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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申艳丽

在日照老城区，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
当中年轻的52岁，年老的80多岁，常常头戴
小红帽，身穿红马甲，手里拿着消防宣传彩
页，在社区和学校周边向市民和学生发放。
在社区活动室内、幼儿园的教室里，他们又
摇身一变成了歌唱家、舞蹈家、诗人。他们
就是已经成立5个年头的日照九九老年消防志
愿服务大队。

老年消防志愿服务大队长王梅平今年81
岁，本该在家颐养天年，可他却选择了退而
不休，活跃在消防志愿者队伍当中，发挥自
己的余热，对辛苦的志愿服务工作甘之如
饴。“学雷锋不分年龄，我们全家人都是消
防志愿者！”王梅平说。

与消防志愿者结缘

10月24日9时，记者如约来到老人居住的
小区，到达时老人早已在门口等候。远远看
到记者走来，老人笑容满面的走上前。

“把消防知识传递给他人，自己心里也
有获得感，自从成为消防志愿者，我感觉整
个人都更精神了。”王梅平说。

老人从事教师行业30余年，退休后又被
日照市特殊教育学校返聘工作数年。2009年
卸职回家后，没过多久，向来喜欢与人交流
的他，就有点儿坐不住了。

当时，日照的消防志愿者组织刚刚起
步，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梅平从儿子的口中
听说，有消防志愿者在小区的幼儿园里学雷
锋，无偿向幼儿们教授消防知识，现在还在
招募人员，老人一听心动不已。但又顾忌自
己年龄太大了，担心会被拒绝。

怀着忐忑的心情，王梅平找到协会负责
人，结果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消防志愿
者。

一时间，王梅平成了周围朋友热议的话
题。“就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去救火呀？”
“老王你就是爱出风头！”

面对亲朋好友种种疑问和不解，王梅平

并没有过多解释，而是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
他的信念和追求。“如果这个风头是春风，
就会处处暖人心。”王梅平说，“如果通过
我的宣传能少起一次火，少烧一座楼，就值
得了。”

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长，起初，王梅平
选择到消防志愿者幼儿园服务大队的工作。
在活动中，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
孩子们的特点，采取讲故事、唱儿歌、做游

戏等多种形式传授消防知识。8年时间，他创
作了消防童谣170多首。

在消防宣传文艺演出中，王梅平发挥自
己的特长编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文艺节目，
通过和观众的互动交流传递消防知识。在志
愿者培训中，王梅平把自己在宣传中总结出
的经验和志愿者骨干一同分享，提高消防志
愿者在实际宣传中的业务水平和沟通交流能
力。

带动3000人投身公益

8年多来，王梅平以老年人组织文体活动
为契机，对街坊邻居、老年朋友以讲案例、
说危害等方式进行了消防知识宣传。提包里
常年装着自己编写的“消防八不忘”“家庭
防火数来宝”“消防歌谣”等防火顺口溜。
一有机会，就发放给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
或贴在宣传栏里和居民门上，不仅扩大宣传
效果，也吸引了大一批像王梅平老师一样的
人，加入到消防志愿者的队伍中。

随着志愿服务的不断开展，志愿者队伍
中的老年人越来越多，2012年，王梅平带头
成立了九九老年消防志愿服务大队，当初说
王梅平“出风头”的朋友也主动加入进来。

在王梅平的影响下，近3000名市民加入消
防志愿者队伍，九九老年消防志愿服务大队已
发展中队38个。先后组织退休老干部和老教师
等骨干力量，开展消防安全常识宣传活动1860
余次，开办进幼儿园、进社区消防安全讲堂460
余次，开展消防主题文艺演出700余次。

截至目前，王梅平本人累计服务时长
1500小时，协助培训幼儿园讲课人员600余人
次，撰写消防志愿者培训材料50000余字，抄
写编发消防宣传材料3000余份。

参加志愿服务期间，王梅平先后得过两
次血栓病。2012年12月14日，王梅平在医院
输完液、做完CT就奔向离医院十几里路的昭
阳社区，进行消防培训。因为走得急，医院
CT室的鞋套还穿在脚上。

王梅平的爱人尹世明是他的坚定支持
者，夫妻二人在消防公益事业上一路扶持。
由于走路过多，尹世明的膝盖损伤严重，
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

但是，这丝毫没有消减夫妇二人对公益
事业的热情。为了让宣传工作更有实效，王
梅平还坚持每天记日记，一年写满一个日记
本。厚厚的8本志愿服务日记，记录了他这8
年来消防志愿服务的点点滴滴。“个人的力
量是微弱的，集体的力量是巨大的，我想用
我的行动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到消防公益事业
当中，这是我最大的幸福。”王梅平说。

“投身公益是我最大的幸福”
退休教师王梅平发挥余热开展消防志愿服务

□记者 纪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1月1日，记者从日照市统计局了解

到，日照市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正式开始。此次调查
采用手持电子终端设备（PDA）入户登记的方式，10月
15-30日为入户摸底阶段，11月1-15日为正式调查登记
时段，11月15日前所有正式调查数据通过PDA完成上
报，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据介绍，为满足调查要求，省统计局在日照市共抽
取176个村（居）进行调查，涉及调查人口约2 . 85万
人，覆盖全市48个乡镇和街道。此次调查对象包括抽中
调查小区内的全部人口，包括现有人口和户籍人口（不
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外国人）。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姓名、
性别、年龄、民族、迁移流动、受教育程度、户口性
质、行业、职业、一年内工作状况、参加社会保险情
况、婚姻、生育、死亡情况等。

