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王恩标 崔建标 报道
本报东明讯 “开始在黄河边巡逻阻泳

三天了，正好赶上个星期天，阻止了两次6
个小孩到河里洗澡。”6月25日，在东明县
菜园集镇杜桥村的黄河滩区，被聘请为阻泳
队员的杜桥村村民曹春彬一脸认真地说。

“扶贫办专门找像俺这样的贫困户当阻
泳员，一天给10块钱，还有安全用品。我想
着不光是钱的事，这事意义大，孩子的命主
贵。”曹春彬一边巡逻，一边与记者交谈。
不远处还有同村的张守增也在巡逻，他们是
同时被聘为阻泳队员的贫困户。

每年暑期临近，孩子们的游泳安全问题
都会引起全社会关注。在6月22日举行的山东

省黄河阻泳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上，60多岁
的曹春彬和其他阻泳队员一起，领取了阻泳
用品，举起了服务队旗帜，当起了阻泳队
员。

东明县位于山东省西南端，是黄河入鲁
第一县。境内黄河流长76公里，黄河滩区涉
及7个乡镇，其中纯滩区乡镇2个，滩区内常
住人口12万人。由于滩区村民大多外出打
工，留守儿童较多，每到暑期，滩区孩子很
容易进入黄河游泳，存在安全隐患。

黄河水表面平静，但暗流汹涌，旋涡特
别多。俗语说“官司越大越胆大，黄河越过
越害怕”，岸边的群众称之为“面善心
恶”，所以孩子到黄河里游泳十分危险。

为避免溺水悲剧，山东省扶贫开发基金

会把“黄河阻泳”作为公益活动项目在东明
县实施。东明县关工委、扶贫办、菜园集镇
等单位积极主导，团县委、黄河义工协会等
组织踊跃参与，为阻泳活动提供全方位服
务。

据了解，东明县“黄河阻泳”项目共涉
及沿黄25个行政村，每村选派2－3名贫困人
口组成共60人的阻泳巡逻队，每人巡视约1
公里的范围，对76公里长的黄河沿线进行全
覆盖巡视，防止滩区孩子进河游泳。

东明县副县长李民说，通过提供公益服
务岗位，在6月到10月这5个月中，巡逻队成
员每人每月可获得300元的经济补助，“既
保障了滩区孩子安全，又增加了贫困户收
入，是一举多得的创新型精准扶贫举措”。

2017年，山东省扶贫开发基金会成立
“帮帮忙”扶贫专项基金，在济南章丘区实
施“黄河阻泳”公益扶贫项目，组建了由沿
黄12个村24名贫困户构成的志愿服务队，从
当年7月至10月开展沿河巡逻。防溺水志愿
服务队成立后，2017年黄河章丘段实现了全
年区域内零溺水。

近年来，东明县各级党委政府和沿黄河
乡镇把防溺水当作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
事件来抓，出台了一系列有效可行的措施和
办法。社会组织组成志愿服务队奔走呼吁，
多方宣传。其中黄河义工协会先后在黄河岸
边栽防溺水警示牌300多个，发放防溺水宣
传单2万多份，参与多次打捞溺水者，有百
余名志愿者参与防溺水阻泳活动。

□本报记者 董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王坤鹏

6月28日，葛茂武看着有26年历史的集
体育苗场被拆除，心里满是不舍。这里曾
培育出了数以千万计的鲍鱼、海胆、海参
和虾夷扇贝苗种，为南隍城村的集体经济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老厂房用的是煤炭锅炉，不够环保，也
没有水循环系统，废水直排大海。”在拆除现
场，葛茂武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新厂房的图
纸：“采用海水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不用再
烧煤冒黑烟了。还采用了紫外线杀菌分离、
生物池菌类过滤系统。海水循环使用，每天
用量能从2000方下降到100方。”

