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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孟一
通讯员 姜会银 报道
本报曲阜讯 6月15日，曲阜机器人旅游科普基地

在曲阜游客服务中心开门纳客，迎来今夏首批游客。
据了解，曲阜机器人旅游科普基地由曲阜孔子旅

游集团与深圳中科世界机器人公司共同开发建设，共
设有十大中心、二十多个功能区，集旅游观摩、产品
体验、娱乐互动、机器人主持舞台表演为一体，130
多款机器人与游客互动、体验，不仅会投篮、写毛笔
字，还会踢足球、下围棋，让人体会到机器人带来的
高科技与智能化。

□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曾晖

废弃的水泥管，清理干净立在家门口，
装入泥土种上开满整个夏天的月季花；在客
厅摆起小书柜，每到晚上8点，一家人关掉手
机和电视，进入半小时的共同阅读时间……5
月30日，当记者来到曲阜市石门山镇韦庄村
村民刘富真家里，干净整洁的家居陈列和健
康有序的生活节奏，让人很难相信正置身于
山区农村。

“其实过去俺家也和别人家一样，白天
干农活累了，晚上回到家连鞋都会乱丢，更
不用说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了。”回想起两
年前曲阜妇联第一次把家庭建设“十个一”
标准带进村的场景，刘富真直言，真没想过
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事能给家里带来这么
大变化。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可家庭建设到底该
如何抓？一直困扰着相关领域的工作者。

“我们的想法是从相对落后的偏远乡村
入手，用小标准小规范潜移默化地影响家
庭，起到割除小陋习，一家带动多家的作
用。”曲阜市妇联主席孟祥娟表示，经过反
复调查和商议，她们最终决定将签一个门前
三包责任书、写一条家训上墙、贴一套宣传
资料、晒一幅全家福照片、建一个图书角、
设一个荣誉台、学一篇儒学经典、栽一院花
草、挂一项家庭荣誉奖牌、参加一次培训活
动等“十个一”作为家庭建设的小标准，引
导部分家庭先做先试。

在刘富真家，最先引发变化的是图书
角。曲阜妇联给她家配好书柜后，一家人开
始把散落在各处的书籍整理起来、统一摆
放，不仅又采购了大量新书，还按照建设要
求设立了属于全家人的共同阅读时间。父母
放下手机一起看书，让当时正读初中的小儿
子韦恒超快速养成了阅读习惯，并带动了他

周围的孩子。
“看的书多了，儿子就开始把从书上学

来的知识分享给他的朋友，引得孩子们一个
个的都开始渴望看书了。”刘富真说，也是
从那时起，家里的客厅几乎变成了儿子和他
朋友们的图书馆，有空就会凑到一起看书，
电视反而要靠边站了。而她也养成了学习和
分享的习惯，主动把自己从书上学来的绢花
制作技艺分享给了街坊邻居，带着村里妇女
一起赚起了“零花钱”。

看上去简单的“十个一”并不是拍脑瓜
定的，而是充分考虑到了可操作性和可推广
性，并在引导建设阶段给出了明确的操作指
引。家训上墙是为了追根溯源、重树好家
风，让子女教育有了家族依据；读书角设立
不是为了做给外人看，而是要通过拟定阅读
时间等助推家庭阅读氛围的成型；而栽植一
院花草则是想要培养更为丰富的生活情趣，
和过去闲下来后简单的喝酒打牌说再见……
家风由志愿者帮忙搜集梳理，培训活动由部

门负责组织举办，让每个“一”都能实打实
地落地并渗透进家庭。

“家庭建设要从细节入手，以小见大辐射
到家庭教育、家庭道德建设、健康生活方式养
成等各个方面，让率先参与建设的家庭先靓起
来、美起来，成为燎原星火。”孟祥娟表示，家庭
建设最忌做样子走过场，目前，曲阜市已有
1000多个家庭参与到“十个一”建设中，“小标
准”开始逐渐发挥出大作用。

栽一院花草、建一个图书角……曲阜推出“十个一”活动———

给家庭建设一个摸得着的“小标准”

□ 本报记者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李霞 俞浩

6月初夏，天刚蒙蒙亮，趁着暑热气息还
未上来，微山县昭阳街道后学南村蔬菜大棚
基地的一个棚子内，村里原来的贫困户李运
兰、曹士菊等人正在小心采摘枝上的“千禧
果”，她们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天这一棚的
果子前几天就已经被预订好，将销往附近的
枣庄及周边各大超市。

