家装饰公司，生意
做得顺风顺水，如今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已经挣回了当
初成立公司的本钱。

“原来谁家嫁闺女收的彩礼越多脸上就越有光，现在
大家都以不要彩礼、讲文明为荣。”朱吉晨说，短短四五
年的光景，这一反一正的变化令他着实没想到。为了让老
百姓转变观念，当地一方面通过设立红白理事会、完善村
规民约等方式健全“硬”的机制，另一方面通过选树“不
要彩礼的好媳妇”、开展“以文化人”工程等方式，为老
百姓重建“软”的价值观念，收效显著。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0月20日，记者从济宁市人社局获悉，从

10月15日起，经批准，济宁市规模以上企业可以开展岗位技
能人才水平自主评价认定。这意味着，今后初级、中级、高
级、技师等四种技能人才评价等级可在企业内部完成。

根据刚刚印发的《济宁市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办
法》规定，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职业(工种)范围为：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和职业技能等级目录内的职业(工种)，全
国(省、市)统一鉴定的职业(工种)除外；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和职业技能等级目录外的职业(工种)，应具有国家职业
标准或国家认可的相关职业技能规范。企业技能人才自主
评价技能等级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家职
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
资格二级)。企业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工作，向同级职
业技能鉴定机构提出申请；其中，县(市、区)开展技师(国
家职业资格二级)技能等级自主评价工作的企业，经县
(市、区)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审核同意后，向市职业技能鉴
定机构提出申请。

据了解，企业职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符合条件的可申领职业技能提升补贴。通过企业自主
评价取得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和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
级)等级证书的职工，纳入各县(市、区)高技能人才发展计划
任务目标。其中取得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证书的，可
申报济宁市有突出贡献技师、济宁市首席技师的评选。

技师评定

可在企业内部完成

结婚不要彩礼

成新时尚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陈雷 韩娟

“刘老今年84岁，脑梗，孩子们都在
外面跑运输，每次不舒服打来电话，我都
得去一趟，白天晚上都一样。”10月18日
早晨8点36分，家住微山岛镇墓前村的乡
村医生张波刚出急诊回家，作为山东省第
十一次党代表的他心系十九大，“现在刘
老没事儿了，我也正好回来赶上听《十九
大报告》了。”

张波行医，仁心仁术，已经被多次报
道，问起那些欠他的账都还上没，张波特
别坦然地回答：“没有，张记者你那年
（2013年）来采访时是43万元吧，现在得
有50多万元了。”他说，大伙儿都习惯并
且认可这种“先看病后付费”的模式了，

有钱就给，没有先欠着，也在不少地方推
广，虽然借出去的多了，但大家都挺有诚
信意识，手头宽裕了就来还，所以形成了
良性循环。

“特别是咱们微山县医联体开展以
来，有的病情我这里解决不了，就帮忙联
系县医院，让他们直接去县医院，一些没
来及带钱的，就临时从我这里拿。”说到
这，他给记者看他的医联体微信群，“殷
允硕，男，10岁，腹部彩超，阑尾，一个
半小时到医院，请帮忙安排”；“张令
新，男，39岁，咳嗽喘憋胸前区疼痛，前
往医院请安排住院，明早到”……群里几
乎每天都有张波推送的消息。

“原来病患和家属去县医院，经常找
不到地方，现在提前联系好，他们到医院
时，就有专人等着，还享受绿色通道，为

患者节约了时间。在群里和各个科室的专
家沟通，对病情也大有益处。”张波告诉
记者。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
忧’，其中就有‘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医养结合，是当下需要积极探索的
一条路。”看完《十九大报告》直播，张
波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岛上，留守老人占全部老人的
80%以上，年岁大了，心脑血管疾病多，日常
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比如昨天来找我的
程大娘，74岁了，子女都在济南，最近经常
头疼，也是因为脑梗，跟我说，总是忘了自
己吃没吃药。”张波告诉记者，他希望探索
实践出新的社会化养老模式，比如：子女拿
出来一部分资金作为养老院的建设资金，

成为养老院会员，会员的父母入住，吃饭住
宿不收费，因为会员资金的利息就差不多
够用，生病治疗收取医药钱，会员父母离开
养老院，建设资金如数归还。“我在岛上挨
家挨户地问过，大多数都说赞同。”张波告
诉记者，再比如，邀请企业参股，或者申请
精准扶贫项目等。

