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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刘长春 霍琳娜

这是一户苦难家庭，丈夫早已离开人
世，留下年迈的她独自照顾“植物人”儿
子。她整天为孩子忙碌不停，提水洗澡、洗
衣服、做饭……全部重担都落在了她瘦小的
身板上。她总说：“这没啥，照顾好孩子是
母亲理所应当的责任。”近日，她12年的付
出终于有了回应——— “植物人”儿子露出了
笑容。她的眼泪一下子就落了下来。

一场车祸

让一家人如坠深渊

韦明英今年75岁，是汶上县苑庄镇大秦
村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因病早逝，她
一人含辛茹苦将儿子王树宝抚养长大。随着
儿子娶妻生子，一家人日子也渐渐好了起
来。正当韦明英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出头的时
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再次让这个家庭坠
入深渊。

200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寿光打工的
儿子被一辆转弯的大货车撞倒，后脑受伤被
送进了医院。王树宝的同事将他送进了医院
并打电话告诉了韦明英老人。老人和儿媳带
着家中所有积蓄来到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
不省人事的王树宝，韦明英老泪纵横。

“家里本来就不宽裕，为了给树宝治病，亲
戚邻居能借的俺都借了。”韦明英说。

经过治疗，王树宝活了下来，但不幸的
是变成了植物人。

4000多个日夜

坚守在儿子床前

为了给王树宝治病，一家人花光了所有
积蓄，还欠债12万元。为了维持生计，王树
宝的妻子到潍坊青州靠帮人装菜挣点钱，照
顾王树宝的任务就落在了老人一人身上。

每隔2个小时翻一次身，3个小时喂一次
流食，每天全身按摩2次防止肌肉萎缩，擦身
体，换尿布……4000多个日日夜夜，家里全
是她忙碌的身影。老人每天5点就起床，为王
树宝穿衣、洗脸、喂饭、接大小便。农忙时
候，老人匆匆忙完地里的农活，就得赶紧回
家，生怕独自在家的儿子受啥委屈。王树宝
不能吞咽，只能通过胃管进食。胃管一个月
更换一次，刚开始时，老人请医院的大夫帮
忙换。后来为了省钱，韦明英甚至学会了插
胃管，到现在她已经能熟练地把胃管插好。
闺女过节来看望她时拿来的火腿肠，她一口
也舍不得吃，全部放在豆浆机里打碎给王树
宝吃。为了儿子能多摄入点营养，她还在汤
里加入南瓜、馒头、鸡蛋。但这些食物搅碎
之后比较粘稠，老人只用手根本就推不进胃
管里，她便用前胸顶着注射器一点一点往前
推，积年累月，老人的前胸磨起了厚厚一层
茧子。因为王树宝没有知觉，饭热了会烫坏
食管，凉了，要胀肚子，韦明英每次喂饭都
要等到温凉适宜的时候，时间久了，她用手
就能准确地把握好粥的温度。

最难的是帮儿子擦洗身子，常年卧床的
人最怕得褥疮，由于儿子王树宝身材较高，
韦明英又瘦小，帮儿子翻身十分吃力。但是
她一边用手撑着板凳一边用肩膀顶住儿子的
后背，为儿子翻身、擦洗。长时间的劳累加
营养不良，老人的体重从100斤下降到现在的
60斤，可是她从来都没有怨言。

儿子的一个笑容

让母亲泪如雨下

家中有这样一个病人，搁谁也得犯愁。
可是75岁的韦明英却从不哭天抹泪。邻居、
亲戚看她照顾儿子这么辛苦，纷纷劝她：
“树宝妈，他不会醒了，你这么难，啥时候

是个头啊？”韦明英摇摇头说：“孩子都是
娘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着心呐！今后的日
子就是再苦再难，俺也要养着他。”

当问到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要放弃时，
老人坚定地说：“不放弃，从来都没想过要

放弃。有俺儿这个家还是个家，没他这个家
都散了，啥时候俺都不会放弃他。”

老人的辛勤坚持终于在今年换来回报，
10月9日，韦明英在给儿子擦拭身体的时，昏
迷12年的植物人儿子露出了笑容。看到儿子

笑的瞬间，她的眼泪一下子就落了下来。
“你知道呗，现在你要给他开个玩笑他

就笑，以后俺儿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说不
定明天俺孩子就会突然坐起来，笑着喊俺一
声娘…”老人乐呵呵地说。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乔志宇

