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王佳声
本报通讯员 张 琦

为了让老区的孩子用知识改变命运，他
勤奋忘我地工作。从翩翩少年，到耄耋老
人，他始终像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照亮
着别人。他就是沂源县实验中学原党支部书
记、校长李振华。

今年84岁高龄的李振华，1953年从南京
师范大学毕业来到沂蒙山区支教，从工作的
第一个月起就开始资助贫困生，退休后又将
大半生积蓄和国务院特殊津贴献出，建立
“振华奖学扶困基金会”，用于帮扶贫困学
生、激励优秀教师，李振华先后荣获全国教
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
人、全国优秀公益人物、中国教育年度人
物、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

在今年教师节来临之际又有好消息传
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教育厅印
发《关于公布“2021年度齐鲁最美教师”和
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评选结果的通知》，决
定授予李振华“2021年度齐鲁最美教师”特
别奖。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在第37个教师
节来临之际，获得‘齐鲁最美教师’特别
奖，我非常激动，又感到责任重大。”9月
9日，李振华对记者说，“68年来，我坚守
着初心使命，只是尽到了作为一名教师应
尽的责任，一名党员应尽的本分。党和人
民却给了我很多的荣誉，我真切感受到党
的培养、领导的关怀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所有这些博大无私的爱，是我扎根老区奉
献教育、回报社会的动力和源泉。我将用
我的余生，继续为党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贡
献自己的一切。”

1953年冬天，年仅17岁的李振华响应党
和国家“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的号召，告别故乡南京，从南京师
范大学毕业来到沂蒙革命老区沂源县支教，
扎根山区教育一线，无怨无悔奉献青春。曾
几何时，他一次又一次放弃了回到故乡、回

到父母身边的机会。
多年来，他婉言谢绝了省、市、县多次

选调提干的机会，一门心思扑在改变山区教
育面貌、提升教学质量上。经过勤奋忘我的

工作，韩旺小学教育质量连续多年全县第
一，县委书记亲自为他召开庆功会；教高中
时，所教学科成绩在临沂地区保持领先；担
任城关二中校长时，把全县闻名的后进学
校，改变成为淄博市的一面红旗。

爱生如子，是李振华教育生涯最典型的
概况。他一辈子最爱的是学生，学生在他心
目中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不让住校学生吃
长毛的饭，他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
到学生家里捎饭；为了更好地照顾住校生，
他干脆住进了男生宿舍……他像父亲一样嘘
寒问暖，关怀备至。

他深知，对山里的孩子来说，只有通过
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为了让更多的山区孩子
能够实现上学梦，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走出
大山，他从工作的第一个月起就拿出工资的
四分之一资助贫困生，退休后又将大半生的
积蓄1 . 5万元和国务院特殊津贴全部捐出，
在他曾经工作过的韩旺中学、张家坡中学、
实验中学设立了“振华奖学扶困基金会”，
用以帮助贫困学生、奖励优秀学生。为了资
助更多的贫困生，65岁那年，李振华到淄博
万杰朝阳学校继续任教，将外出任教8年所
得50万元全部捐出，有时为急需用钱的贫困
生筹措资金甚至去捡拾废品卖，现在每月只
留下500元退休金当生活费，其余的全部用
来帮助贫困学生。

60多年来，他个人累计捐款136万元，
资助贫困学生2300余名，帮扶孤寡老人56
户。但他自己却一直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
喝玉米糊、吃南瓜菜，一身洗得泛白、破损
的衣服仍然穿在身上，一辆大金鹿自行车骑
了58年，30元钱买的“钟山表”至今仍戴在
手上。

作为李振华曾经资助过的学生，20年
来，张文强一直跟着“李爸爸”做公益，陪
伴他走遍了沂源各个乡镇。“为了沂蒙山的
孩子们，李老师付出了自己一生。”张文强
感慨道，“为了让孩子们走出大山，李老师
一直在坚守，他从没中断过自己的付出，一
直在做，一直在做。”

为了沂蒙山的孩子，他“燃烧”了68载
——— 记“2021年度齐鲁最美教师”特别奖获得者李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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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芳：

兵团第一代女拖拉机手

王伯祥：

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
1988年腊月，寿光县

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
义拿来一根产自东北大棚
的鲜黄瓜，县委书记王伯
祥看后格外惊喜。东北能
建冬暖式蔬菜大棚，寿光
也能建。

