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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许梅冬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为营造浓厚的禁
毒戒毒工作氛围，展示山东司法行政戒毒工作
成果，扩大戒毒工作社会影响力，当天，省司
法厅在省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举行“共圆无毒
梦 擘画新征程”司法行政戒毒工作汇报会。

会上举行了“山东省戒毒研究中心——— 运
动戒毒实验室”启动仪式，标志着全国司法行
政系统首家运动戒毒实验室正式运行。

1993年出生的张明(化名)因为吸食冰毒，
去年年底来到戒毒所戒治。在这之前，他是一
名高中体育老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康复
训练区的跑步机上跑步，手臂上绑着一个心率
臂带。

旁边站着他的教练——— 鲁中强制隔离戒毒
所康复训练中心负责人唐磊。据唐磊介绍，我
省90%以上的吸毒人员都是吸食冰毒，它主要
损伤人体的大脑神经系统。国际研究表明，通
过一定强度的运动，能有效修复这种损伤。心
率臂带通过高精度的传感器来监测戒毒人员的
身体状况，训练场所的大屏幕上能实时显示戒
毒人员的心率、消耗的卡路里。“我们通过这
个来保障训练安全，比如在安静状态下，这里
显示的颜色是灰色，当开始运动的时候，会变
成绿色或蓝色。当心率超过180会变成红色，
是一个预警，能保障训练安全。”

适量的运动加上其他戒毒措施，让张明的

身体状况有了很大好转，跟刚入所时每天昏昏
沉沉的状态截然不同。

谈到吸毒，还得从高考那年说起。高考结
束后，为了庆祝毕业，张明跟同学们一起玩，
醉酒后吸食了冰毒。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工
作，又进入了以前的社交圈子，吸毒频率随之
增加，张明的毒瘾也越来越大。为了有足够的
钱去购买毒品，吸毒期间，他还开始了赌博，
输进去一辆20多万元的车。“当警察来到我家
时，家人感觉天都塌了。”吸毒几年间，张明
坦言，他每吸完一次都想过戒，但毅力不够，
均以失败告终。

入所之前，张明还谈了一个女朋友，就在
准备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女朋友及其家人得
知了这件事，取消了婚约。“作为一名老师，
没有做到为人师表，我很悔恨。来这里戒毒
后，每天在戒毒警察带领下，运动健身，吃营
养餐，还学传统文化，进行中医调理，配合劳
动，身心越来越健康。”等到2年期满出去之后，
张明希望那时的自己，能尽快找到一份新的工
作，成家立业，让爷爷奶奶、父母都放心。

张明的戒毒成果是该所探索科学化专业化
戒毒路径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有戒毒医疗中
心、康复训练中心、心理矫治中心、教育矫正
中心、诊断评估中心五大中心。再配上营养膳
食调理、与专业学校合作开展的技能培训等，
一项项活动的开展，为戒毒人员人格重塑、恢
复身心健康、彻底戒除毒瘾提供了有力保障。

活动当天，还进行了戒毒人员文艺汇演。

李兵（化名）是参与演出的人员之一，每天的
排练和规律的作息，让他戒治效果明显，更坚
定了浪子回头的信念。

李兵以前做建筑生意，2011年，跟生意伙
伴一起出入娱乐场所时染上毒品。“那时对毒
品太缺乏了解，以为玩玩自己可以控制，就这
样玩了一次想第二次、第三次，慢慢就上瘾

了。”他向记者坦言自己的心路历程。
因为毒瘾，妻子离他而去。“以前父母照

顾我，现在我在这里，他们又要照顾我的孩
子，太辛苦了。”说到这里，李兵哽咽了。他
下定决心，出去以后，要做个对家庭、对社会
负责任的人。“在这里，充实了精神，锻炼了
毅力，是为出去开始新生活打好基础。”

全国司法行政系统首家运动戒毒实验室正式运行

科学戒治重塑健康人格

□ 本报通讯员 弋永杰 车路 张学博

走进坐落于三秦大地的山能淄矿亭南煤业
公司，迎面就看到了翠绿平整的草坪，郁郁葱
葱的树木。该公司的洒水车和清扫车在清晨5
点便开始了工作，后勤服务中心的保洁人员，
将矿区路面打扫得一尘不染。