村里的沟渠重新得到了清理；两个自然
村通上了水泥路；全新的二层楼村党支部建
起来了；村里贫困户得到扶贫项目分红；村
民走上了特色渔业致富路；村外的县道上终
于亮起了路灯………自济宁市渔业局驻海南
村工作组进驻以来，鱼台县王庙镇海南村这
个省定贫困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从内到外发
生了巨大的改变，村民们干事创业的心齐
了，村党支部的威信得到了有力提升，村子
的面貌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村庄强不强，关键看党支部。作为驻村
的第一书记，当别鹏来到这个曾经被认为是
“软懒散”的海南村时，就打定主意从党建
入手，以实打实的工作提升村党支部的威信
与干事创业的信心。“最初的情况是开会连
村党支部的人员都到不齐，基本没有党建活
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何谈改变村子的面

貌。”11月30日，别鹏告诉记者，工作组来
到海南村之后，从走访党员做起，有活动时
挨家挨户通知到每一位党员，逐渐党员活动
正常了，党员活动出勤率达到100%。组建了
党员先锋队，在治安维稳、秸秆禁烧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员的荣誉感提高了，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明显增强了。

2017年7月初，工作组刚刚来到海南村，
就受到了一场暴雨的考验。7月6日傍晚，海
南村降雨接近200毫米，别鹏和同事担心贫困
村民的房屋出现安全问题，当晚即蹚着漫过
大腿的积水前去查看。在记录下受灾情况之
后，又帮助村民清理了家中的积水，整整一
晚，别鹏和队员吴广州都守在现场没敢合
眼。第二天一早，看着稻田中已经有四五十
厘米高的积水，驻村工作组一方面安慰村
民，号召采取自家抽水机向外抽水自救与灌
溉站排水相结合的方式，与时间赛跑，尽快
排出积水，保证今年的收成，并再次向下派
工作团和镇党委政府进行汇报，帮助海南村

抗灾救助，齐心协力渡过困难。
脱贫致富是工作组的重要工作内容。谈

起贫困户，别鹏如数家珍，家有几口人，姓
名年龄致贫原因脱贫方法。他积极争取市渔
业局支持，协调各类渔业项目资金18万余
元，市渔业局主要领导多次到村调研走访，
邀请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淡水研究院等省
内专家到村科技帮扶。建立微信群，发布惠
农富农政策信息，帮助村民成立家庭农场，
引导村民开展黑斑蛙、泥鳅等特种养殖，走
出一条特色渔业养殖的新路子。海南村2017
年被评为“济宁市旅游扶贫示范村”。

海南村原大队部是几十年的危房，别鹏
争取第一书记项目和民政项目资金30万元，
新建了288平方米的两层小楼，解决了原来开
会坐不下，活动展不开的难题；村里有两个
自然村至今未通上水泥路，村民意见很大，
积极争取专项资金68万元，修了2786米的水泥
路，解决了村民多年出行晴天一身土雨天一
身泥的困难。一位90多岁的老大爷感慨地

说：“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走上水泥路”。
村里水渠陈旧老化，浇水时灌不上，排水时
排不出，争取发改部门项目把水利设施重新
修建，解决村民生产难题。

今年3月26日下午，本就感觉胸口有些
疼，别鹏还是坚持参加完县里组织的第一书
记培训班再去医院检查。结果当时就诊断为
心肌梗死，当即做了心脏介入手术，放入两
个支架。即使这样，别鹏在住院期间还在挂
念村级文化场所提升和农田水利项目进展情
况。大夫说他捡回一条命，至少需要休息半
年，谁知出院不到一个月，别鹏就重新回到
了海南村。“人在家休息，心里也是挂念着
村里的工作。”别鹏告诉记者，对于海南村
自己有着一份特殊感情，希望通过两年的驻
村工作，谋划一条适合海南村发展的路子，
当好党和政府扶贫惠农政策的喇叭和村民的
娘家人，帮助海南村走上发展的快速道。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科技部公示确定了首批创新

型县（市）建设名单，全国共计52个县（市）上榜，
邹城市成功入选。该市创新型县（市）建设主题为
“科技支撑产业发展”，本次入选将有利于邹城争取
国家、省创新平台、项目、政策、资金支持，加速邹
城高新区、农高区创建，营造创新创业氛围，激发创
新活力，助力建设现代工业强市和创新开放高地。