“我们这个棚里面有5000棵千禧果，现
在每斤千禧果能卖5块钱，我们这些果子在4
月中下旬就上市了，正好赶上了好行情。”
后学南村贫困户种衍杰告诉记者，自己因为
患过食道癌，身体不太好，不能外出打工，
但是可以在大棚里打工，工作量可以承受，
每天可以收入50元左右，一个月下来至少能
收入1000多元。

记者了解到，后学南村共有人口152户628
人，贫困户13户，贫困人口33人，耕地面积

704亩，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玉米等粮食作
物。该村贫困户普遍为一些老弱病残户，收入
渠道狭窄，经济收入增加缓慢。为了解决这些
贫困户脱贫困难的问题，2016年，后学南村积
极争取上级扶贫资金，新建光伏电站2座，累计
装机40千瓦。2017年和2018年，后学南村贫困户
每户累计实现光伏分红4256元。

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该街
道党工委意识到：甩掉贫穷，仅靠农民自身
努力难以去根，可单靠政府输血，也只是解
决燃眉之急，需要通过“输血”激活“造
血”功能，把政府的产业帮扶资金和金融贷
款，转化为村集体发展的产业，这样才能源
源不断地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时带动农
民增产、增收，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于是，在2016年底，昭阳街道便和后学
南村村“两委”商议，决定变“输血”为
“造血”，后学南村申请了小额扶贫贷款，
累计投入50余万元建设蔬果大棚9个，合计占
地30余亩，种植蔬果经济作物，经济价值较

高，经济收益逐步提升，但劳动强度不是太
大，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可参与。这些蔬果
大棚主要种植高品质葡萄，品种为秋红、阳
光玫瑰、蓝宝石和蜜月等，亩产量约为七八
千斤，每斤单价能卖到10元以上。贫困户们
通过挣工资、分红等方式，每人可实现增收
3500元。

2018年底，为进一步推动村子的种植结
构调整和特色经济发展，后学南村成立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大力发展精细化、高效化蔬
果大棚产业，通过政府注资和银行贷款，合
作社筹集资金100余万元，流转村内土地50
亩，计划新建设高标准蔬果大棚9个，大棚每
个长130米、宽12米，目前已建成4个。同时，
后学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枣庄市峄城区强
大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合作协议，采
取“合作社”+“基地”种植营销模式，强大
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提供大棚建设施工、技
术指导，并负责产品的销路。

今年初，在强大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指导下，后学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棚内种
植了千禧果和番茄，其中千禧果是目前国内
市场销量非常好的一款农产品，虽然千禧果
外观和圣女果很像，但它的维生素含量是普
通番茄的1 . 8倍左右，更加酸甜可口，价格是
圣女果的3倍左右。

4月中下旬至今，蔬果大棚内的千禧果长
势良好，亩产量在1万斤左右，已经陆续进入
市场。村干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斤5元，
平均每个大棚能收获2 . 5万斤，仅一个大棚就
能实现收益12 . 5万元左右，每个大棚一年能收
获两季农作物。为了更高效地提高土地利用
率，后学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闲置土地上
种植了高村的传统水果——— 西瓜，品种为甜
王，具有糖度高、口感好、产量高、见效快
的优点，预计亩产量也能达到1万斤。后学南
村通过发展蔬果大棚产业，极大地增加了村
集体经济收入，进一步巩固提升了脱贫攻坚
成果，也让村里的贫困户走上了富裕的道
路。

曲阜机器人旅游科普基地

开门纳客

昭阳街道后学南村发展蔬果产业

昔日落后村，如今全脱贫

□记者 王德琬 吕光社
通讯员 王洪玮 张洪远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有些游医冒充区、镇卫

生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打着查体或义诊的旗
号，到村里招摇撞骗，专门骗老人的钱，我
们辨别力差，防不胜防，盼望主管部门解决
这个问题。”5月28日，面对16名兖州区机关
工委组织的群众监督评议团成员，大安镇范
林村的王大爷道出了压在心底的话。群众监
督评议团将问题和意见反馈给兖州区卫生健
康局，负责人当即回复，将立即着手整改类
似的非法行医现象。

“组织群众监督评议团就是对部门单位
转作风、抓落实、履职担当情况进行一线督
导，作为机关党委到一线以解决群众难点、
堵点的方式促基层党建，提高党组织战斗
力、执行力是一条创新之路。”兖州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闫峰评价说。