他们费尽周折去东北
请来技术专家韩永山，但
建一个大棚需要六七千
元，这对农户来说是不敢
想象的数字。王伯祥到田
间地头动员：大胆试，天
塌了，我顶着。

1989年8月，正是青玉
米抽缨孕籽的时候。他砍掉20多亩长势正旺的玉米，进行冬
暖式蔬菜大棚试验，17名党员带头建起大棚。1990年，17个大
棚平均纯利润2万多元，造就了17个双万元户。王伯祥当即拍
板在全县推广。第二年，5000多个大棚拔地而起。

1987年10月，王伯祥带着20万干
部群众浩浩荡荡开进寿北，向千年荒
滩“宣战”。他住到低矮漏风的窝棚，与
民工同吃同住奋战了45天。1991年10
月，王伯祥调离寿光。五年间，他为寿
光留下了3 . 3万个蔬菜大棚，120万亩
收益可观的棉田、盐田、虾池，4000家
蒸蒸日上的企业、10万多个“万元户”。

王伯祥被誉为新时期县委书记的
榜样，获得“改革先锋”称号。

(□崔方方 赵琳)

1952年秋，17岁的青
岛姑娘李桂芳抵达新疆。
她被分配到当时的奎屯垦
区一二九团。四周全是荒
滩戈壁，一阵风吹起，沙
子打到脸上跟刀割一样。
几个人挤在一间用土坑挖
成、茅草覆盖的“地窝
子”里。

分配工作时，李桂芳
选择当拖拉机手。领导告
诉她，当女拖拉机手很
苦，很危险。李桂芳说，
我不怕。凭借着高小的文
化程度，加上刻苦好学，

一年后，李桂芳成为兵团第一代光荣的女拖拉机手。
李桂芳带着拖拉机班组，没日没夜地开荒造田。年底表

彰大会上，领导说，李桂芳的拖拉机
班组一年干了三年的活儿。李桂芳干
了20年的拖拉机手，由于工作出色，
干活拼命，被大家称为“铁娘子”。
1957年，李桂芳被评为兵团一级劳
模。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进疆女兵
有五六万人,其中山东有2万多名，她
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荒凉的戈壁
上留下了青春和生命的印迹。

(□朱军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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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无碑，刻在民心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作为最早为共和国教育奠基的那批人之
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悠悠岁月里，李振华筚路
蓝缕、艰苦耕耘、无私奉献的事迹，生动诠释
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沂源县是国务院
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群众靠吃糠咽菜
度日。李振华最初支教的学校是山间一座
破庙，庙里满地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石
头是课桌，小石头是板凳；最初的交流极
为困难，学生听不懂他的南方话；最初的
生活苦涩不堪，地瓜秧子下饭，煤油灯照

明，夜里传来的狼嚎声让他毛骨悚然……
就这样，南京城的青年与沂蒙山的孩子成
了师生，孩子们的苦成了他执教的动力：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决定未来。

扎根老区68载，为了山区的教育，李振华
无怨无悔、默默耕耘，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大
山深处的孩子：他以“为孩子而留下”的坚守，
绚烂了几代人的童年；他执着于自己的信念，
把心思都用在学生身上；他生活虽然很清贫，
内心却很富有，用公益行动践行了师者为人
父母的情怀。

“大德无碑”，李振华的大爱，被深深镌刻
在了沂源人民的心中。

李振华和学生们在一起。 （□记者 王佳声 报道）

□记 者 常青
通讯员 吕梁 蒋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9日上午，随着
现场架桥队指挥员一声哨响，一台重达
180吨的架梁机掉头西进，标志着由中
铁上海局承建的郑济铁路(山东段)长清
黄河特大桥首架段467孔箱梁架设任务
圆满完成，工程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由中铁上海局承建的国家重点工
程——— 郑州至济南高速铁路(山东段)站
前工程施工ZJTLZQSG-1标长清黄河特
大桥正线长33公里，共需架设大型箱梁
788孔。此次完成大里程方向架梁任务标
志着郑济铁路距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
步。

郑济铁路(山东段)项目是国家“八
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连接线，山东省
“四横六纵”高铁网的西部出省通道，
也是济南“米”字高铁枢纽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车后，济南至郑州通行时间将
缩短至1 . 5小时。

郑济铁路贯通

又迈进一步

（上接第一版）用“匠心”建设项目，用“文化”支撑项
目，用“设施”提升项目，用“要素”保障项目，扎实推进
项目落地见效。要发展海洋旅游，聚焦环境、设施、产品，
严格落实全海域生态红线制度和海洋保护区分类管理制度，
加强康养、休闲、度假、购物等度假设施建设，构建立体式
海洋旅游产品体系，积极拓展海洋旅游产业链。要坚持以游
客为中心，强化智慧应用、标准引领、消费促进，持续优化
政务环境、生态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着力提升服务
质量，让旅客放心游、放心购、放心消费。要加强组织领导、统
筹协调，坚持依法依规、求真务实，强化督导检查、责任落实，
推动文化旅游工作取得更大、更多、更好的成效。

