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 梁媛媛 报道
本报广饶讯 3月16日，记者初次见到广

场舞队伍中神采飞扬的史爱梅大姐，怎么也看
不出她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动作利落，步伐
轻盈，特别是从她那双大眼睛里透出来的一股
精神劲儿，总会让观众深受感染。大家都说，
看史爱梅跳舞，是一种享受。

“我今年47岁了，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上学的时候一直是班上的文艺骨干，现在跟一
群老姐妹们跳跳舞、健健身，大家一起乐呵乐
呵，身体也好了，气色更好！”史爱梅说。

之前史爱梅就在小区里组织起几十人的文
艺队，平日里教大家跳跳广场舞和健身操。自
2015年担任广饶县大王镇阳河小区小区长之
后，史爱梅更加闲不住了，在原先组建的文艺
队的基础上，她又开始“扩招”了。“当时就
想着通过多找一些人扩大小区文艺队伍，来拉

近姐妹们的距离，加强邻里间的沟通交流，带
动更多的人一起健身娱乐。”

想到了就去做。史爱梅开始有目的性地挨
家挨户作宣传动员工作，平常在路上遇到年龄
相仿的邻居也主动打招呼，面对她的热情，小
区里很多人都动了心，不过也有一些人也提出
自己的疑虑：“俺们倒也想跳舞，但是没有基
础，没跳过，不会跳，怕出丑呢。”史爱梅马
上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打消了大家的顾
虑，“不会跳没有关系，我来教你们，只要大
家想跳、愿意跳就成。”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到史爱梅的
文艺队当中，除了日常教大家跳舞健身，史爱
梅更是带领大家积极参加县镇举办的各类比
赛，而且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2016年大王
镇“四德歌”广场舞比赛中荣获特等奖，2017
年大王镇春节民间艺术汇演中荣获特等奖……

这期间，史爱梅的文艺队还代表县镇参加了东
营市举办的文艺活动，也都获得了肯定和好
评。

由于工作突出，史爱梅经常被选为代表参
加市县举办的文化指导员培训班，在培训班里
学到了最新的舞蹈，史爱梅回来马上教给大
家。而史爱梅并不满足于培训班学习，为提高
文艺队的整体水平，她还自费出去跟舞蹈老师
学习怎样排舞、变换队形。她经常跟着电脑上
的视频学习一些动作，然后根据文艺队队员的
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改编。

“平常的时候，我就教大家轻松健身，而
准备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就比较注重节目的艺
术性和观赏性，要求就比较高了，吃饭睡觉的
时候都在琢磨应该怎么编排好，有时候一个灵
感突然来了，我就马上记下来、画下来，心里
甭提有多高兴了。”因为从内心热爱文艺，史

爱梅对文艺队投入了很多心血而乐在其中、乐
此不疲。

多年来一直跟着史爱梅学习跳舞的张新英
可以说是史爱梅的忠实“粉丝”，张新英原本
患有肩周炎，胳膊疼得抬不起来，想不到在练
习跳舞的过程中，胳膊渐渐好起来。“像我们
这种年纪的，都有个腰酸腿痛的，就需要多锻
炼，现在我几乎每天都去跳跳舞，活动一下，
你看，我胳膊都能舒展开来了。”张新英边说
边抬起胳膊比划着动作，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这么多年来，我都把组织跳舞当成一项
事业了，像上班一样，每天晚上一到7点，就
准时出门，家里人都非常支持我，还时不时提
醒我早点走。”如今，史爱梅紧跟潮流正带领
大家学习网上很红的舞蹈《咖喱咖喱》。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她会带领更多的姐妹走上更大
的舞台。

□李明 苟凯旋 王欣欣 报道
本报利津讯 “今年，我们公司将继续投

入20多万元打造智能化网络平台，到时候客户
可以通过公司网站或者手机终端APP线上选
款、量体、下单，并通过一卡通可以实现自助
过磅称重，自助装卸油，自动结算。我们越来
越感受到智能化的便利，在生产工艺、安全环
保方面都在加快智能化脚步。”3月12日山东
广悦化工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海宁说。

广悦化工位于利津县利津滨海新区，是一
家以石油加工为主，仓储物流、国际贸易服务
为辅的新型综合化工企业，一期建设重油加氢
改质及配套项目，成为省内第二套生产国五柴
油和加氢石脑油的化工企业。二期规划建设高

硫燃料油减粘精制生产烯烃芳烃项目，预计今
年开工建设，所生产的产品能够为一期项目提
供生产原料，最终实现循环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二期项目以绿色高效
的加氢工艺为主，采用新型高效汽提段结构采
用先进、成熟、可靠的加氢精制工艺技术和国
产RN-10或FH-98加氢精制催化剂，配合高效
预提升技术和新型高效汽提段结构，实现高端
发展。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该公司将新上供销
智能化、三维立体平面GPS定位等智能工厂性
质的新设备，打造成全自动智能化工厂，逐渐
实现从工艺设计、生产控制、运营管理到销售
终端的产品全生命周期智能管理，届时在搭乘
新旧动能转换的高速列车上发展更快、更高、
更强。