“我这边的墓前村养老幸福院，是民
政局的扶贫项目，放在我医院里，目前正
在进设备，像一键呼叫器手环，给65岁以
上老人戴上，能呼叫，能定位。”张波
说，过了年，村里的老人就能入住了。此
外，中央、省里拨款以及企业赞助建设的
微山湖老年护理院也计划元旦期间开院，
迎接周边老人入住。“下一步，在医养结
合方面，还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张波满
有信心地表示。

先看病后付费，医养结合，乡村医生张波———

探索实践新型社会化养老模式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徐念川 袁军

10月18日，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作的
《十九大报告》，汶上县杨店镇庙口村党
支部书记贺传平心潮澎湃，尤其是对《报
告》中提出的“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
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他有深切的体会。

近年来，贺传平带领全村开展多种形
式的适度规模化种植，全村4300亩耕地，
土地流转率达90%，农作物也由传统的
“一麦一棒”扩展为大豆、花生、核桃、

辣椒等。从去年开始，庙口村加入中国生
态农业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引进先进生产
技术，提高农产品价值，每亩地纯收入由
原来的1000元增加到6000多元，村子也从
原来落后的集体经济空壳村转变为年收入
10多万元的富裕村。

为将土地集中起来种植，又减轻单个
大户流转土地的经济压力，庙口村鼓励成
立农业合作社，实现农业经营主体由农民
向农业合作社的转变。汶上县祥泽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2000多亩，每年按
每亩地1000元的标准付给农民土地流转
费。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青壮年的可
以安心到外地务工，年龄大一些的则到合

作社打工，收入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合作
社或种粮大户可以在集中连片的土地上开
展机械化种植，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种
植结构，享受适度规模化种植带来的红利。

“你看这个小麦，表面上和普通小麦没
什么区别，可其中的锌、硒含量分别高达
29mg/kg和2 . 70mg/kg。”将土地流转到少数
人手里后，贺传平意识到，单纯的规模化种
植还算不上现代农业，新技术、多样化背后
具有更大的潜在市场。去年开始，他们在中
国生态农业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指导下，
种植富硒小麦、黑花生、黑玉米。在小麦扬
花期和灌浆期分别喷施一次特殊叶面肥，
经过有机酶转化后，不仅大大提高了小麦

的锌、硒含量，每亩还增产20%—30%。
为提高产品附加值，村里还成立了面

业公司，生产富硒面粉、面条等。小麦经过
绿色环保的石磨工艺加工后，出面率可达
95%，价格高达每斤5元。黑花生富含花青
素、锌、硒，每斤能卖到40元。

为了让全村农民享受到科技和适度规
模化种植的红利，庙口村为富硒农作物种
植制定了一个“三年计划”。他们第一年先
用一小部分土地作实验，获取第一手数据。
第二年在赢得大家信任的基础上，开始大
面积流转土地种植。第三年则以专业合作
社为主体成立合作联社，让老百姓以土地
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联社，享受分红。

汶上县杨店镇庙口村引进先进技术，发展适度规模化种植———

原来一亩挣1000元，现在收入增5倍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卢兴鲁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从济宁市环保局获悉，9月份，济

宁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 4 . 6 8，同比改善
18 . 0%；细颗粒物（PM2 . 5）平均浓度为42微克/立方米，
同比改善20 . 8%；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为74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4 . 0%；二氧化硫（SO2）平均浓度
为15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44 . 4%；二氧化氮（NO2）平均
浓度为29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21 . 6%；优良天平均为21
天，同比改善26 . 1个百分点。

从县市区来看，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最好的是曲阜
市和鱼台县，最差的是汶上县；同比均改善，幅度最大的
是嘉祥县，改善幅度最小的是汶上县。细颗粒物浓度最好
的是太白湖区，最差的是金乡县。

9月份济宁“气质”

同比改善18 . 0%

在时间长河里，五年不过匆
匆一瞬，但对历史书写者来说，
却会因勇气和担当更加厚重，因
思想和笃行成为永恒，从而在时
代进程中留下深深印记。党的十
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
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五年，党的
十九大后，更将铺开崭新而壮美
的新画卷。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尹彤
本报通讯员 王世友 李勇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把企业、农
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
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
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
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句句说到我们心坎里了！”10月19日，济宁
市任城区越河街道竹竿巷社区主任张宝芳兴
奋地告诉记者，社区给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这就是在
贯彻党的决定，就是在筑牢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

近年来，竹竿巷社区从里到外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新修了道路、粉刷了墙壁、安装了
监控、通上了暖气……关键是，老百姓的精气
神都被带起来了。从社区的事我不理，社区的
宣传我不听，到现在积极参加社区活动，主动
担任楼长、志愿者等为居民服务，整个竹竿巷
社区居民已拧成了一股绳。而这些变化与任城
区细化党组织设置，健全完善区委—街道大工
委—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宇党小组
纵向到底的网格体系密不可分。