近年来，邹城市深入实施人才强市和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坚持新技术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加
强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深化产学研合作引育创新人
才，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全市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持
续提升，有力推动了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市拥有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1家，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2家，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家，省级以上创新创业平台
达到60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50家；先后
引进两院院士、千人计划专家、泰山学者和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28人；全市承担实施了100余项国家、省级
重大科技专项，其中国家级28项。先后荣获全国科技
进步先进市、中国优秀创新城市和国家知识产权强县
工程试点县等荣誉称号。

邹城入围

全国首批创新型县（市）

“啥时候俺都不会放弃他”
汶上七旬母亲12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用爱唤醒“植物人”儿子

解决“软懒散” 从实处抓党建

别鹏：当好村民的娘家人

■最美基层干部

□ 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孙欣 薛海波

11月21日，在嘉祥县老僧堂镇秦庄村的
一处种植基地里，村党支部书记李希锋看着
长势喜人的西兰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
悦。“村民看韦庄村种西兰花那么赚钱，很
动心。加上镇里鼓励，反复作宣传，这才放
开了思想。今年我们村流转了1000多亩地，
发展‘订单农业’，而且是水肥一体化，预
计每亩每年可增收6000元。”李希锋说。这
也是老僧堂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农业
从“一枝独秀”向“多点开花”发展的一个
缩影。

老僧堂镇地处嘉祥县北部，距离城区较
远，村民思想较为保守，很多村民宁愿守着
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愿将土地流转给
他人耕种。为改变这种局面，镇党委、政府
采取“舆论造势、典型示范”的方式，加大
宣传力度，让广大干部群众熟悉政策、打消

顾虑，积极进行土地流转，大力调整产业结
构。通过典型经验介绍，让群众看到土地流
转带来的巨大红利，进一步提高了群众进行
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为打消群众顾虑，老僧堂镇成立了农村
产权交易中心，并在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开设
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政策和法律咨询服
务。同时，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采
取“确权确股不确地”“离地不失地”的创
新举措，在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关
系，完善“三权”分置制度，调整农业生产
关系，保证承包人权益的基础上，加速推进
土地经营规模化。通过“村党支部引领、合
作社运作、村民流转土地”的发展模式，实
现了村民入股年底有分红、合作社打工每月
有收入，村集体经济有发展的合作共赢局
面。截至目前，老僧堂镇共流转土地13000余
亩，建成西兰花、银堂甜瓜、冰糖雪梨、地
瓜等特色种植基地。

作为老僧堂镇土地流转的先驱和成功示

范，韦庄村今年流转土地除建设高标准的冬
暖式大棚外，引进新希望六和种养一体化项
目，建设了肉鸭养殖基地、粪污处理车间，
规划建设农产品加工项目和农产品交易市
场，完成了从蔬菜种植向多元化发展的转
变，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土地流转。

“正因为实现了土地的集聚化生产、规
模化经营，才能吸引农业龙头企业到老僧堂
镇投资兴业。”老僧堂镇副镇长靳向东介
绍，目前镇域内多家养殖场、种植专业合作
社同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除新希
望六和外，嘉瑞农作物合作社也先后通过同
山东农科院、安徽农科院、济宁农科院、圣
丰种业院士工作站建立合作关系，并逐步开
展大豆品种的选育和攻关工作。今年8月，
经农业农村部批准，在老僧堂镇实施了农业
产业强镇示范建设项目，依托新希望六和、
银堂蔬菜种植和阳光农科，发展绿色循环农
业，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产业
振兴。

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特色农业“多点开花”

老僧堂镇唱响土地流转新旋律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6日，山东大学县域发展研究

院发布了《五大发展理念视角下的山东省县域科学发
展评估与排名》，曲阜市、邹城市荣登前十名榜单。

据了解，《五大发展理念视角下的山东省县域科
学发展评估与排名》以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发展观的
角度，评价县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程度。山东大学研究团队在2018年对全省82个县财
政预决算报告的信息公开及时性与完整性进行评估，
并将评估结果纳入反映政府治理水平方面的子指标。
本年报告是连续第二年发布，这也成为首个完全基于
五大发展理念设计的县域排名体系，同时实现了对山
东省县域全覆盖的评估。

山东省县域科学发展十强排名公布

曲阜邹城上榜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6日，记者从济宁市商务局了

解到，济宁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已接近尾声，近期
提请省商务厅考核验收。目前，市级平台完成了与省
级平台对接，实现了数据汇总、分析、监测及预警等
功能，首批12家示范企业追溯系统基本建成，节点遍
布主城区，涵盖肉类、蔬菜、水果等多个产品品种，
形成了“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链条。