这些只是该公司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一个
缩影。

自被授予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以来，
山能淄矿亭南煤业公司专门成立绿色矿山建设
领导小组，制订绿色矿山建设规划，从地面环
境治理、矿井水处理、瓦斯综合利用、煤场管
理、矸石充填开采和社区和谐等方面入手，全
方位打造绿色矿山新形象。

变废为宝 节能减排

7月3日，山能淄矿亭南煤业公司地质测量
科副科长、一盘区水仓“仓长”谷占兴，正在
认真记录着一盘区扩容水仓淤积情况，并组织
人员对淤积的煤泥进行清理。“这是为了防止
煤泥沉淀淤满池子，影响矿井水处理效果。”
谷占兴说。

山能淄矿亭南煤业公司紧邻泾河，矿井水
达标排放是重中之重。他们狠抓矿井水源头治
理，全面推行井下水仓“仓长制”管理制度，
由仓长负责井下11个水仓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工
作，并在井下矿井水抽放源头、中央泵房、西
翼直排泵房附近打设4处预沉池，减少矿井水排
过程中的煤泥含量，确保外排矿井水符合《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他们着力突出矿井水利用，
在地面新建了净化池、巴歇尔槽等设施，利用
矿井水处理站的磁分离工艺，将处理后的矿井
水用于水源热泵、选煤厂补给、公寓楼卫生间
冲洗以及井下消防等途径，解决了矿区部分用
水来源。

瓦斯，是煤矿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一种有害
气体。多年来，他们在实现瓦斯综合利用上努
力下功夫。7月1日，山能淄矿亭南煤业公司在
地面的瓦斯抽放站超低浓度瓦斯发电机组已经
并网发电。

山能淄矿亭南煤业公司原瓦斯发电机组适
用8%～10%浓度瓦斯，但随着近期矿井采场由
瓦斯含量较高的二盘区转向一、三盘区低瓦斯
区域，瓦斯抽采浓度仅能维持在4%～6%左
右，无法满足发电需求。

为此，他们通过调研考察，将现有发电机
组升级改造成为双燃料超低浓度瓦斯发电机

组，使用微量柴油引燃发电技术，仅需4 . 8%～
5 . 8%瓦斯浓度即可满足发电需求。

“如今的瓦斯抽放站既能进行高浓度瓦斯
发电，又能进行低浓度瓦斯发电，瓦斯的综合
利用水平实现了进一步提升。”公司通防区副
书记张宝第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山能淄矿亭南煤业公司瓦斯抽
放站在运行的9年时间里，已累计发电1 . 3亿千
瓦时，减排二氧化碳124 . 56万吨。

完善除尘设施 打造绿色矿山

“一来到煤场管理服务中心，最明显的变
化就是脚下不再有煤泥了，地面每天都会被清
扫车洗刷得一干二净。”山能淄矿亭南煤业公
司煤场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李保兴，说出了煤场
这两年最大的变化。

环保风暴席卷全国后，山能淄矿亭南煤业
公司专门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保工
作的实施意见》，掀起了一场环保达标攻坚
战。从那时起，他们坚持使用雾炮机喷雾洒水
对煤场进行冲洗，持续完善洗煤车间除尘设
施，大力筹建湿煤泥、水仓煤泥以及黑矸存放

场地封闭大棚和矸石场分选设施封闭厂棚，实
施黄土压覆等一系列冲尘除尘举措。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装备提升上做足了功
夫，耗资80余万元购进了清扫车、吸污车等5
台特种环保用车辆，为打造绿色矿区加力。

山能淄矿亭南煤业积极探索矸石充填开
采，实现减少矸石外排、降低成本、增加可采
资源等。6月30日，在该公司第一个充填工作
面1102工作面上，绿色开采大学生队副队长王
永亮正在熟练地操作液压油缸把手，对工作面
端头的矸石进行捣实。

“充填采煤技术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能大量
消化固体废弃物。”据王永亮介绍，1102工作
面使用了多孔底卸式输送机、液压油缸捣实装
置等公司最先进的设备，目前已经充填置换矸
石50000余吨。

压煤搬迁 企地双赢

山能淄矿亭南煤业公司将实施压煤村庄搬
迁和地方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通过
与地方政府部门积极沟通，对矿井范围地表压
煤村庄制订了搬迁规划，着力为矿区群众建设

