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李香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咱村原来这个破烂

样？”淄博市张店区马尚镇九级村档案馆
2016年刚刚建起的时候，当时23岁的村民常
恬宁就去参观了，参观后不由发出这样的感
叹。

作为村里的年轻人，享受着现如今的幸
福生活，她并不熟悉脚下这片故土是经历了
一代代人的艰苦奋斗、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基于对这条发展之路的感慨，对档案重要性
的认识，常恬宁现在成了档案馆的管理员。

10月9日，记者来到这里参观采访，看
到了详细诉说着村史党史的地契、影像资料
等老物件，这些物件成为沧桑历史的生动写
照。常恬宁告诉记者，很多来参观的年轻人
都跟她一样，重温历史后，充满自豪感和获
得感，更加树立起开拓进取的信念。

乡村建设要“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
乡愁”，九级村档案馆，就是留住“乡愁”
的缩影。记者从淄博市张店区档案局了解

到，近年来，该局围绕乡村振兴、红色教
育、经济发展等地方特色，构建起多元化美
丽乡村档案资源体系，为村落留住“乡
愁”。

今年65岁的冯汝海是九级村的老党员，
这些年村里在衣食住行方面天翻地覆的变
化，他有切身经历和体会。“这是旧村改造
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照片，可以看到明显对
比，原来的土坯房变成了楼房。再看这张
1948年的地契，那时张店解放，之后开始土
地改革。80年代，村民有辆自行车、摩托车
就很好了，现在是家家户户有车。”指着馆
内的一件件陈设，冯汝海向记者介绍。对于
这个有着百年历史、丰富文化的地方，他深
切热爱，充满自豪。

冯汝海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九级村实施。1984年至
1994年,工业强村,村民的收入翻三番,村级文化
教育也有了长足发展。2001年，实施旧村改
造，62幢居民楼拔地而起，从此村民告别了

黄土地农家院,踏进了城市人的生活圈。与此
同时 ,义乌小商品城为主体的商业圈的建立 ,
为他们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村民的生活有了
可靠保障。

“现在，村里有了经济实力，村风也越
来越好，百姓培养起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气
质。在这里，年轻人可以真真切切地看到档
案记载的历史，它激励今人,惠及后人。如果
没有这些资料，年轻人既不了解村里的历
史，也容易偏听偏信，从而没有自豪感和感
恩的心。”冯汝海说，这种影响力，从小处
说是在一个村，往大处说，就是一个镇一个
区乃至整个国家。

红色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鲜活的爱
国教材。在张店区沣水镇东高村的红色东高
革命纪念馆，记者瞻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事
迹及部分文物。隐蔽的地道口、秘密的活动
室、泛黄的证书，一一展现在眼前。张店区
档案局还依托沣水镇东高村、淄博第一个农
村党支部洪沟村等地的红色资源，通过建立

红色档案，弘扬红色文化，让乡村焕发文明
新气象。

“革命遗址，大多散落在乡村，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教育价值。把这些红色文化
转化为档案资源，让更多人了解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能激励更多人自觉参与美丽
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区档案局
局长李思玉表示。

张店区档案局管理科科长高静告诉记
者，为了加强镇、村两级建档工作，区档案
局支持鼓励各镇开展村级档案规范化建设，
培育乡村记忆建设示范镇、示范村。下一
步，区档案局将在各个省级文明村建设一批
乡村记忆档案馆，不断征集具有地方特色和
较高价值的特色档案、社会档案、个人档
案，实现档案收集更齐全、管理更规范、使
用更方便。此项工作，用档案记录乡村之
美，服务父老乡亲，进一步提升乡村文化品
位，开山东省档案工作之先河。

挖掘乡村振兴、红色教育等地方特色，构建多元化美丽乡村档案资源体系———

张店：档案留住“乡愁”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刘厚珉 报道
本报单县讯 近日，单县莱河镇半坡村许付林在国庆节

