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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增援力量汇集郑州排涝救援
□记者 齐静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民政厅、

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山东省民政
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提
出开展社会救助能力提升、儿童福利
服务提质、养老服务提升、城乡社区
治理能力提升等八大工程。

在社会救助方面，《规划》提出
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
果，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
台，加强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
保边缘家庭成员、易返贫致贫人口等
低收入人口的动态监测，完善常态化
救助帮扶机制。全面落实低保标准与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挂钩的动态调
整机制。对患有重特大疾病、因子女
自负教育费用负担过重的支出型救助
对象，分别按当地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3－12倍、3－6倍给予临时救助。

针对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服
务需求，《规划》明确建立健全县（市、
区）－乡镇（街道）－社区（村）－家庭
四级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县级层面，建
设以特困失能老年人专业照护为主的
县级敬老院；街道层面，发展具备全
托、日托、上门服务、对下指导等功
能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机构；乡镇层
面，支持新建或依托现有乡镇敬老院
发展区域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
（村）层面，重点发展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等设施；家
庭层面，大力发展“家庭养老床位”，
依托专业服务组织开展居家上门服
务。到2025年，实现乡镇区域性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60%以上，社
区日间照料服务实现全覆盖。

《规划》还对提升基层社会治理
现代化水平提出要求，明确加强乡镇
（街道）服务能力建设，创新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机制，推动
以市为单位开展基层治理示范工作，组织开展全省和谐社区
建设示范创建活动。支持各地建立政府购买社区服务长效机
制，优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到2025年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拥
有社区工作者18人。同时，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安家”工
程，扩大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覆盖，到2023年底，济南、
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临沂
等10个市50%以上的县（市、区）和街道实现覆盖。

在保障措施方面，《规划》要求坚持把民政工作纳入各
级党委和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和重点工作部署，加强部门联
动，形成工作合力，为民政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持
续加大资金投入，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健全以公共财政为主
导，福利彩票公益金与社会资本相结合的民政事业经费筹措
机制，破解筹资难题。深化“互联网+民政服务”，加强与
民政部、各级政务服务平台的有效对接，推动更多民政政务
服务事项“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就近可办”。

积水不停排 温情聚身边

□ 本 报 记 者 徐 晨
本报通讯员 闫鹏飞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国多地降水显著
增多。暴雨过后，尤其是洪涝灾害发生
后，由于温度高、湿度大，容易引发多种
传染病的传播，特别是肠道传染病、虫媒
和自然疫源性传染病等。山东省疾控中心
专家介绍了暴雨和洪涝灾害发生后的传染
病防控措施。

饮水卫生需注意，避免“病从口
入”。暴雨和洪涝灾害期间，水源很容易
受到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和工厂
化学物质污染。因此，洪涝灾害地区要特
别注意饮用水卫生。山东省疾控中心食品
与营养所所长赵金山表示，受灾区域居民

最好选择饮用瓶装水、桶装水，没有条件
的可自行取水后烧开后饮用，但也应注意
取水点要尽量远离粪便、垃圾、污水，同
时应注意选用干净的容器盛水，并经常倒
空、清洗容器。不得已选择已受污染的生
活用水和饮用水时，一定要进行澄清、消
毒处理后再使用。

食品卫生同样需重视。赵金山表示，
洪涝灾害可能影响食品供应链各个环节，
肉和水产品要煮熟煮透、瓜果蔬菜要洗干
净、剩饭剩菜要彻底加热后方能食用；即
使食物短缺，病死、淹死的禽畜，腐败变
质、霉变和受污染的食物，被污水浸泡过
的食物也坚决不能吃；注意不能生吃水产
品，少吃或不吃凉拌食品。

加强病媒生物控制，防止传染病蔓

延。洪涝灾害期间和洪水退去后，老鼠的
野外栖息地被破坏，易进入室内形成鼠患；
大量积水、垃圾等会为蚊、蝇的滋生繁殖提
供条件，极易引起害虫密度骤增，可能导致
流行性出血热、疟疾、乙脑、登革热等媒介
生物传染病的传播蔓延。因此，水灾后应注
意环境消杀并做好杀虫灭鼠工作。

“洪涝灾害后，应排尽家中积水并对
环境彻底清理、消毒后再回迁。”山东省
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所副所长刘
文杰特别提醒，人体皮肤长时间浸泡在水
中，会引起皮肤溃烂、感染等严重后果，
因此排积水时应每隔1～2小时出水休息一
次，避免手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尽量保
持皮肤清洁干燥。此外，还应及时清除家
庭及居所周边粪便、污泥以及有积水的瓶