高标准的生活社区。
“目前，安华村80户群众已入住亭口镇怡

和水岸小区，住上了各类设施齐全、整洁干净
宽敞、环境舒适优美的大楼房。在柴场村新建
了整齐划一、设施齐全的别墅型现代化社区，
配套有文化广场、便民服务中心等，有88户
315名群众搬迁入住。”该公司外协办主任王
衍堂介绍。宇家山村新社区建设工作也进入收
官阶段，149户505名群众将搬迁入住，住宿和
出行条件都将得到极大改善。

近年来，山能淄矿亭南煤业公司先后投资
500万元，为矿区附近亭南村、张家嘴村、西
塬村、史家峪村修建了标准化村道，对杨厂村
东阳山进行了全面绿化。同时，他们积极捐助
地方教育、卫生、扶贫等事业，先后累计捐助
金秋助学款、希望工程助学款、精准扶贫款达
百余万元。

“绿色矿山的创建，让公司步入了资源循
环利用、矿井绿色开采、企地和谐发展的新格
局，实现了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的良性循环。”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总经理张玉军说。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山能淄矿亭南煤业公司———

矿山处处“绿”意浓

□记 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董兆云 杨昊 报道

本报桓台讯 近日，记者了解到，桓台县
田庄镇全体机关干部通过与各村贫困户结对，
结合网格化管理不定期对其走访，面对面交
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面临的实
际困难，为他们制订脱贫计划，力促扶贫对象
尽快脱贫。

在精准扶贫工程推进中，田庄镇营造了人
人关心扶贫、人人参与扶贫的良好氛围，由政
府主导式扶贫向群众参与式扶贫转变，通过宣
传教育，激发广大贫困户的热情和积极性，发
动贫困人群主动投身于扶贫工作，参与扶贫开
发，从“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通过

自身辛勤劳动取得扶贫效果，实现增收。
同时，该镇以贫困户信息管理系统中的贫

困户为核查重点，以每户的收入为依据，找准
致贫原因，划分贫困类型，制订帮扶措施。该
镇还实施了产业增收扶贫工程，整合各类涉农
项目资金，综合运用扶贫信息、财政专项补助
等各种扶持政策，扶持有发展能力的贫困户发
展特色种养产业；创新扶持机制，通过土地流
转、龙头企业带动、组建专业合作社等方式，
扶持引导贫困户与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发展产业。

在因困施策上，该镇还实施教育扶贫工
程，进一步强化“雨露计划”各项资助政策落
实，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实施从幼儿教育到高中

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学费免除及专项资助制
度，坚持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生活补贴和贫困
户技能培训补贴制度。落实和完善教育资助制
度，免除中等职业学校贫困家庭学生和涉农专
业学费，对贫困家庭学生接受学前教育、义务
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给
予生活费补贴和奖学金资助。对考取一本、二
本高校和就读于中高职院校的贫困家庭子女接
受职业教育给予政策补助，做到“应补尽
补”。

在此基础上，该镇工作人员深度挖掘贫困
户存在的问题，发现100余户贫困户存在医疗
支出较大、环境卫生差、住房困难等问题。于
是，田庄镇扶贫办专门建立台账，坚持问题导

向，建立健全整改帮扶机制，做贫困户的“明
白人”，针对医疗支出较大的贫困户，建立
“防贫医疗救助”体系，形成阶梯式补助，在
居民医保和特惠保补贴的基础上，再次进行补
贴；针对需要办理慢性病证的，工作人员联合
镇人社所一站式办理，免去贫困户到县城的麻
烦；针对住房存在问题的，该镇第一时间将名
单上报相关部门进行危房鉴定，对于不符合危
房等级但仍有安全隐患的房屋（院落），执行
“村内修缮、镇办补助”标准；针对家庭环境
卫生差的，村内发动其自身进行清理，对于行
动有障碍的由镇办联系家政公司进行整体清
洁，切实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问题，努力提升
贫困户幸福感。

田庄镇精准扶贫因困施策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路锦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5日，记者从淄博市深入开

展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工作推进会上获悉，

联合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另外，从当日起

至11月30日，淄博市将启动新一轮“保健”市场整

治行动。

据悉，自今年1月8日起，淄博市开展联合整治

“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以来，各级各有关部门

按照“四个最严”，即建立最严谨的标准、实施最

严格的监管、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坚持最严肃的问

责，突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行为、重点任

务，迅速行动、周密部署、有序推进，联合整治取

得明显成效，“保健”市场乱象多发态势得到有效

遏制。截至目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共立案147

起，结案59起，罚没款105万余元。全市公安系统

立案侦办食品类刑事案件2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

人，刑事拘留17人，取保候审8人，逮捕5人，移诉
33人，判决5人。

在前期专项整治的基础上，下一步淄博市“保

健”市场联合整治将继续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重点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虚假

