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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学宝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王槐德

“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 一 刻 也 不 能 分
割……”台上歌声嘹亮，台下热情高涨。近
日，诸城市石桥子镇在文化广场举行新时代
文明实践文化惠民专场演出，吸引了近千名
群众驻足观看。本次演出是该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众多活动之一，也是诸城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缩影。

去年以来，诸城市创新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坚持城乡统筹推进，以市、
镇街园区、社区三级为单元，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分中心、站、基地），发挥志
愿服务作用，推动形成长效化、常态化的实
践工作机制，打造成为融思想引领、道德教
化、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乡基层
综合平台，全面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搭平台让群众生活有色彩

“四通八达的宽阔道路，郁郁葱葱的田
野绿树……”悠扬的歌声伴随二胡、笛子扬
琴的旋律，在龙都街道土墙社区内回荡；

“一、二、三，走！”穿着心仪的旗袍，踩
着亮晶晶的高跟鞋，几十位阿姨在诸城市群
众文化活动中心以最美的姿态展现自我……

类似的文化活动在诸城大地已成为常
态，在镇(街、园区)、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分中心（站）内，每天都有着不同内容的
文化活动和课程，让市民的业余生活充满了
色彩。

“我们通过在全市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分中心（站），不断巩固和强化基层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阵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学习
新知识，享受新时代发展的福利。”诸城市
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于福臣说。

阵地资源是文明实践活动的依托，南湖
区年画公益培训绘制“文化食粮”、 龙都
街道移风易俗、石桥子镇爱国主义教育、百
尺河镇五老志愿者践行国防情怀、辛兴镇
“好婆婆”“好媳妇”评选等特色工作，都
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和经
验。

“菜单式”服务满足群众所需

目前，诸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初具规模，并通过“讲、评、帮、乐、庆”
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政策理论、文化惠

民、扶贫济困等服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让公民道
德行为走进千家万户。

群众需要什么，新时代文明实践就带来
什么。为确保文明实践不是“空对空”，诸
城市以百姓需求为导向，通过搭建平台，创
新推出“菜单式”服务，聚焦百姓所思所想
所盼，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优化
服务方式，切实提高服务有效供给。

“为适应农民对不同实用技术的需要，
我们开展了‘菜单式’免费培训。”在贾悦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贾悦社区学院院
长杨春鹏介绍，针对不同种养户，还专门组
织专家、“田秀才”到农家院落、田间地头
开展专题调研，然后制订专业解决方案，对
老百姓开展技术培训。

草莓种植是贾悦镇马庄片区的特色种植
产业，为了让种植户更好地掌握草莓种植技
术，贾悦社区学院聘请马庄社区草莓种植土
专家杨万里走进辖区20多户草莓大棚，仔细查
看草莓的长势和栽培环境，与种植户进行现
场交流，针对性地解决育苗难、保温差等老
百姓反映普遍的问题。

建队伍聚人气，志愿者忙起来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首先要把人动
员起来、聚集起来、团结起来。”于福臣
说，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主体力量是志愿
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服务。

诸城市积极组建市、镇街、社区（村）
三级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统筹建立文明实
践人才库，构建上下贯通、供需对接的文明
实践队伍。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主要来自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社科工作者、农村党
员干部、乡土文化人才、产业带头人等。

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分中心、
站）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除了在重大节
日、重大活动期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外，平
时也常态化深入敬老院、中小学校、乡村旅
游景区等基层一线开展孝老爱亲、医疗服
务、文艺表演、普法宣传、扶贫帮困、便民
维修、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等志愿服务，以实
际行动弘扬文明新风，服务基层群众，助力
乡村振兴。

时下，走进诸城市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人们常见志愿者们在开展新农村新生
活培训，传承家规家训、国学经典，弘扬优
秀的传统文化。乐享文化生活的村民们自觉
摒弃打牌赌博、奢侈浪费、自私自利等不良
习气，勤俭节约、热心奉献、孝老爱亲等文
明新风已蔚然成风。

□ 本报记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管培兰

9月10日早上7点45分，55岁的诸城市人民
医院感染科主任岳乃余同往常一样，匆匆来到
科室上班。而此时，在同一家医院的另一座楼
上，同样也是一名科室主任的妻子谭瑞臻正在
为一台急诊手术作准备。

岳乃余和谭瑞臻同在1990年进入诸城市人
民医院。当时，岳乃余是一名儿科大夫，谭瑞
臻是一名产科大夫。在医院里，他们两人从相
识、相知到相爱，最终走到了一起，组建起一
个幸福的家庭。如今，他们的儿子也成长为山
东省中医院的内科医生。2003年，谭瑞臻与岳
乃余相继被推举为科室主任，成为临床一线的
“夫妻档”。