期间冒死救出4个落水孩子的感人事迹，在当地传为美谈。
10月4日傍晚6时许，从丁楼集上买化肥回家的路上，

许付林在村头听到老年妇女陈培华在喊救人，有孩子落入
半坡村南北主干道东侧的沟渠。这儿曾被挖掘机大量取
土，留下了陡坡沟壑，积水3米多深。

原来，随父亲从北京回老家半坡村度十一长假的段家
14岁的长子和一对11岁的孪生兄妹，还有本村许家8岁的
女孩，4个孩子结伴骑乘电动三轮车玩耍，由于驾驶失
控，一头跌入落坑塘。陈培华得知此事后慌忙赶到坑塘
边，发现一个男孩正在水里一沉一浮，就不住地呼叫：
“有小孩掉水了，快来救人呀！”此时，许付林顺着陈培
华手指的方向，看到一个露出水面的头顶，情况万分紧
急。

许付林今年已经54岁，是一位朴实的农民，患有糖尿病
和心血管狭窄症，时常心绞痛，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怕冷
又怕累，更不敢过分激动。但此时他没有丝毫犹豫，来不
及脱掉衣裤，兜里还带着手机和速效救心丸，就毫不犹豫
地滑下陡峭的坑塘，跳进又凉又深的水里，很快将男孩拖
上岸。许付林扭头又看到水中央浮出一缕黑发，接着扑进
水里，再将一个女孩拉出来，并将其顺坡倒俯着控水。在
许付林稍微喘口气时，清醒的男孩对他说：“水里还有一
个。”是时，许付林感到浑身沉重而寒冷，观察水面，并
未发现任何迹象，便不顾一切地第三次扑进水里，潜水寻
找，约1分钟后，将正下沉的一个女孩抓住，送到岸边，
并给予控水。“还有一个。”男孩忽然又说道。许付林已
经气短力竭，胸口疼痛，回首之际，看到邻近对岸的水面
上，冒出几个气泡。许付林感到浑身又充满了力量，就第
四次扑进水里，手脚并用，扑扑腾腾向对岸游去。“到对
面有六七米远，我感觉到真是太远了、太慢了，真想一把
这孩子拽出来了！”采访时，许付林说。

当时，许付林吃力地游到冒水泡的地方，长吸了一口
气，潜到水底，抓着了一个男孩，并使出全身气力，将其
举出水面，自己也顺势换了一口气，并迟缓地靠近东岸。
这时，坑塘边已经聚集了许多群众，大家有的给被救上岸
的孩子继续控水，有的点火给孩子取暖，而许付林的侄子
许恒军则踏着泥水援助叔叔，当接过叔叔吃力托出的第四
个孩子时，许付林向侄子笑了笑，急切地说：“快、快拉
我，我撑不住了！”许恒军把奄奄一息的男孩交给赶来的
群众，就在许付林下沉的一瞬间，许恒军抓住了他的手
腕，并费劲地拽出深水。短短7分钟，救出4个孩子，自己
也最终被“救出”，心满意足的许付林瘫倒在泥窝里，笑
了。在略懂急救医学常识的村民徐福堂的指导下，大伙儿
积极施救，4个孩子奇迹般的转危为安。

因为4个孩子都是第一次回老家，大伙儿并不相识。待
孩子们清醒后，问清家庭情况，才分别将他们送回家。目
前，段家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已经回北京；许家女孩由于呛
水造成肺部感染，正接受医院治疗，并无生命危险。

次日，段、许两家到许付林家中酬谢孩子的救命恩人，
被许付林婉拒。许付林说：“看到4个孩子这么可爱，我觉
得自己冒再大的危险都值得！”

带着速效救心丸，跳入3米多深坑塘

农民许付林7分钟

冒死救出4名落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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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彭辉
通讯员 胡艳艳 赛宁宁 报道
本报威海讯 姥爷一直在省级人事部