宣传、虚假广告、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扰乱市场秩

序、欺诈消费者等各类违法行为。集中查办、曝光

一批违法典型案件，形成高压态势，探索建立长效

机制，有效遏制“保健”市场乱象，切实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淄博启动新一轮

“保健”市场整治行动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高青讯 7月2日，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

拓宽妇女群众增收致富渠道，高青县积极开展“巾
帼扶贫”行动，整合社会资源，引领广大妇女投入
到脱贫致富奔小康行动中。

一方面，高青县整合社会资源，大力开展
“幸福高青·家”爱心救助活动。以“改善低保家
庭儿童居住环境”为切入点，积极开展“幸福高
青·家”焕乐童心活动，通过与阿里巴巴公益联
合，发动县女企业家协会进行1：1配捐，为35个6
岁—16岁贫困儿童改善家庭环境，各项物资折合
人民币17 . 5万元，志愿者陪伴成长、关爱帮扶一
年。目前配捐已进行完毕，改善居家学习、成长
环境正在进行中。另一方面，高青县积极开展创
业就业技能培训活动，开展“大姐工坊”、巾帼
创业基地创建活动，为2家市级巾帼创业就业基地
争取扶持资金2万元，带动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创业
就业脱贫致富。

高青“巾帼扶贫”行动

带动妇女创业就业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鹿鹏 报道
本报淄博讯 7月4日上午，齐文化产业转化联

盟成立暨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会议由齐文化研究
院主办，共有来自40多家单位和企业的专家学者、
企业家出席。本次会议旨在以文产研讨为载体，促
进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文化与经济融通。同时，
通过对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探讨，为淄博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也为技术产业发
展、企业家创业投资、区域产业合作搭建平台。

与会专家表示，齐文化在淄博这片文化底蕴深
厚的土地上，传承着崇文尚智、务实进取、开拓创
新的齐商传统和精神，保留着陶瓷琉璃、丝麻纺
织、美食美景、地方戏曲艺术等独具地域特色的产
业与资源；既拥有传承百年的老字号品牌，也拥有
新能源、新材料、文创产品、文化旅游、电子动漫
等充满当代元素和时代价值的新兴文化产业。

齐文化产业转化联盟的成立是齐文化研究院贯
彻落实淄博市文化名城建设，履行政府智库与学术
平台职能的重要举措，适应了淄博市加快推动文化
产业向规模化、特色化发展的需要，填补了淄博市
齐文化领域长期以来无产业协会的空白，为淄博市
齐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将进一步推动
淄博市齐文化产业的发展。

齐文化产业

转化联盟成立

□记 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杨 春 刘传帅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7日，记者从淄川区扶贫办
了解到，该区寨里镇“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
实”，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唱响“1234”歌。

“一档”即贫困村、贫困户、产业扶贫项目档
案完整。由镇网格员定期走访，对照“两不愁三保
障”标准，及时核实贫困户情况，更新整理完善贫
困户纸质档案，同时录入扶贫开发云平台。上半年
以来，完善40个村1668份档案。

“二化”即贫困户住房安全整洁化，旱厕改造
标准化。将住房安全问题列入结对帮扶干部、网格
走访干部定期走访任务，上半年以来，已排查1604
户，发现疑似问题63个。

“三查”即查“两不愁三保障”，查用水、用
电、住房安全，查挂包帮扶效果和贫困户对扶贫工
作满意度情况。通过开展脱贫成效“回头看”全面
排查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用水用电、冬
季取暖情况，着力破解突出问题，确保贫困户各项
保障。目前已排查1604户，解决问题15个。

“四有”即镇上有网格走访干部，村里有帮扶
人员，贫困户有稳定的收入，发生大病有实治渠
道。在全区统一安排结对帮扶干部的同时，将全镇
贫困户划分为81个网格，并配齐网格走访干部，每
季度至少走访一次，了解贫困户情况，整理档案。

寨里脱贫路上

唱响“1234”歌

6月26日，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戒毒人员在跑步机上跑步。

山能淄矿亭
南煤业公司综采
工 作 面 生 产 现
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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