这两天，长岛县南隍城乡南隍城村党

支部书记李盛平多次到中集来福士和周边
海洋牧场了解深水养殖情况。“村两委
会、村民代表会已经达成了共识，设立长
岛海洋生态文明综试区，这是前所未有的
机遇。必须主动走向深远海，寻求更大的
发展空间。”

南隍城村位于长岛县南隍城岛，一岛
一乡一村，岛陆面积2平方公里，327户932
人。多年来，南隍城人把一个偏僻落后的小
孤岛建设成一个现代化新农村，获得山东省
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等市级
以上荣誉30多个。2017年村经济总收入3 . 55
亿元，渔民年人均收入10万元。

南隍城村在全县渔村发展中独树一
帜，缘于村党支部坚定走集体经济发展道
路。目前，南隍城村村办企业已发展到十

几个养殖场、育苗场、海珍品厂。从1992
年成立村办企业大力发展海洋捕捞，到
2005年成立海珍品公司实施海参鲍鱼养殖
的“捞金捞银”工程，如今发展深远海养
殖被称为村里的“第三次腾飞”。每一次，村
党支部都牢牢抓住了发展机遇，让这个不足
千人的小村成为令人艳羡的富裕村。

南隍城岛的“西菜园”是村里的立体
养殖区之一。上层是虾夷扇贝和海带间作，
中层养鮶鱼、六线鱼，下层是海参、鲍鱼、海
胆等海珍品。“海带养殖的收入要比扇贝、海
参、鲍鱼少得多。但是海带能增加海水氧含
量、提供养分。为了养海，不赚钱也要干。”李
盛平说，村里从2009年就开始发展海洋牧
场，通过投放人工鱼礁、栽种海草等手段，原
本荒凉的硬泥砂底，现在已经有大量鱼群、

海参等在这里安家。
通过一系列的生态保护措施，环境好

了，集体经济发展了，群众得以共享发展
成果。村里投资540万元更新海水淡化设
备；投资500万元建设海水源供暖项目；建
设了全省首个垃圾热能处理站和地埋式一
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南隍城村的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
要想过好日子，跟着党走准没错。2011年
夏天，一场台风把海带、扇贝架子全掀
了，下层的海参鲍鱼也被卷走。望着眼前
的一片狼藉，村里男女老少，但凡有劳动
能力的都到养殖场来帮忙。不到一个月时
间，就完成了重建，虽然当年损失了3000
多万元，村里老百姓跟着党支部一条心埋
头苦干，第二年就把亏空补上了。

给孩子系上安全带 让贫困户体面脱贫

60名“阻泳员”巡逻东明黄河岸边

□本报记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传党 谭立国

“三连连长率１个排冲进敌人阵地，击
毙了日军机枪手……下午5点，战斗胜利结
束。”6月26日下午，在孩子们的阵阵掌声
中，《临朐红色故事》宣讲员讲述了振奋
人心的“五井战斗”红色故事。当日，
“临朐红色故事进课堂”活动走进城关街
道北苑小学。

临朐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历史资
源丰富。这里曾留下过陈毅、粟裕、迟浩

田等50多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
足迹，还广为流传着“沂蒙山抗日根据
地”“支前精英—临朐‘挑子营’”“英
雄沂山燃烽火，‘渤海走廊’建奇功”
“临朐乳娘”“侦察英雄刘玉阶”“临朐
刘胡兰”等革命故事，仅载入史册的革命
烈士就达1500多人。

今年5月，临朐县成立了“红色文化研
究中心”“潍坊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临朐分
会”，整理出临朐传奇英雄及事迹百余
个，编写了《临朐红色故事》丛书。6月29
日，《临朐红色故事》丛书首发式举行。

《中共临朐历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临
朐历史》等10余本相关著作陆续出版。

临朐县先后建设了潍坊市党史教育基
地、潍坊市国防教育基地、潍坊市爱国主义
基地、潍坊市青少年教育基地，在龙湾社区、
向阳社区试点建设了社区国防教育展馆，并
在红色遗址遗迹和革命故事众多的冶源镇，
建设了“红色冶源”国防教育馆。2018年3月，
临朐县文旅公司成立，开设临朐县红色旅游
专线，发展、整合县内旅游资源，带动附
近2000人就业，人均创收5000元。

