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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张艳

1月4日清晨7点半，伴随着2019年的初
雪，曲阜市爱心助力团志愿者丁郭裹着厚
厚的羽绒服，站上春秋路和归德路的交叉
口，一抬手、一挥旗，开始了一整天的
“斑马线文明守卫战”。

随着文明城市创建持续向纵深推进，
斑马线前主动礼让行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
机动车驾驶者的习惯。“过去是用罚款
‘吓’着让，用举旗‘逼’着让，现在已
经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了。”3年来，坚持
每星期上街做一次志愿服务的丁郭直言，
除了上班高峰期偶尔会出现抢道状况，其
他时间已经不大用吹着哨监督了。

然而，细心的丁郭也发现，与驾驶者
态度一起转变的还有行人的态度：《不礼
让行人处罚规定》出台前，有司机主动停
车让道往往会收到一个礼貌的点头挥手，
甚至是举起的大拇指；可当行人渐渐形成
“不让道你就等着吃罚单吧”的思想，不
仅感激之情消失殆尽，甚至还有人故意放
慢脚步，驾驶室内外的文明状况发生了一

个对调。
斑马线上的文明提升应该齐头并进，

而非此消彼长。“今天，几乎每个人都会
在‘行人’和‘驾驶者’两个角色间频繁
转换。作为驾驶者，要有主动礼让弱势的
觉悟；而作为行人，则要秉持受到礼遇后
的感恩。”丁郭说，当心与心有了这种基
于换位思考后的互通，文明才会从“根
上”滋长出来。

看到机动车在自己面前停下，一个感
激的点头微笑、一个夹紧包快跑两步的动
作，都会让车里的驾驶者备受鼓舞，感受到
一个文明践行者受到的尊重。丁郭深有感
触的告诉记者，文明不该源自制度的约束，
而应发自人的内心。2019年，他想在过马路
时对100个给他让道的司机点头说谢谢，尊
重文明先行者，也是在尊重自己。

在丁郭看来，一颗“公心”，有助于站在
他人和社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懂得为什
么要崇尚文明；一颗“感恩”的心，则可以引
导出善意的行为，明白为什么要践行文明。
创城，给了文明复苏一个平台，而每一个人
的努力，就是在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一次
又一次的加速度，当竭力而为。

丁郭：想给100个人说“谢谢”

□ 本报记者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乡村儒学讲堂在泗水已是家喻户
晓，来听课的群众越来越多，教化作用也
愈加明显，作为一名乡村儒学传播志愿
者，既觉得欣慰，又感到身上担子沉
重。”泗水县老年大学教师、乡村儒学志
愿讲师李杜勇告诉记者，“2019年，我要
继续学习儒释道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不断丰富讲课内容，做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最坚定的推广者。”

回顾2018年，李杜勇感到充实、快
乐。李杜勇的固定教学点是尼山圣水峪镇
北东野村儒学讲堂，每周都要去一次，此
外还要到其他乡镇的儒学讲堂，不定期地
讲课。“基本以不耽误农忙为主，有时候
讲课会安排在晚上，碰上阴雨天也是常有
的事儿。”有一次在杨柳镇里仁村，因为
白天群众忙着秋收秋种，李杜勇的开课就
定在了晚上，结果太阳刚刚落山就下起了
蒙蒙细雨，李杜勇驱车20多公里准时来到
讲堂，接近晚上10点才离开讲堂，李杜勇
因为天黑路不熟，两边都是未收割的玉

米，难以辨别方向就闷着头往前走，后来
看见路标才明白到了曲阜地界。

“虽然很辛苦，但看到村民们那么喜
欢听课，我就知足了。”李杜勇说，北东
野村一位85岁的李大娘，每次都参加，来
讲堂先问李老师来了吗？群众的喜爱就是
讲课的动力，一年来，李杜勇讲课80余
次，听众一万余人次。他欣喜地看到，村
庄孝亲敬老的社会风气有了好转，家庭更
和睦，邻里更团结。

弘扬传统文化传播儒家思想，任重而
道远。“我发现听课的人们，老年人占大

多数，中青年人少，而中青年人在家风孝
道的传承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上要孝
敬老人，下要教育好自己的儿女，位置尤
为重要，因此要鼓励号召更多在家的中青
年村民来学堂听课。”李杜勇深有感触地
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加强自身的学
习，只有不断的学习充电，才能讲好传统
文化，才能熟练地驾驭课堂。“同时要发
扬儒家的奉献精神，不图名利不记得失，
为农村服务，为社会文明和谐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李杜勇：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推广者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经过公开征集项目、广泛听取意见、深