瓶罐罐等垃圾杂物，从而断绝老鼠的食物
来源，消除蚊虫在家中的滋生地。

在灾区的个人也要做好防护措施。山
东省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所主任
医师景晓表示，应关好家中门窗防止蚊虫
进入，外出活动时穿长衣长裤，必要时涂
抹趋避剂防止蚊蝇叮咬。此外，由于鼠类
在水灾中死亡或迁徙时，体表寄生虫往往
会脱离或逃逸，因此在做好灭鼠工作的同
时，也应注意鼠体表寄生虫的防制。可以
通过在居民安置点喷洒杀虫剂，消灭离开
鼠体的游离蚤等寄生虫。

专家特别提示，洪涝灾害期间常见传
染病早期信号包括发热、呕吐、腹泻和皮
疹等，一旦出现以上症状，应尽快就医并
听从医嘱及时隔离。

疾控专家：汛期需重视传染性疾病防控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23日，以“聚焦金融前沿，融汇产业

资本”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医药财富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
开幕，来自中国医药大健康产业和投融资机构的500多位领
军人物、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共话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合作。

为助力医药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医药物资协会的上市
公司会员与青岛市、城阳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以及城阳区国
有平台公司共同发起成立“青岛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
重点投资医药健康领域优质项目，挖掘、储备和培养更多早
期优质项目，助力青岛本地医药企业上市，引进成熟医药企
业和上市企业落地，打造医药健康产业链集群。会上，中国
医药物资协会与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城阳区人民政府还
签署三方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将搭建国内优质医药企业在产
业、技术、人才、资本合作的互利共赢新平台。

首届中国医药财富大会

在青举行

□记者 赵丰 王红军 报道
本报郑州7月24日电 截至24日18

时，由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协
调、省直相关部门紧急抽调，赴郑州排涝
救援作业的多支专业救援队共投入人员
197人、大型排涝车2台、水泵50余台套，
累计排水27 . 3万立方米。目前，该批救
援力量已对郑州二十一世纪社区3个地下
车库完成排水工作，观源苑小区排水工作
也基本完成，黄河博物馆院内积水已排空，
其他作业点救援任务仍在紧张进行中。

根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前指命
令，7月24日4时，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将
驻防开封市尉氏县的第一增援队与驻防郑
州市的第二增援队合并，实施统一指挥。
目前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共有473名指战
员、131辆消防车在郑州市执行排涝任
务。而此前的23日，山东消防跨区域增援
队救援、排涝全力以赴。截至23日17时，
累计在开封营救被困群众1711人，疏散转
移群众1273人，排水排涝3 . 3万立方米。

24日7时，按照统一部署，山东省消
防救援总队调派20辆车、98名指战员，3
套远程供水系统、2台龙吸水大功率排水
抢险车到郑州市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执
行排涝任务。该医院地下车库共两层，积
水约100万立方米。从7月23日18时起，部
署31辆消防车、194名指战员，分别在郑
州市金水区、管城区、二七区等地15个作业
点开展排水排涝作业。截至24日17时，山东
省消防救援总队在郑州市阜外华中心血管
病医院排涝点累计排水4 . 16万立方米，市
内15个排水点累计排水38 . 5万立方米。

此外，经过近60个小时的连续作业，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带领的救援队伍
在京沙北延下穿立交桥和陇海东路下穿立
交桥两个作业点共排除积水36万立方米，
完成作业任务。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赵丰

7月24日上午，郑州市阜外华中心血
管病医院排涝点作业点，郑州市民崔先生
带着孩子来当志愿者，“孩子很想过来，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志愿服务”。

当天18时许，青岛消防救援支队在郑
州恒升府第小区车库排涝点作业时，小区
业主给消防指战员送来了切好的西瓜。

18时49分，东营消防救援支队在郑州
绿城水岸名郡排涝点作业时，小区内的小
朋友将面包送给消防员。

鑫苑景园排涝点，一位小女孩将一张
手写纸条放在椅子上，上面写着：“尊敬
的消防员叔叔，您辛苦了！如果您需要上
厕所的话，可以来我家！”

……
洪水无情人有情。山东消防指战员的

辛苦付出，感动了郑州市民，他们也用各
种方式，温暖着救援队员们。

7月24日凌晨4时，根据应急管理部消
防救援局前指命令，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
将驻防开封市尉氏县的第一增援队，与驻
防郑州市的第二增援队调整合并，统一执
行排涝任务。