如何深化机关作风建设，提高机关效
能，优化群众办事环境，让“党的建设伟大
工程”一步一个脚印走扎实，见到成效？兖
州区成立群众监督评议团，进机关、进社
区、进企业、进一线，搭建问政于民、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的“连心桥”，解决群众遇
到的难题，拉紧党群关系，以此作为新时代
党的建设迈上新台阶的“试金石”。

“每年把印好的‘评议票’下发到各部
门单位相互划票评定，或组织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等集中一天评议，但听不到一线群众
真实声音，看不到实际情况，评议（考核）
结果就打了折扣。”兖州区区直机关工委副
书记苏振华介绍，从今年五月份起，区直机
关工委每月组织一次群众监督评议团到各重
点工程指挥部、企业、村（居）等，直面群
众难点、堵点、卡点，“问政”主管部门负
责人，办理结果反馈给群众，以群众是否满

意为最终评定标准。
这次群众监督评议团第一次选在了与群

众看病吃药、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兖州区卫
生健康系统。16名监督评议团代表认真观摩
了“家门口查体、小病不出村”惠民服务的部
分村庄及医养结合护理院、妇幼服务兖州爱
之家医院3个点。每位群众代表就看病、养老、
健康查体等问题敞开心扉，直抒胸臆，提出了
心中的疑问或困惑50余条。相关部门表示诚
恳接受，照单全收，限时清零。

闫峰认为，“评议搭台、部门协同、群
众参与”工作模式，是强化党建引领为抓
手，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是激发
部门单位关注民生、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干
部执行力的有力举措，这把“党的建设伟大
工程”任务目标具体化，精准化，并落到了
实处，拉近了党群关系，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得到了提升。

评议搭台 部门协同 群众参与

群众监督评议团“评”出战斗力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边淑君 报道
本报嘉祥讯 “咱老百姓说话还真管用哩，头一

天反映的事第二天就给俺解决了。”6月10日，嘉祥
县大张楼镇彭后村村民王芳云高兴地说。

王芳云今年69岁，腿脚不方便，由于村里垃圾桶
较少、放置位置远，她每次扔垃圾都要跑很远的路。
6月9日，镇上开展群众满意度大走访调查，王芳云就
向工作人员反映了这个问题。第二天，镇环保所的工
作人员就将一个崭新的垃圾桶摆放在王芳云家附近，
并增加了村中垃圾桶数量。

今年3月开始，大张楼镇组织开展“民情走访
日”活动。镇里结合自身实际制订了《大张楼镇关于
群众满意度三年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走访方案和
民情民意收集台账，印发明白纸。包村干部、村党支
部书记、村红白理事会会员以及各村志愿者对所有村
实行网格化管理，按照“走访不漏户，户户见干部”
要求，逐户走访，对不在家人员实行电话或短信通
知，确保每户必到、每人必联。走访人员对群众反映
的热点、难点问题，能当场解决答复的给予当场解决
答复；不能当场解决答复的，及时协调相关职能部门
拿出处理意见，限期解决答复。

嘉祥县大张楼镇

走访不漏户 户户见干部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周丽静 胡静 报道
本报金乡讯 近日，金乡县高河街道邵刘村村民

崔桂香夫妇将一面绣着“心系百姓解民忧、服务热忱
暖民心”的锦旗送到县医保局高玉凤主任的手中。

这要从高河街道邵刘村五保老人李后昌说起。李
后昌老人今年72岁，5月8日在金平湖骑脚蹬三轮车
时，意外摔倒，疼痛难忍，被同村恰巧路过的村民送
至家中。途经邵刘卫生室时，便进去做了检查。卫生
室大夫查看后，因老人伤势较重，随即拨打了120。
李后昌被送至金乡县人民医院，诊断为骨盆骨折，被
转入重症监护室。两天后，经救治无效离世。

李后昌老人无儿无女，入院后侄女崔桂香和侄女
婿翟根为其缴纳了治疗费用，老人离世后，他们又为
老人办理了后事，共计花费4万余元。邵刘村村委会
了解到情况后，向县医保局申请了基本医疗保险意外
伤害住院报销，以减轻李后昌亲属的经济负担。

县医保局接到申请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深入到
120指挥中心、邵刘村、县医院进行现场核实，核定
李后昌受伤原因确实为意外摔伤，无第三方责任。县
医保局及时核准报销费用，将报销费用在最短时间内
拨入他们卡中，这让崔桂香夫妇深受感动，特意制作
了一面锦旗表达感谢之情。

医保局替百姓分忧

村民送锦旗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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