为让红色基因永葆活力，临朐县组织

一批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
老模范等百余人组成的“五老”报告团，
开展了“崇尚荣誉 致敬功臣”“祖国强
军我有责”“山东临朐红色传承展”“临
朐红色故事”4个系列32个专题百余场活
动；围绕“强党性、铸堡垒、促发展”这
一主题，建红色教育长廊，打造党员党性
教育新阵地等。临朐县先后被潍坊市委、
市政府授予“拥军支前先进单位”，连续5
次被山东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双
拥模范县”，被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民政部授予“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县”。

32个专题百余场活动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

临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长岛南隍城村缘何迎来第三次腾飞———

小渔村绿色发展的“红色密码”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魏其宁 苏兵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七一”党的生日之际，来

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社会群众走进位于淄
博市博山区北崮山村的焦裕禄纪念馆和焦裕禄
故居，聆听焦裕禄的感人故事，学习焦裕禄的
伟大精神，在焦裕禄塑像前重温入党誓词。

纪念馆馆长焦玉星介绍说，进入6月份以
来，每天都有上百批次五千多人次前来参观学
习。山东省直部门青年党员马骏激动地说：
“焦裕禄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娘，参
观完焦裕禄纪念馆，这些画面仍在脑海中挥之
不去，深受触动。”

博山区是焦裕禄同志的故乡，1946年1月，
焦裕禄在本村加入中国共产党。焦裕禄短短42
年的人生中，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家乡度过。
焦裕禄女儿焦守云说：“父亲在博山出生、成
长、上学、入党，是家乡的山山水水养育了
他，是博山这片土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1964年焦裕禄逝世后，博山区于1966年最
早在全国建成了焦裕禄纪念馆。五十多年
来，博山区先后四次建设提升了焦裕禄纪念
馆，设立了焦裕禄精神讲堂，成立了焦裕禄
精神研究会和焦裕禄艺术团，拍摄了弘扬焦
裕禄精神的电影、电视剧，开展了践行焦裕
禄精神干部大走访，评选了学习焦裕禄担当
作为好干部，筹建了焦裕禄干部学院。博山
区注重在青少年中普及焦裕禄红色教育，创
编了歌曲，编排了情景剧，把焦裕禄的故事
搬上校园舞台。

传承是最好的缅怀。6月30日，博山区委
在焦裕禄纪念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区委书记
刘忠远领学《焦裕禄的80则贴心话》。“焦裕
禄是明灯、是标杆，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
贵精神财富。博山作为焦裕禄故乡，要做学习
焦裕禄的表率，不仅党员干部要学，青少年学
生也要学。要让红色基因注入血脉 ,代代相
传。”刘忠远说。

博山：以焦裕禄为镜传承红色基因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石晶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22日，在济宁市兖州区政务服务中

心大厅，市民王硕拿出手机扫描窗口柜台前摆放的二维
码，即可清楚地了解到即将要办理业务所需的设定依据、
申请资料、受理时限、办理流程等信息。王硕说：“我打
算办一个食品许可证，想提前来咨询一下需要哪些材料。
没想到扫一下二维码就全知道了，确实很方便。”

通过发挥多媒体平台作用，将办事指南制作成二维码
在政务大厅公示，办事群众和企业只需通过手机“扫一扫”，
就能详细了解所办业务的所有细则，极大地方便了市民。政
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肖鹏介绍说：“我们按照一个
事项一个二维码的标准，全部制作成二维码在大厅显著位
置及政务服务网站进行公示，方便企业、群众网上查询办理
流程申报材料等信息，并可直接通过政府服务网进行网上
申报，达到最多跑一次，一次就办好的效果。”