除了加快产业升级，广悦公司将进一步
加强智能安全管理。“安全是我们化工企业
的发展底线，我们在安全生产上是下了大力
气的。”张海宁拿出档案柜里的安全隐患整
改台账，“新区安监部门管理严格，从日常
巡查、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到隐患整改要求
严格，也督促我们自我监督。”张海宁继续
说道，广悦公司已经聘请专家来建设厂区智
能管理平台，包括人员定位、安全报警求救
终端等，工作区域的每个角落在中控室将一
目了然。

“过去我们只关注效益，对环保关注度不
高。现在都在提倡绿色生产，我们也要为绿水
青山添贡献。去年我们拆除了10吨以下燃煤锅
炉，完成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并聘请第三方

公司对化工企业开展了第二轮环保评级和防渗
漏设施排查、检测工作。”张海宁带着记者参
观 了 与 环 保 部 门 联 网 的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VOCs）在线监测平台，智能化逐步融入到
企业的方方面面。

在利津滨海新区，像广悦化工这样的企业
不在少数，山东汇宇、道一生物等企业都在推
行智能化生产，在加快产业升级促进新旧动能
转换方面作文章。利津滨海新区坚持“生态优
先”发展理念，重点培育新材料和新能源两大
支柱产业，初步形成以广悦化工、盈科化学为
代表的石油化工、以道一生物、凯布尔为代表
的化工新材料、以奔月生物、天汉生物为代表
的健康型食品添加剂产业布局，园区综合实力
不断增强。

□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刘雪燕 刘 霞

“每天早上能开着自己的叉车出门干活
儿，我觉得是特幸福的一件事儿。”广饶县大
码头镇东燕村的27岁小伙儿燕清可眼神里有着
超出这个年龄段的深沉。他的这件不难实现的
“幸福事”却足足等了十多年。

燕清可3岁那年，一次意外磕碰让他们家
得知了一种遗传性凝血功能障碍的出血性疾
病——— 血友病。靠长期输入血浆或注射药物维
持治疗开始一直伴随着燕清可。

“从此我们便在医院也安了一个家。”说
起这段辛酸史，燕清可的母亲任春花眼里噙满
泪花，只要有磕磕碰碰或者出血情况就往医院
去，一年少说也得四五次。每次住院少说也要
花费几千元，一年下来光住院费开销两三万已
是家常便饭。然而，这还不是燕清可的全部医
疗开销。

在燕清可家的客厅里，陈列简单的家具
中，一台专门为他储存注射药物的冰箱格外显
眼。“这就是我的必需品。”燕清可说，身体
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有出血症状，一有症状就
必须要回家注射。燕清可用的药物购买价为
276元/支，每箱20支，而他每年最少要备5箱。

长期用药和不定期的住院花销拖垮了这个
原本就很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有5亩地，
由于开销大，地里的活儿就全交给我妈了，父
亲常年跟着建筑队打工。”燕清可说，地里一
年到头收入五六千元，父亲收入三四万元。

“所有的住院费和医药费光靠自己家庭收
入肯定是不够的，但居民医疗保险帮了我家大
忙。”燕清可说，现在血友病纳入了门诊慢性
病管理范畴，并且血友病门诊治疗不设起付
线，报销比例可达90%。“报销后剩下的钱现
在满足家庭正常开销是足够了，但基本不剩啥

余钱。”燕清可说。门诊慢性病报销比例由住
院比例提高到90%，提高部分由县财政承担，
是广饶县自2013起设立的一项惠民政策。

眼看着家里经济情况不佳，燕清可也是急
在心里。“从初中毕业，到了工作年龄我就想
着外出打工，补贴家用。”燕清可说，可是自
己的病情决定了要不定期请假回家注射药物，
几次的短期工作都被厂子劝退了。2007年，他
又寻得了一个叉车司机的工作，可是这份最喜
欢的工作也因为自己的病情不得不放弃。

“啥时候能有自己的叉车，自己安排出车
时间。”从那之后，燕清可心中便有了一个梦
想，可每年年底都收支平衡甚至入不敷出的家
境让他只能把梦想藏在心里。

2008年，广饶县在全省首个设立县级大病

补偿基金，为燕清可的梦想带来了一片曙光。
常规报销和居民大病保险补偿之外，政府又给
百姓加了一笔“兜底”资金。

广饶县政府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全县80%
以上的贫困户是因大病致贫、因大病返贫的，
经过深入研究，该县2008年着手启动了县级大
病补偿基金。在年度内住院政策范围内医疗费
用累计超过3万元，且连同常规报销、居民大
病保险补偿等报销比例未达到80%的，可纳入
县级大病补偿范围。该县也正式形成了基本医
疗保险、商业大病保险和县级大病补偿政策三
个层次的补偿机制，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以2013年一次在市级住院为例，燕清可共
花费35000多元，除去基本医疗报销20000多元
外，政府又补贴了大病补偿金7000多元。跟以