岳乃余从儿科转至感染科后，自知感染科
在医院的地位和影响，也鲜有医生愿意从事这
个专业，高感染风险不说，还要时常担心急危
重症传染病的暴发，但他却铺下身子一干就是
20多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这份工作的热
爱。岳乃余说：“总得有人干，还要热爱它，

否则干不好。干几年之后就觉得没有那么可怕
了，知道怎么防护了，看到病人康复出院我就
感到特别自豪。”

作为感染科主任，岳乃余付出了诸多心血
和汗水，他不忘初心，保持服务为民的本色，
狠抓科室业务学习，严格落实医院各项规章制
度。在每年的各种传染病流行期间，为降低传
染病发病率、提高对传染病的诊治率，他积极
参加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种传染病
防治综合培训。返院后，再到乡镇卫生院培训
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并对医院相关专业医生
进行详细培训指导，提高了乡镇医生对流行性
出血热、麻疹、乙脑等急性传染性疾病的认
识，确保做到发现一例上转一例，为抢救病人
生命赢得了时间。

接管艾滋病病人管理工作以来，岳乃余不
仅掌握了正确诊治艾滋病的方法，还在平时的
诊疗过程中，关爱每一位艾滋病患者，有效遏
制了艾滋病的蔓延。

在感染科护士办公室，悬挂着3年前皇华
镇一村民送的牌匾，上书“医术精湛、医德高
尚”。被问起背后的原因，岳乃余说：“当时
病号因接触老鼠的排泄物患了出血热，几度昏

迷，经过半个月的抢救终于脱离危险。”
从事医务工作整30年，当记者问起岳乃余

和谭瑞臻夫妇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时？两人的回
答都是一个字：忙。他们所在的办公室近在咫
尺，但在生活当中总是在不停“错过”。

“我的工作时间相对固定，但我爱人所在
的岗位就不一样了，她早上一般7点多就到科
室了，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安排十来台手术。”
岳乃余说，在同一医院上班，白天见面的次数
屈指可数，即便是下了班，两口子也不是说见
就能见到的。同为科主任，夫妻二人几乎没有
完整的节假日，甚至无法像普通家庭一样，同
时抽出时间陪家人出去玩。

谭瑞臻临床经验丰富，尤其擅长产科大出
血、DIC、胎盘早剥、羊水栓塞、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宫颈机能不全及产科各种合并症的处
理。她还开展了宫腔镜、腹腔镜手术及新式剖
宫产皮内缝合，多次成功抢救妊娠合并心脏
病、心衰、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重度子痫前期
HELLP综合征、急性脂肪肝等危重病人。遇
上出诊日，谭瑞臻通常会比正常上班时间提前
两个小时到达门诊。有时为了方便孕妇早检查
早休息，她尽量少喝水，不上厕所，一直坚持

到看完最后一个孕妇。
一天深夜，正在睡觉的谭瑞臻被一通紧急

电话叫醒，原来是一名孕妇难产。谭瑞臻立即
赶到医院积极处理，时间过去整整2个小时，
最终产妇产下一男婴并母子平安。

类似的突发状况对谭瑞臻来说早已司空
见惯，手术不等人、救命不等人，只要有紧
急手术，不管是节假日，还是下班在家，只
要一个电话，就马上到岗。“我们的手机都
是全年2 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谭瑞臻
说，这些年，她感觉亏欠孩子、亏欠双方父
母太多太多。

谭瑞臻坦言产科工作非常辛苦。“遇上出
门诊日，早晨6:30以前就到医院了，门诊量多
的时候，一天能达200多个，手术有时一天能
做到17台。虽然累，但看着患者在我们手中得
到救治，最终康复出院，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是难以言喻的。”谭瑞臻说，她不想看到的，
就是即便他们拼尽全力，最终也没有能够挽回
患者的生命，“那时候，内心会觉得非常失
落，非常痛苦。”

“一路有你，是我今生最美丽的相遇”，
这是岳乃余最想送给妻子的一句悄悄话。

□ 本报记者 张 鹏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李 妮 刘旭旭

晚上7点过后，诸城沧湾公园里的景观灯
准时亮了起来。随之紧密的茂腔鼓点敲起来
了，广场热舞跳起来了，优美歌声唱起来了，
一堆又一堆、一拨又一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让这里热闹起来。

夏秋时节，各种群众自发性文化娱乐活动
遍布诸城城区大街小巷，有戏曲爱好者自发的
茂腔剧组合，有退休叔婶们的广场舞组合，有
气质优美身穿旗袍的走秀组合，有拉丁热舞、
现代舞、交谊舞的炫技组合，还有小哥哥、小
姐姐的歌曲演奏……市民群众在晚饭后纷纷加
入进来，舒活筋骨、陶冶身心。