据悉，自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来，兖州区政务服务
中心将“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与扩展为民服务方
式有效结合起来，大力推进便民服务举措。将与群众息息
相关的水、电、气、暖、公交等事项集中进驻，在服务大
厅办理开户缴费等业务，方便了企业、群众就近办理。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褚洪波 张培文 报道
本报枣庄讯 “企业注册登记手续仅用1个工作

日”，让走南闯北多年的山东鹏翔力信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赵光伟有点惊喜。6月10日，他接到工作人员电话通
知，连说两个“没想到”，“没想到办得这么快，没想到
办得这么好”。让赵光伟点赞的是枣庄市中区推行的重大
项目审批全程代办制度。

今年以来，市中区把推行重大项目全程代办作为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要措施，区里设立全程代办办公室，以“一
窗受理、全程代办、并联审批、集中出件”为运行机制，
本着自愿委托、合法高效、无偿代办、全程服务的原则，
主要代办区招商引资委确定的工业、服务业等重大招商引
资项目，区委、区政府确定的重点工程。

根据项目办理需要，委托单位可自主选择全程或部分
委托代办。对在本级权限并符合代办条件的重大项目进行
登记备案，签订授权委托书，由本级代办机构代办；属于
上级权限的，项目单位要求陪同办理的，代办员负责联系
相关审批部门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办理有关批报手续。同
时，按照“精简、集成、并联、限时”的原则，通过优化
内部审批流程，环节一减再减、流程一优再优，办理冠省
名核准手续由过去的10余个工作日压缩到当天即办。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李月 富涛 报道
本报禹城讯 近日，在禹城市十里望回族镇各大交通

主干道路旁，一块块新安装的“路长制”公示牌矗立在道
路一侧，上面标注着镇总路长、分管路长、片区路长以及
巡护员的名字，还公示了24小时监督管理热线。

负责316省道新汽车站至庞桥路段的片区路长尹鹏
说，当上“路长”后每天都要到责任路段巡查不少于一
次，路段内的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户外广告、停车秩序
等问题都在他的巡查范围内。而对于巡查出来的问题，他更
是要第一时间进行督办处理，“每一名村民都是这个路段的
监督员，假如发现存在管理问题，可以立即打电话反映。”十
里望回族镇镇长、镇总路长韩峰说。据悉，今年开始，禹城在
辖区内实施“路长制”，把精细化道路养护标准和责任落实
到“最后一米”“最后一人”。十里望回族镇目前已率先在禹
城建立起制度化、精细化、常态化的道路“路长制”管理机
制，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民参与，将道路管养由单一的部
门管理变为由“路长”负责的综合管理模式。

禹城：道路养护责任

落实到“最后一人”

兖州服务新举措

“扫码”更便民

枣庄市中区

重大项目审批全程代办

□李明 刘福春 魏鹏 报道
本报广饶讯 “今年，咱村4条主街道和17条小巷将

全部硬化，修建排水沟，安装路灯，并进行高标准绿化，
把村子建设成美丽文明新农村”。6月26日，在广饶县李
鹊镇赵寺村半年总结会上，今年新当选的村党支部书记田
海亮向党员和群众代表的“说事”赢得了阵阵掌声。

为破解村干部履职工作业务不熟、经验不够等问题，
李鹊镇探索推行村干部“说事”制度，让新当选的农村干
部走上讲台，阐述自己的“执政方略”，公开接受社会监
督，真正把群众的话记在心里，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说
真话，办真事，说实话，办实事。

村干部“说事”拓宽了思路，提升了能力。东辛张村原来
是靠种植粮食和蔬菜为主，借助“说事”活动和外出参观，村
干部真实感受到了新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成果。

该镇通过推行村干部“说事”制度，村干部不作为、乱作
为、庸懒散拖的少了，带领群众谋发展的劲头足了，比学赶
超、勇争一流的干事创业氛围浓厚了。今年以来，李鹊镇累
计为群众办理惠民实事近110余件，发展致富项目80余项。

村干部“说事”
说顺了民心

□马景阳 报道
“七一”之际，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来到焦裕禄纪念馆，学习焦裕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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