门工作，但我们在农村老家的8个孙辈子
女，一个都没有帮忙安排工作。姥爷对党
忠诚，在年过九旬时，曾一次向中组部交
纳五千元党费。”这段满含深情的文字来
自环翠区一位机关干部，题目是《姥爷留
给我们的“遗产”——— 忠诚国家，勤俭持
家》，刊登在威海市环翠区纪委和区妇联
编印的《清廉家风手册》上。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
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从近
年来查处的违规违纪案例来看，领导干部
出问题，与其家风不正有很大关系，治家
不严、家风不正，“全家福”就很有可能
演变成“全家腐”。为此，环翠区纪委监
委和区妇联在全区组织评议展示家风活
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家庭廉洁防线，夯
实规矩意识，弘扬清风正气。

从今年7月中旬开始，环翠区鼓励干部
群众通过座谈会、QQ群、微信群等渠道，

就“什么是好的家风”和“如何传承好家
风”等展开大讨论，纷纷亮出自己的家
风、家训、家书，用精彩家风诠释爱、
善、孝、义、廉。区直部门、镇街、村居
和企业等基层部门在本部门内评议选出的
优秀家风家训家书，整理后上报。区里成
立评选小组，对各部门选送的109个家风家
训家书作品进行评选，从中选取了46个具
有代表性、富有内涵、便于传诵的汇编成
册。环翠区还将评选出的好家风好家训好
家书，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线上
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将评选出来的家风手
册400余本，发至基层部门，广泛宣传最美
家庭故事和好家风好家训，让更多的群众
了解身边的优秀家风，学习身边的典型。

“由于我们征集的家风、家训、家书
故事都是来源于身边，所以更能引起全区
干部群众的共鸣，触动大家的内心。我们
就是要通过开展家风建设系列活动，以良
好家风引领党风、政风、社风、民风，营
造良好政治生态。”环翠区纪委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毕建金说。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贾鹏 纪文广 报道
本报乐陵讯 “这次住院看病一分钱都

没花……”10月8日，乐陵市黄夹镇东街村74
岁的贫困人口苏绍发从黄夹镇中心卫生院出
院时说。在他的出院结算单写着：医疗费用
5463 . 36元，医保报销4762 . 63元，商业补充保
险救助590 . 38元，住院35天，个人承担费用
89 . 35元，但在出院时，黄夹镇卫生院按生活
补助政策给予全免。最终，苏绍发老人自付
费用为0元。

乐陵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积极推行
“提高报销比例、商业保险补充、给予住院
补助”等健康扶贫“三重保障”机制，让贫
困人口基层住院基本“不花钱”。据介绍，
该市人社部门医保处将贫困人口在基层医疗
机构住院的报销比例由87%提高到了92%，起
付线下调50%；财政部门为贫困人口每人投
保了100元的商业补充保险，对贫困人口住院
治疗个人承担部分按照8 0%的比例给予救
助，对医保报销目录外的费用再按照70%的
比例给予救助。

该市卫生计生部门在各个医疗机构全部
建立专门的扶贫组织、开设专门的贫困人口
就医窗口、推行贫困人口住院“一站式”结
算，实行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费”制
度，以及免除一般挂号费、免除诊查费，专
家挂号费减半、大型设备检查费减半的“两
免两减半”优惠政策。对在基层医疗机构住
院的贫困人口，由基层医疗机构给予每人每
天12元的生活补助，是该市2017年初推行的
新举措，“每天12元的补助费用，对于贫困
家庭来说，这就是雪中送炭。”黄夹镇卫生
院院长朱淑华说。该项政策实行以来，共对
2244人次住院贫困人口发放补助20 . 2万元。该
市还通过为贫困人口建立专项健康档案，同
时抽调市乡两级医疗机械专家组成扶贫服务
队，不定期进村入户开展扶贫义诊活动，为
特殊对象进行免费体检，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从源头上保障贫困群众健康。近三年
来，共组织义诊活动1200多次，受益群众3 . 6
万人次。今年1至9月份，该市共对1100多名
住院贫困人口进行了医疗救助，资金126 . 75
万元。

在评议展示家风中凝聚家庭德廉力量

环翠区：筑牢家庭廉洁防线

报销比例提高、商业保险补充、给予住院补助

乐陵：健康扶贫有“三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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