7时50分左右，德州、聊城消防救援
支队陆续抵达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执行
排涝任务。据医院有关人员说，该地下车
库积水约100万立方米。

在医院工作人员指引下，聊城支队选

择切开医院地下车库天窗，将两个300多
斤的浮艇泵相继放入积水中。这里水深大
约10米。

但是，其中一个浮艇泵被水下物体托
住无法工作，经验丰富的班长苑洋在队友
协助下进入积水中，徒手清除了部分杂
物。排水4个多小时后，浮艇泵再次遇到
障碍物，又是苑洋被吊着下到积水区，用
撬棍将下方木地板撬开，为浮艇泵腾出了
工作空间。

酷暑中，消防队员奋力工作，感动了
郑州市民。在金水区恒升府第小区，青岛
支队连续排涝19个小时，浮艇泵的吸水滤
网因长时间工作发生故障，消防指战员加
紧对其维修。小区居民看到消防员汗流浃
背，连忙拿起一旁的纸板，为消防指战员
扇风。

经过11个小时的不间断排涝，第二增
援队潍坊支队在郑州市二七区长江西路小
学地下车库完成排涝任务，学校校长一个
劲儿地对消防员表示感谢，最后潸然泪下。

18时20分，东营支队在金水区绿城水
岸名郡排水点，增加了4台浮艇泵排水作
业，累计排水2 . 1万立方米。18时49分，
小区内的小朋友带着面包送给消防员，回
头时还敬了一个礼。

截至24日17时，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
郑州市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排涝点累计
排水4 . 16万立方米，市内15个排水点累
计排水38 . 5万立方米。

山东能源集团所属山东省矿山应急救
援中心（兖州煤业救护大队）救援队员张
海腾，24日上午在郑州二十一世纪社区排
水救援现场铺设排水管线时，尖锐物扎进
他左脚近1厘米。“救援任务这么重，我
这点儿伤不算什么，擦点药水、简单包扎
一下，并不影响工作。”张海腾说。

完成一处作业任务后，24日，山东胜
利油田应急救援中心又来到郑州市郑汴路
一处办公楼开始排涝作业。该办公楼长60
米、宽17米、高12米的两层地下室被淹，
经测算，整个地下室积水约有1 . 3万立方
米。但受限于狭窄的楼梯空间，现场只能
使用一台泵、一条长200米的水带将积水
排至街面上的市政管道。

现场负责指挥的胜利油田应急救援中
心副经理崔永安表示，如果8台泵全开，
每小时能抽排水4000立方米，但现在一台
泵的工作量只有每小时500立方米。目前
实行两班倒，人歇设备不歇，并将根据排
涝情况，争取及早增开水泵，早日完成此
处排涝任务。

人歇机器不停，是山东各支救援队伍
的工作状态，以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正
常的生产生活。

7月24日12时，正在郑州市金水区嘉
辰丽景苑小区开展排涝任务的青岛支队，
收到了小区业主送来的一面锦旗，锦旗写
着：“鲁豫一家亲，风雨见真心”。

（本报郑州7月24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报道
7月23日，来自山东的民间救援团队

特战救援队的队员驾驶橡皮艇，在河南新
乡卫辉市关屯村搜寻受困群众。队员们利
用专业知识及设备，成功转移群众40余人。

□记者 赵丰 王红军 报道
7月24日上午，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跨区域增援队第一梯队在郑州市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开展排水排涝工作。

□ 本 报 记 者 卢 鹏
本报通讯员 杜昱葆 商纪升

7月24日下午，临沂市沂南县湖头镇
辛家街村，驰援河南洪涝灾区的8名湖头
镇“逆行者”民间消防救援服务队志愿者
平安返回，亲人、村民代表为他们戴上红
色绶带，送上鲜花和拥抱。

“我在微信群里一发要去河南救援的
信息，全部12名队员立马响应报名。”湖
头镇“逆行者”民间消防救援服务队队长
于志杰说，7月21日19时多，他从电视上
看到河南暴雨的新闻，决定带队员前去救
援。他向湖头镇镇长刘忠新汇报后，随即
向队员发布信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7名

队员，大家迅速从沂南县城、日照市区等
地向湖头镇辛家街村集结，准备好救生
衣、导向绳等装备，买了煎饼及火腿肠、
瓶装水等物资，当天22时50分，8名队员
分乘一辆越野车、一辆轿车驶向河南。