入调研论证，1月1日，济宁市公布2019年为民办好十件实
事———

实施济宁城区道路积水点治理；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
体化，新建规模化水厂1处、续建规模化供水工程12处，
完成规模化供水工程7处，优先解决100个高氟村、30个扶
贫村饮水安全问题；积极提升养老服务水平，30个示范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营，新增养老服务床位5000张，对
全市139处乡镇（街道）敬老院实施改厨改浴改厕工程；
大力实施济宁城区道路畅通工程；实施政府灾害救助保险
项目，2019年，按照每人2元的标准，为全市居民购买政
府灾害救助保险；提升基层和妇幼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到
2019年年底，完成13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升级改造，开展妇幼健康筛查；加快发展普惠性学前教
育，2019年新改扩建幼儿园40所，增加学位9000个；实施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全面提
升物业管理水平，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与评级管理
体系，2019年物业管理覆盖率达到70%；持续推进冬季清
洁取暖工程，2019年全市新增集中供暖面积300万平方
米，济宁城区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81%以上，完成冬季清
洁取暖改造15万户。

2019年为民办好十件实事

公布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月6日，记者从济宁市发改委获悉，经

过前期的自评、初审、打分、公示、展示等环节，确定青
岛市即墨区、济南市、诸城市、青岛西海岸新区、东营市
垦利区、寿光市、五莲县、济宁市等8个市(县、区)为首
批山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称，济宁市的信用体系包括实名登
记、个人信用建设、建立“红黑名单”、“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和“信用济宁”建设等。

济宁入选首批山东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 本报记者 张誉耀

“很多患者和家属都会问我，‘手术
成功率有多高？风险大不大？”但在我看
来，统计百分比只是个医学数据，对患者
和他的家庭来说，生命只有一次，只有0
和100%的区别。”1月4日，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麻醉手术部副主任尤培军刚下手术
台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语气笃定地说，
“新的一年，我想保证更多1 0 0%成功
率。”

2018年，是麻醉手术的变革之年。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
发布了《关于印发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
务意见的通知》，从全局和顶层设计高度
阐述了新时代新形势下我国麻醉学科的地
位和使命，对改善目前麻醉医生的短缺现
状和麻醉学科建设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这是自1989年原卫生部发文将麻醉科规定

为临床学科以来对麻醉学科发展最为重要
的文件；紧接着，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制定
了《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实施方
案》，因此，科室也将更加注重人才培
养、推进学科建设，进一步完善麻醉医疗
服务，确保患者安全。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培军想和他
的同事们在新的一年再展拳脚，一方面推
行快速康复医疗及日间手术，抓住“围术
期安全”这个永恒的主题，开展新技术、
新项目，引进高层次人才，为更多的患者
提供更为安全、舒适的医疗服务。与此同
时，在2018年11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分娩镇
痛工作试点方案（2018-2020年）》指导下，
他和所在科室将发挥起步早、流程畅的优
势，利用麻醉科在分娩镇痛中的主导地
位，加大分娩镇痛力度，提高围产期医疗
服务质量。

尤培军：

想保证100%成功率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刘萌

参加春晚的演出让他到大年初一才回
到家里过年；为了准备山东省软件设计大
赛，他和伙伴们一起在暑期里留守校园；
而到了中秋节，王天宇更是在现场从事着
志愿服务。作为曲阜师范大学软件学院的
一位大三学生，虽然去年的假期有了不小
的缩水，但这一年的经历对于21岁的王天
宇来说意义非凡。

“2018年对于我来说是成长最多的一
年，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不一样的回忆，
更成为未来激励自己前进的宝贵财富。”
回忆起这一年的经历时，王天宇感慨道。

当大事发生在身边时，参与到其中是
一件幸福的事。“其实春晚印象最深的是
大年三十晚上在演出完毕之后大家一起吃
年夜饭的经历。当时已经接近大年初一的
零点，现场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第一个没
有在家人身边度过的除夕，我们‘600壮
汉’也十分的开心。”王天宇回忆道，报
名参加春晚的时候就觉得这种机遇十分难

得，正好自己当时是大二，有足够的时间
与精力参与其中。“整个过程下来，不仅
开拓了视野、锻炼了意志，更收获了许多
友谊。”

当秋晚在曲阜尼山举行时，王天宇作
为一名志愿者从事着现场引领的工作。在
济宁高新区体育馆接上观众之后引导他们
在场地内就坐，到演出结束后再引领观众
们有次序地退场，加上彩排和演出，总共
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王天宇都在现场服
务。连续参加了在曲阜举行的两次盛会，
他也对曲阜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体悟：
“这里没有太多的灯红酒绿，却充满着文
化积淀出来的古朴气息，儒家文化也成为
了这座城市的基因。”

新的一年到来，王天宇告诉记者，他
有两个计划：首先是在自己的专业软件领
域能有更进一步的提高。2018年，王天宇
和他的伙伴们在山东省大学生软件设计大
赛和山东省高校大学生人工智能大赛中均
获得了一等奖。今年，他把目标瞄准了软
件设计的全国决赛，期待可以闯出更好的
名次。

王天宇：

瞄准全国软件设计决赛
□ 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薛海波 孙欣

2018年12月26日，温度已降至零下，
嘉祥县老僧堂镇兰垓村村民靳香菊一早给
孩子、老人做完饭，准备收蒜。八九点
钟，陆陆续续开始有村民来送剥完皮的
蒜，靳香菊先称重再结账，村民离开后，
自己再一袋袋倒出来进行二次检查。