日照开展2017年

1%人口抽样调查

□记者 高华超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日照市人社局印发《关于市直

管企业职工退休核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
知》规定，自2017年11月起，市直企业（托管机构）在
职工到达退休年龄前1个月，可提前向人社部门申报退
休，确保企业职工能及时办理退休，享受相关待遇。同
时，公示期限由10天缩短为5天。

日照市人社系统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提速增
效，为企业和职工提供更好更快的服务。

市直企业职工退休

可提前1个月申报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韩崇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为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

“医联体”建设，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11月2日,
日照市人民医院托管开发区奎山卫生院启动仪式举行。

据悉，“医联体”最重要的目的是将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实现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更好地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让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日照市人民医
院携手奎山卫生院组建“医联体”，将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长期派驻专家、业务骨干到奎山卫生院坐诊、会
诊、手术，开展业务技术帮扶，提升卫生院的管理水平
和业务水平，促进医疗卫生资源整合。

日照市人民医院

托管奎山卫生院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郑亚群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0月24日，岚山区文体旅游局及岚山

区相关镇办、社区分别与山东壹知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就壹知免费阅读空间建设达成协议并签字。此次签约是
岚山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化、均等化、普
惠性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日照市第一家面向基层居民的
免费阅读空间即将落地岚山区并建设。

根据协议，山东壹知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将先期在岚
山头街道文化站及海屋社区、安东卫街道轿顶山社区、
碑廓镇文化站、巨峰镇文化站进行样板免费阅读空间建
设。每个点将建设80平米以上书房，按照统一标识、统
一采购、统一活动、统一流通、统一平台、统一监管的
“六统一”要求进行运营，配备专门的书房管理员，负
责书房的正常运行。

作为岚山区首批免费阅读空间，目前，签约文化站、
村(居)的社区书房已完成选址立项，即将进入施工建设
阶段。下一步，岚山文广旅游局还将在符合条件的乡镇

（街道）、社区、村（居）进一步推广免费阅读空间，同时向
居民提供“四点半学校”、个性化阅读、图书免费代购及借
阅等服务，打造“壹公里”文化生活服务圈。

岚山区开建

免费阅读空间

王梅平向记者介绍从事志愿服务的历程和体会。

11月3日，岚山西护城河沿明珠路段景观工程建设正在加紧建设，“一汪碧水、两岸春
色”的景象在部分河段已经显露雏形。

岚山区投资8000万元改造西护城河

安东卫将再现碧水绕城郭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陈磊 李玲

“登高而望，见东枕阿掖，西带长流，
南临沧海，北锁关山，东海诸峰遥观而若
画，西莒重岗远列而如屏，因凿山开土聚众
而成城。”这是《安东卫志》中所载的，曾
有着“北方四大卫”之一称谓的“安东卫”
城建立之初的景象。

在安东卫古城遗址中，迄今保存最为完
整的部分就是护城河。然而，时间的长河奔
涌向前，几十年来，绕了半个安东卫城的护
城河早已不复曾经的模样——— 河道淤塞，杂
草丛生，雨水调蓄和城市水体景观功能逐渐
丧失。更糟糕的是，有些河段村民的房子就
建在河边，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直排河道，
日复一日，河水开始污浊变质。承载了附近
几代人成长记忆的护城河，就这样渐渐地变
成了一条被忘记、甚至被厌弃的“臭水
沟”。

难道就任由这条带着浓重历史印记的护
城河，没入时代烟尘，直至被废弃、被填
埋？2016年起，西护城河环境改造工程启
动，改变就这样不期而至。

2016年起，岚山区住建局先后多次组织 对西护城河河道内垃圾进行了清理，并建立 了长效保洁机制。与此同时，完成沿河400余

户住户拆迁，铺设污水管网1000余米，让护
城河河道净起来。

更重头的工程，在今年推开。开挖土
方、硬化道路、铺装景观、绿化、水系及公
厕、廊架、座椅等附属设施建设……岚山区
陆续投入8000万元，对西护城河沿明珠路段
进行景观工程建设，土建工程计划年内完
工。

如何让护城河再现清清活水？中水回用
成为破题之笔。据岚山区住建局排水处主任
刘伟介绍，岚山区住建局在护城河沿岸安装
了5台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实施生活污水再利
用。同时，启动中水回用工程，在护城河南
端的生活污水处理厂出水口建设加压泵房，
铺设DN500—DN300的中水回用压力管网约
5000米，沿途铺设支管至湿地公园、青鸾湖
公园等景观处，将处理后达到一级A标准的
生活污水，“打回”西护城河源头，再由北
向南一路直下，让西护城河一年四季有流
水。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8%。

“以后夏天就不用因为河水腥臭关窗闭
户了，家门口也有了休闲的去处。”岚山区
安东卫街道西街55岁的居民张宗宝说。他期
盼，“一波碧水绕城郭”的美景早日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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