重要产品追溯体系是以二维码为载体记录信息，
市民用智能手机即可查询商品的来源、去向、商品是
否检测合格。现阶段，在爱客多、贵和、新合作百意
等体验店，还采用了电子价签显示二维码的模式，市
民在购买前均可查询商品信息。企业将追溯系统与经
营管理系统密切融合，解决了追溯信息传输与企业经
营管理“两张皮”的问题，并利用追溯系统有效提升
了企业品牌价值。同时，追溯体系通过记录各个环节
的信息，形成流通链条，引领带动了全市商贸流通业
的信息化水平，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

济宁城区肉菜追溯系统

基本建成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李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福寿汉字的产生伴随着汉文字发

展的轨迹而不断增加、演变和完善。它的演变、发展
和形成受自然现象影响，又有历代文人不懈地努力创
作。”12月5日，家住济宁市任城区师专附中家属院
的退休教师李长荣向记者讲解自己搜集“福”“寿”
的过程，“20多年来，我在各类书法典籍、碑林、拓
片、文物中搜集，并按照汉字发展演变历程创作了
《万福万寿吉祥谱》，很有成就感。”

李长荣毕业于曲师大美术系，在济宁学院附中和
多家研究机构从事书画教学与创作研究50多年。年近
70的他痴迷书法。

据了解，《万福万寿吉祥谱》全卷长300米，字
体广采诸家，严谨灵动，极尽变化，造型妙趣横生。
单字含义深刻，分别具有宗教、生育、方位、伦理、
吉祥等包罗万象。用笔活泼多姿，体相有度，精绝气
雄。笔法、墨法、心法与结体融为一体，尽显与福寿
相关的奇思妙想，使福寿字千变万化，美妙无限又绝
生奇趣，彰显中国书法和福寿文化的广深可爱。

退休教师历时20年

收集创作《万福万寿吉祥谱》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宫衍猛 报道
本报微山讯 12月5日 记者从微山县委组织部

了解到，为切实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建
设，微山县实施“8090”年轻干部能力提升计划，每
年从乡镇（街道）和县直各部门单位选调一批40岁以
下的优秀科级干部和30岁以下的优秀科员级干部，分
批分类进行专题培训，两年轮训一遍。

“为了更好了解年轻干部能力状况，我们根据年
轻干部岗位职责和自身特点，制订能力自检清单，重
点确定政治把握能力、群众工作能力、调查研究能力
等10项能力类别，细化各项能力的具体标准，并明确
强、较强、一般和差四个自检等次。”微山县委组织
部干教科工作人员刘维介绍，把开展需求调研作为年
轻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的前置环节，每年分层分类组织
年轻干部开展能力自检，通过综合研判、分类梳理，
形成《年轻干部能力自检报告单》，明确年轻干部能
力缺项和培训需求，推动培训精准实施。目前，已举
办年轻干部能力提升班2期，培训学员114人。

微山县实施

年轻干部能力提升计划

□记者 王浩奇 姜国乐
通讯员 周明建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2月7日晚，寒风凛

冽，济宁交运集团11楼会议室里洋溢着温
馨。“老公，你在外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
全，不要牵挂家里，有我呢！”随着金乡
汽车站驾驶员杨贞群的妻子丛焱的一句贴
心话，济宁交运集团第五届“最美驾驶员
贤内助”颁奖仪式拉开帷幕。

为弘扬最美职工家庭的先进事迹，激
励干部职工爱家、爱企热情，表彰驾驶员
及家属在企业安全生产中作出的突出贡
献，济宁交运集团组织开展了第五届“最
美驾驶员贤内助”寻找评选活动，共有49
个优秀职工家庭被推荐参与评选，其中28
位驾驶员家属当选为“最美驾驶员贤内
助”，在活动现场受到表彰。

“28个家庭虽各有不同的故事，却有

着一样的温馨家庭环境、共同的亲情牵
挂。”济宁交运集团董事长魏广锡说，
“正是有了家属们的知冷知热，驾驶员才
解除了后顾之忧，立足岗位奋发有为，成
为驾驶员队伍中的佼佼者。企业的功劳簿
里记录着大家共同的心血和汗水，企业发
展的‘军功章’也饱含着家属们的付出和
奉献。”济宁交运集团建业70年来，不断
发展壮大。

济宁交运集团表彰28位驾驶员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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