前相比，相当于家庭一次性少开支了近万
元。

花费越来越少，收入越来越高。这几
年，红十字会不定期送来几千元救助款，社
保政策也越来越好，医疗报销额度和种类不断
提高，让燕清可一家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就这样，从2008年到今年年初，燕清可家
里攒下了一笔巨款——— 75000元，为燕清可购买
了一辆二手叉车，他也做起了叉车出租的活
计，圆了他的“叉车梦”，也圆了他的“工作
梦”。“有了自己的叉车，不怕别人辞退
了。”燕清可笑着说，“身体好的时候就可以
多干点，身体不适的时候回家打针休息，也没
人说咱了，我能工作了，家里又多了一份收
入，这日子还愁过不好吗。”

□周春亮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东营市垦利区人社局、区扶贫

办、总工会等五部门联合，日前在黄河广场举行
了2018年“春风行动”启动仪式暨专场用工洽谈
会。

为更好助力脱贫攻坚，增加建档立卡贫困户
收入，垦利区借助此次行动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发
放扶贫政策宣传册500余份，并现场进行政策文
件解读，吸引众多群众前来咨询，为进一步巩固
脱贫攻坚成效，助力增收脱贫做了政策宣传。

□王成泉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今年前两个月，东营市河口区

新户镇镇级扶贫基金发放4 . 5万元，用于帮扶贫
困户91户144人。

去年以来，该镇依托镇、村两级扶贫产业项
目，不断探索扶贫基金建设新路子，逐步形成了
“镇级扶贫基金为核心，村级基金为补充，有产
业项目支撑，贫困人口全覆盖”的基金保障体
系，有效保障了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通过精准再识别，新户镇境内90 . 2%以上贫
困人口为老弱病残幼等弱势群体，缺乏“造血”
能力，内生脱贫动力不足。为保证贫困人口“脱
贫不掉队”，新户镇将全部贫困户纳入镇级扶贫
基金救助范围，重点帮扶脱贫边缘户。

□记 者 李广寅
通讯员 于亚琼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各位居民朋友，明天在咱村
乡村剧场举行文艺活动，请各位前来观看。”3
月16日，东营市垦利区垦利街道民丰村文艺负责
人李珺在村民微信群里发出这样一条微信。“收
到”、“好期待咱村自己人的表演”等回复流淌
着居民对文化生活的真切向往和无限期盼在群里
列队排出。

演出当天，为给群众呈现最完美的演出，早
上不到8点，民丰村庄户剧团的演员们就在剧场
上进行最后的排练。“哪个节日没场演出跟个事
儿一样”，“呦，今年的演出还真是和去年不一
样。”台下，围坐在一起观看演出的村民们一边
欣赏着“乡土演员”的精彩表演一边聊着，呈现
出一副副幸福祥和的表情。

群众文艺演出，在垦利街道像是一种“标记
物”，给日常的文化生活尤其是中秋节、元旦等
传统节日贴上了“记忆标签”。作为城中改造
村，民丰村“两委”大力投资建设乡村文化剧
场，积极协调购买音响、安装灯光等，组织群众
跳起了广场舞，成立了锣鼓队、秧歌队，还邀请
崔玉梅等草根讲师辅导村民进行文艺表演，依照
村里事迹编排的《四个老太太夸新村》《黄河口
秧歌》等曲目还获得过多项比赛一等奖。

在垦利街道，和民丰村的文艺文化生活可以
相提并论的还有大三合村，该村成立的三合庄户
剧团早已通过“村村唱戏村村舞”文艺汇演中出
了名，魏树峰、袁兰芳等演员早在垦利家喻户
晓，村党支部书记刘春华亲自担任编剧和导演，
不断推陈出新，并多次代表村、街道参加垦利
区、东营市的文化活动，每年送戏下乡巡回演出
100多场次，累计完成送戏下乡500余场次。“现
在条件好了，晚饭后，我和村里的姊妹们一起跳
跳广场舞，编排几个节目，比那城里人的生活都
好嘞!”参加编排演出的大三合村村民袁兰芳高
兴地说。

人民群众体味到了文艺活动带来的精神享
受，自发组织开展自娱自乐的活动现在倒成了
“垦利街道时髦”。今年春节、元宵节期间，垦
利街道举办了多项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的文体
活动。其中，有不少是农村群众自办、自编、自
导、自演的文化活动：城郊村李呈村举办的第一
届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时长竟将近两小时，单从群
众的参与高涨程度来看，已经体现出深厚的垦利
街道文化积淀，更说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升，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王晶 张学荣 报道
连日来，东营市精诚无缝钢

管有限责任公司第三生产车间，
机声隆隆，人头攒动，一根根通
红的柱体钢坯接连不断地从大型
环形炉吐出进入了生产线，在不
到2分钟的时间里就被轧成了人
们期待已久的每根长度在12米重
量达1吨的无缝钢管，经测试均
超过国标。东营市精诚无缝钢管
有限责任公司第三车间无缝钢管
生产线正式投产，这标志着河口
经济开发区在新产品开发，加快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方面
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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