22日7时，8人到达郑州，随即来到郑
州市区东四环路附近的一处救援现场，先
为一处储备库搬运1500件救援物资，用越
野车拖出7台积水中的车辆，又从一个小
区救出20多名受困居民。8名队员从早晨
干到傍晚，饿了就站在水里吃自己带来的
煎饼，累了就在湿漉漉的马路边躺一会
儿，打个瞌睡。

在此期间，于志杰看到相关信息，新
乡市更加需要救援。23日一早，他们驱车

赶往新乡市，中午时分到达。“站在齐腰
深的积水里，打眼望去四周茫茫一片全是
水，说不害怕是假的。”8名队员中年龄
最小、刚满18岁的赵元梓说。

23日在新乡，8名队员在一所大学及周
边展开救援，许多地方积水超过1米深，队
员们用导向绳将身体连起来，用塑料箱筒
和木板搭制的简易筏子转运学生和食品、
饮用水等救援物资。一趟又一趟，长时间
在水里行走，队员们的大胯都磨破了皮。

在去往河南的高速公路上，他们看到
了一支又一支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22
日晚，8名队员在一家商务宾馆住宿时，
宾馆工作人员得知他们是救援志愿者，赠
送了两箱矿泉水。队员们离开郑州后，宾

馆一位经理联系到于志杰，执意把600多
元的房费退还。在新乡的当天傍晚，队员
们偶遇新乡市的救援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后，对方立马为8名队员安排食宿。

“我们是齐鲁儿女，队员们是带着沂
蒙精神去的。”于志杰当过5年消防战士，
2016年入党，他说，因为出发得匆忙，大
家都没带换洗衣物，在河南的2天多时间
里，8名队员的衣服和鞋子一直是湿透
的。年龄最长的志愿者辛祥元今年63岁，
干劲儿丝毫不亚于年轻人。志愿者许传波
的妻子怀二胎四个月，独自在家带5岁的
孩子，还发信息鼓励丈夫。20岁的志愿者
孝琨是家中独子，出发前专门做母亲的思
想工作，母亲一边担心一边夸他勇敢。

深夜驰援河南 沂蒙志愿者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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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对基础教育的期

盼已经由“有学上”转变为“上好学”。日前，省教育厅等
4部门印发《关于实施强校扩优行动 建立完善基础教育协
作机制的指导意见》，主要设计了三种教育结对机制，并提
出相应保障要求。三种教育结对机制分别是：

建立学校间紧密型的办学集团。鼓励优质学校采用“1
+N”托管、挂牌、办分校等模式，实行“一长多校”等管
理办法，吸纳发展中学校组建教育集团，形成较为紧密的结
对办学关系。此种模式强调建立核心校与成员校一体融合发
展机制，既突出各成员校发展“一校一特色”，又推进集团
内学校章程、管理制度、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班子建设、
师资建设、课程建设、绩效考评、内部分配的相对统一。

建立学校间松散型的结对联盟。主要指向县域内同学段
学校，鼓励以优质学校为核心，建立城乡间、校际间联盟型
的友好结对关系，开展传帮带活动。结对联盟各方的结对帮
扶模式主要有互派管理人员及教师、联合开展教学研究、共
享优质课程资源等。为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结对工作重点向黄河滩区脱贫迁建乡村、易
地扶贫搬迁乡村及贫困乡村学校倾斜。

探索开展区域间教育协作。主要引导建立区域间教育协
作关系。主要协作内容包括：围绕教育管理、资源建设、师
资建设、内涵发展等主题，指导结对双方建立定期交流机
制；围绕教育教研，开展交流协作，如在中考命题、教学视
导等方面开展合作，联合开展课题攻关等；安排干部教师互
相挂职交流；组织双方学校开展结对协作；推进课程资源、
教师培训资源、研学资源互通互享。

《指导意见》对强校扩优行动主要从经费和师资提出保
障要求。对于结对协作工作和集团化办学成效显著的，省级
将在中小学办学条件改善资金分配时予以奖补倾斜。对于集
团化办学的，鼓励成员校所属市、县（市、区）安排资金支
持集团总校发展，奖励办学成果突出的成员校。在师资保障
方面，对于区域间教师交流的，派出教师食宿交通费用由双
方协商解决。校长、教师交流到乡村学校的，按照交流轮岗
有关政策执行。鼓励各地在集团学校编制和管理人员职数总
量内，对集团核心校编制配备、管理人员职数配备予以倾
斜，保障优质师资培育和辐射需求，具体办法由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

三种模式实施基础教育

“强校扩优”
●建立学校间紧密型的办学集团、建立

学校间松散型的结对联盟、探索开展区域

间教育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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