“2018年我们家脱离了贫困户的行
列，有了点收入。2019年，我想日子能越
来越红火，也希望能带动更多人赚钱。”
靳香菊高兴地说。

2018年，靳香菊收获不少，最让她自
豪的是自己成了大蒜加工点的“包工
头”，在她的带领下，没法外出打工的老
人、妇女、贫困户多多少少能赚点钱。没

想到的是，大蒜加工企业看中靳香菊的带
动力，加大了当地大蒜加工的投放量，并
让她帮着多找几个加工点。现在，除靳香
菊外，周边村又成立了三四家加工点，其
中一个加工点的负责人原本是靳香菊这里
拿蒜回家加工的贫困户，现在夫妻二人一
起干，去那里拿蒜的比靳香菊这里的还
多。

对于不能外出务工的人来说，这确实
是个不错的活计。”靳香菊说，自己通过这
个有了收入，还能兼顾老人孩子，又眼看着
一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也能赚钱，心
里很满足。2019年，她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
进来，加工点可以越来越多。如果能形成集
聚效应那就更好，因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
机会，大家也能一起致富。

靳香菊：

当“蒜堆”里的将军

从左到右依次为：周晴晴、靳香菊、王天宇、李杜勇、丁郭、尤培军。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根据《济宁市“绿满乡村”三年行动

2019——— 2021实施意见》，1月1日起，“绿满乡村”三年
绿化攻坚行动正式启动，计划截至2021年年底前，全市
40%的村庄达到森林乡村重点村绿化标准，300个村达到森
林乡村示范村绿化标准。

据了解，济宁市将分级推进森林乡村建设，到2021
年，乡镇（街道）驻地所在乡村全部达到森林乡村示范村标
准，各乡镇（街道）建成区至少建设1处中心花园或绿地广
场。同时充分利用村庄内边角地、废弃荒芜地、拆违拆旧地
增加乡村绿量，鼓励群众在庭院栽植适宜的乔、灌、花、藤本
等植物，力争利用三年的时间，全市40%的村庄按照“一路
一树、一路一景、一路一花”要求，形成特色鲜明、层次丰富、
常年有绿、四季有花的道路绿化景观。

济宁启动“绿满乡村”

三年绿化攻坚行动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王浩奇

咋一听这个题目，大家是不是以为这
小姑娘要在报纸上公开相亲吧？仔细一
看，此“枣”非彼“早”，此“菌”也非
彼“君”。你心中定在想，小姑娘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且听慢慢讲来。

周晴晴2014年回乡创业，成立了山东
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提出了
珍稀食用菌发展“3+3+3+1”商业推广模
式。2018年各种忙着基地加盟，培训专业
技术人员，驯化品种。这不，羊肚菌、榆
耳、羊肚耳、猴脑菇等珍稀食用菌正在培
育中，大家很快就可以品尝到她种出来的
不同稀有鲜菇了。说这事的时候，资深吃
货的你是不是已经摩拳擦掌，接不住哈喇
子了。

话说淡定，惊喜还在后面。2018年只
是精彩的开始，2019年故事更有趣。人家
晴晴说啦：“2019年得让我们的技术人员
多许好人家，找些好亲家，资源整合好，
播撒技术的种子，才能家族壮大。”种植
基地的一位技术人员接过话茬：“现在上
门‘提亲’的可多了，房子备好了，车子
备好了，每个月工资还不少，咱们这些人

可得帮人家把这个‘家’管好喽，把家族
壮大喽，不能丢了咱山东人的脸”。他这
么一说不要紧，女技术员笑得前仰后合，
男技术员一个个脸红心跳，虽是小小的玩
笑话，责任心可见一斑。晴晴说，一人富
不叫富，2019年，她想让实践型的技术人
员带着更多的农民开疆拓土，走向致富之
路。

种得好还要卖得好。周晴晴还将2019
年定位为他们的“鲁菌仙子”“金阳肚”
珍稀食用菌品牌及团队发展的重要一年。
他们除了目前的鲜品、干品，还要上线多
糖提取产品，菌茶产品，“枣”入“菌”
心就是其中专利产品中的重要部分，这人
家的秘密，就只能说这么多啦。

产品持续稳步发展，珍稀食用菌优质
品种必须跟得上。科研团队不是吹吹牛就
能建起来的，周晴晴的父亲周不修是当地
有名的“蘑菇大王”，40年来最痴迷的就是
这个事，“如今我接过食用菌发展这个接力
棒，必须让老爷子专心和他的团队做研究，
带领农民致富的伟大梦想就放心地交给我
吧。”周晴晴说，“作为乡村振兴的青年一
代，我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取2019年，

‘枣’入‘菌’心。”

周晴晴：

想“枣”入“菌”心

2018转瞬即逝、2019继往开来。
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厚重基业前，“一带一路”、新旧动能转换、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等时代号召，伴随着新年敲响的钟声再擂战鼓。这一刻，每一个人的心都
是笃定的，每一次的畅想都充满希冀。值此新年开篇之际，《济宁新闻》特推出
“2019畅想……”特别策划，聚焦一个个追梦的身边人。因为，有梦想、敢打拼，就
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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