“以前觉得这种街头弹吉他唱歌的场景只
在大都市里出现，没想到这种‘洋气’的场景
也会在诸城出现。”一位晚上出门散步的年轻
女士说道。9月5日晚上，她正站在人群里观看
一个乐队的街头演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诸城
市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当地
的文化主管部门，诸城市文化和旅游局顺应时
势、担当作为，以品牌文化活动为引领，扎实
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惠民乐民活动，让广大
城乡居民享受均等化文化发展成果，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向往的精神需求。庆新春
广场文艺演出、迎新春灯谜竞猜、文明之夏广
场文艺演出、社区文化节、山东茂腔文化艺术
节、诸城古琴文化艺术节等文化活动品牌越办
越成熟，名气也越来越响亮。

“‘龙城舜韵’文明之夏广场文艺演出，
从6月底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份结束，期间，我
们每周都安排两到三场演出，内容形式有茂
腔、音乐、舞蹈、器乐演奏等，场场演出观众
都挤得满满的。”具体负责演出工作的诸城市
文化馆馆长陈志伟告诉记者，文明之夏广场文
艺演出，已经连续举办18年了，在市民群众中
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也是开展文化惠民工
作的一项重要任务。8月26日晚上，诸城舜龙
艺术团来到地处偏僻的桃林镇卜板台村演出，
尽管村里留守人员少，演员们还是为乡亲们奉
上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看到乡亲们发自内
心的质朴笑容，演员们演得格外卖力。

“依托于专业剧团和全市40多个在册庄户
剧团，分赴各社区、自然村常年开展送戏下

乡、送文艺进社区活动，每年每个自然村都能
看上一场文艺演出。”诸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干
部孙志强说。

此外，广大农村还活跃着40多支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队。据诸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分管同志
介绍，他们在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中，注重抓实
抓细，广泛征求基层和群众意见，做到提前预
告，大大提高了演出和放映效果，截至目前，
下乡演出戏曲650多场，农村公益电影已放映
5000多场次。

“炫艺龙城”全民综艺大赛是该市今年文
化活动的重头戏，以城乡社区为活动开展主
体，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自社区一级开始，
镇街园区、城市片区、全市层层竞演选拔，广
播喇叭、海报、小视频、微信直播广泛宣传传

播，成立了40多人的指导培训队伍，群众参与
度爆表，社会和群众赞誉有加。

在密州街道建国社区演出现场，社区居民
郭思平说：“这平台搭建得太好了，既宣传了
文化事业，鼓励挖掘了文艺人才，又给爱好者
提供了展示才能的机会，皆大欢喜！”

对于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农村社区，“炫
艺龙城”活动就像大年夜的春节晚会，演出时
人山人海，社区观众喜气洋洋，时而哈哈大笑，
时而惊讶不已。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后，社区老
百姓还是意犹未尽，不少人都说：“时间太短了，
太短了。”有的小朋友甚至舍不得离开，被奶奶
用力拖走时，还依依不舍地回头。

“我们开展‘炫艺龙城’全民综艺大赛的
初衷，就是让老百姓广泛参与进来，动起来、

乐起来，要么当演员、要么当观众。活动开展
以来，政府、社会、群众各方力量一齐迸发，
在全市城乡社区全面开花，有时一晚上在四五
个地方同时演出，争奇斗艳，场面非常火爆，
群众的参与热情非常高涨。”诸城市文化和旅
游局党组书记孙加军说。

据了解，诸城开展的“炫艺龙城”全民综艺
大赛，按照市场化运作，统一提供舞台、灯光、
音响等设施设备，并配以微信直播，为基层开
展文化活动解难分忧，大大提高了基层的组织
积极性和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据孙加军介绍，
下一步诸城文化部门将进一步深入对接广大群
众的文化需要，想群众所想，办群众所盼，努
力提升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
意度，让诸城这座小县城尽展文化魅力。

他们是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临床一线的“战友”———

从事医务工作30年的“夫妻档”

诸城市全面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新时代文明实践“遍地开花”

诸城市深入对接群众文化需要———

社区百姓当上舞台主角

□张鹏
王永彬 报道

9月5日，诸城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警官
走进卢山脚下的密州小
学，开展“交通安全进
校园”活动。新学期开
学以来，为让学生增加
交通安全意识，避免交
通事故，交警们深入各
学校，向学生讲解交通
安全知识，并以真实案
例让学生认识到遵守交
通安全的重要性，提升
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

图为交警正在利用
课间时间给学生授课。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郭良 海燕 报道
本报诸城讯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教职工干事创

业热情，9月8日上午，诸城市昌城镇在中心校举行
第35个教师节庆祝大会暨得利斯集团乡村教育基金
启动仪式。诸城市教体局、昌城镇党委政府、得利
斯集团、15处社区负责人以及全镇教职工、获奖学
生代表、部分家长代表共500多人参加会议。