“我们社区有4个网格党支部和1个爱心
驿站党支部，44个楼宇党小组覆盖全社区。
上级有政策或工作，从街道、社区、网格，
直到楼宇层层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完成得又
快又好。”张宝芳介绍，平时居民有意见建
议可以直接反映给楼长或党小组，无法解决

的由党支部或社区协调。”张宝芳说，考虑
到居民不方便到社区反映，网格员会定期上
门“找事”，确保群众诉求通道通畅。

张宝芳说，十九大的主题里有一句是
“不忘初心”，我们就要一步一个脚印地为
居民办好事；要建立创城长效机制，保持社
区的创城成果；要维护好社区的和谐稳定。

而谈到商务楼宇党组织相对弱化、边缘
化问题，与仙营街道“驻地联建”的海能电
子商务产业园联合党委副书记文云波说，
“今年3月，我们产业园成立了联合党委，把
不具备单独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党员纳入联合
党委管理，解决了党员找不到组织的问题。
这大半年的时间，咱产业园从企业到员工，
各个干劲十足！”

任城区探索驻地街道与商务楼宇组建联
合党委，在海能电商园试点，扩大了党的组
织和工作覆盖。联合党委成立后，多次邀请
税务、金融机构等上门为企业服务；组织活
动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建立党组织和党员
所在企业双向评价机制；设立“党员先锋
岗”“党员责任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等，促进了企业较好地发展。

“下一步，联合党委会将多组织活动，
吸引企业参与，比如，和济宁职业技术学
院、济宁学院建立科技成果转换实验室，提
高企业的科技转换能力，和某证券公司合作
进行培训等。”文云波说，这些活动都将纳
入党建工作中，同时开展好组织学习、党员课
堂等活动，不断提升联合党委的凝聚力。

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孟一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我们现在正沿着这条路
子走，把山推研发中心打造成一个服务
区域产业的公共服务平台。”10月20
日，山推股份公司首席设计师姚友良介
绍。山推实验室重大仪器设备已加入省
市重大仪器设备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为
济宁及周边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及中小
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现已为产业集
群内企业进行了液压件实验测试、电气
件实验测试、关键零部件仿真分析、实
验人员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指导等技术
支持和服务，提升了集群内中小企业研
究开发和实验能力。

“大国重器需要‘智能芯’。”对
于姚友良这位曾经代表中国机械制造业
亮相央视《大国重器》的山推首席设计
师而言，《十九大报告》对于科技创新
的最新阐释无异于又一剂打在机械制造
业身上的“强心针”。

垃圾填埋场、建筑工地环境恶劣，
严重影响设备驾驶者的身体健康；抢险
清障危机四伏，动力强劲的工程机械大
有可为，却达不到安全要求……当“远
程控制”成为工程机械领域的时代需
求，为传统设备装上一颗能遥控的“智

能芯”就显得愈发重要。
“最初找到我们的是上海一家大型

垃圾清理场，他们需要一台能远程操控
的推土机，以改善驾驶者恶劣的工作环
境。”姚友良说，经过数月不分昼夜的
开发、实验、测试，第一台DE17R环卫
型无人驾驶推土机在2015年正式下线，
作为行业第一台可以遥控的大型设备，
新品一出，即点燃业内爆点，填补了技
术空白，也彰显了山推量身定制产品的
尖端研发能力。

近年来，山推重视科技创新，在智
能控制、电液控制、超大马力推土机动
力匹配、高效传动、履带润滑、可靠性
设计等方面取得了关键突破，掌握了一
批具有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
技术。全液压推土机系列产品的开发、
大马力推土机工艺技术和质量提升、润
滑履带产品系列的开发及量产化，以及
摊铺机、铣刨机系列产品的研发设计和
量化生产，已成功进入国际高端市场。

“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制造业的发
展目标是“数控”与“智能”。“山推开发
的新产品，除开始具备越来越聪明、操作
越来越简单这些特征外，还实现了设备运
行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监控。”用姚友良的
话说，这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变革，也让
山推从单纯的机械制造商向产品深度服
务领域延伸，很快，更注重节能环保高效
的智能工厂也将正式上线。

姚友良：

为大国重器安上“智能芯”

□记者 尹彤 报道
10月19日，竹竿巷社区主任张宝

芳(左一)向居民宣传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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