会上，该镇对6个教育教学先进单位、253名优
秀师生进行隆重表扬，并颁发了锦旗、证书以及奖
学金，并顺利启动得利斯集团乡村教育基金。得利
斯集团乡村教育基金由得利斯集团有限公司设立，
共拨款500万元，专户管理，专款专用，每年使用
基金收益20万元，用于奖励为昌城镇教育事业发展
作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品学兼优的优秀学子以及家
庭困难学生。

得利斯集团500万元
成立乡村教育基金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耿娜 孙云龙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近年来，诸城市“南部新城”

南湖生态经济发展区发挥主动作为解难事，勇于
担当办实事，狠抓学校建设、道路建设、社会保
障等工作，实现社会事业“多面开花”。

该区以“民生为先、教育为本”的发展理
念，大力支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已建成
京师学校、繁华高中、超然中学等涵盖幼儿园到
高中全学段的20多所学校，总投资25亿元，占地
1707亩，总建筑面积54 . 5万平方米，实现全区教育
均衡发展。东坡街南延、三里庄水库除险加固、
中天路、东组团三条路清障等项目加快推进中，
将彻底解决困扰群众生产生活和制约经济社会发
展的“交通难”问题。截至目前，今年已投资1000
万元，修建连村及村内道路15万平方米。

南湖生态经济发展区各部门相互配合、整体
联动，对全区低保户逐一入户调查；完成全区退
役军人及现役军人家属信息采集工作；新建朱泮
公益性公墓1处；规范运行湖东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及5个社区幸福院，全面保障居民生活需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有机融入群众生
活，扩大创建视角，开展宣传讲座、技能培训等
活动76次；制作横幅20余幅，每家每户1份明白
纸；建成1个南湖社区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
心，蔡家沟艺术实验场和小展村2个实践基地，组
建4支新时代文明实践队伍、9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

南部新城社会事业
“多面开花”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郑松松 报道
本报诸城讯 为增进脱贫攻坚工作实效，把精

准扶贫落到实处，近日，诸城市相州镇纪委、监察室
与镇扶贫办、民政办等部门联动，成立扶贫监督执纪
问责工作督查组，对全镇12个社区脱贫攻坚工作进
行督查，为全镇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督查组每到一个社区都设置专门的举报箱、公
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畅通群众信访渠道，针对
精准扶贫工作编织无死角式监督网。坚持“户户到
访”，通过实地查看贫困户住房、饮水、有线电视
安装、厕改等硬件设施配套情况，仔细查阅贫困户
家中“暖心包”中相关扶贫材料完善情况，与贫困
户面对面交流等方式，系统、全面了解社区、包村
干部、帮扶责任人的帮扶责任落实情况。对于督查
出的突出问题，通过“每日一通报”的形式在镇扶
贫工作交流群进行公开曝光，明确责任人，限期一
周内整改。同时，督查组还采取“回头看”的形式
对问题整改情况跟进督查，确保发现问题全部整改
到位。

此次督查旨在核查镇扶贫工作开展情况，督促
全镇扶贫工作有的放矢、精准发力。下一步，相州
镇纪委、监察室将持续加强扶贫工作日常督查，督
促全镇精准扶贫工作举措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纵到底、横到边”
专项督查精准扶贫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孔繁亮 李云云 报道
本报诸城讯 “玉米受灾保险理赔款到账了，

玉米秸秆收购也有着落了，能挽回不少损失。”诸
城市枳沟镇普庆社区种粮大户张辉激动地说。伴随
着田间阵阵的轰鸣声，张辉种植的700余亩玉米随
之变为青储饲料。

8月29日，诸城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服务队
再次来到位于枳沟镇的张辉家庭农场和泰田农业秋
月梨果园，开展灾后生产技术服务，查看了解受灾
玉米青贮收割情况和果树灾后生长情况，指导后续
恢复生产工作。

受8月16日的强风和冰雹灾害影响，诸城市部
分镇街的玉米等作物受灾严重，部分地块绝产，张
辉家庭农场的700余亩玉米便是其中之一；泰田农
业400亩秋月梨果园同样是重灾区，预计今明两年
减产三成以上。

灾害发生后，诸城市农业农村局选派技术过
硬、经验丰富的农业技术果树专家房中文、作物专
家王德高等农技人员组建了一支农业技术服务队，
服务队队员第一时间分赴各受灾地块和园区指导广
大受灾农户通过清除枯枝败叶、喷施叶面肥、抗菌
剂等防治灾后病虫害等次生灾害发生，同时，该局
协调部分农业企业和农机合作社开展受灾玉米青贮
收割作业，帮助广大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并组
织开展“秋月梨-爱心水果采购”活动，最大程度
为受灾果农挽回经济损失。

截至目前，诸城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下乡已
近900人次，发放技术服务资料1200余份，举办农
业救灾技术培训近1000人次。

农技服务队
协助减少田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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