会上，李干杰为下届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承办城市济宁
市授旗，有关市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会后，杨东奇和与会代表观摩了部分文旅项目。
省和青岛市领导孙立成、傅明先、王心富、赵豪志参加

活动。

（上接第一版）对外开放可以提档升级，城乡区域可以均衡
发展，人文沃土可以深度耕作，这为我们与广大企业深化合
作提供了大好机遇。我们愿与广大企业在更广领域、更深层
次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山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
大局。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
环境，优化政策供给，做优企业服务，为各类企业在鲁发展
提供充沛的“阳光雨露”。希望各位企业家在“好客山东”
多走走、多看看，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各项工作做得
更好。

省和济南市、青岛市领导王书坚、孙述涛、赵豪志，出
席中国企业论坛的企业家代表，各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这里的民生品牌为何越来越多？
潍坊将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治理相结合，让市民的获得感“实打实”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侯君华 齐帅

潍坊市奎文区早春园南巷，每天都是热
闹的市场。9月11日一早，68岁的王玉堂来
到近距福寿街口的蓝色遮阳棚下，铺好防污
地垫，摆好桌子，将金灿灿、亮闪闪的钥匙
坯“哗啦啦”挂在机子上，一天的生意开始
了。

如果你想配钥匙、修鞋、补自行车胎，
远远望见“小蓝棚”就可走上前。蓝色遮阳
棚上还印着“小修”“便民服务点”的字
样。曾经没有固定摊位的王玉堂们，已身穿
统一的棕马甲热情等候。

“执法部门给了统一编号，还有了固定
摊位线，工装、遮阳伞、分类垃圾桶、地垫
和坐凳都是免费给配备的，干这营生20多年
了，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踏实。”王玉
堂说。

为了彻底解决“小修”摊点影响市容环
境和道路通行等问题，奎文区以保障民生为
突破口，对这些摊点进行升级改造、规范化
管理。从去年开始，该区对辖区内的“小
修”摊点进行摸排调研，最终对64处“小
修”摊点的位置、经营范围等重新进行了指
定，规范管理。为让市民了解这些“小修”
便民服务点，潍坊市城管部门还研发了“小
修”便民服务点电子地图，纳入潍坊市城市
智慧管理系统。

正在潍坊中心城区全面推广的“小蓝
棚”，成为该市又一个“便民服务品牌”。
街头修理“小蓝棚”、免费停车“小蓝
框”、志愿服务“红马甲”、老旧小区里
“红色物业”……连那高高竖起的拦车杆都
倍感亲切，都成为市民挂在嘴边的文明城市
符号。

自2015年荣膺“全国文明城市”后，潍
坊市坚持创建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着力健
全完善长效机制，将曾经风风火火的文明城
市创建化为经营城市、服务民生的抓手。
“我们坚持‘便民、利民、惠民’的文明城
市创建理念，主动把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治
理紧密结合，探索城市治理‘精’治、

‘慧’治、‘长’治的新路径，让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不断焕发新活力。”潍坊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张永国说。

既然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治理结合起
来，从何处下手方得民心？万事开头难，潍
坊也曾有切肤之痛。关掉沿街杂乱商铺、取
缔小市场，曾让居民生活大受影响，一些
“面子工程”也被深恶痛绝。

调整定位后，他们把市民所需所盼作为
城市治理的方向，从解决市民最关心、最迫
切的民生问题出发，找准源头、精准发力，
治顽疾、解难题，让市民的获得感“实打
实”。面对“城市蛛网”漫天飞线，潍坊市
组织开展了线缆线箱专项治理行动，按照
“谁所有、谁负责”的原则，对中心城区范
围内社区(小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沿
街店铺、集贸市场、城乡接合部等区域的线
缆线箱进行专项治理。

乱停车，是城市文明的痛点。潍坊城区
机动车保有量超过67万辆，停车供需矛盾越
来越突出，群众反映越来越强烈。为解决停
车难、停车乱的问题，潍坊市对症下药开出
“新药方”。自4月份开始，在全市推行开
放公共场所限时免费停车制度，在机关单位

大院和城市道路等处开放限时免费停车位40
余万个，满足了市民就近停、快速停、安全
停的迫切需求。同时，该市40多个社会组
织、300多名志愿者认领了城区百余个路
段，参与到道路停车秩序管理中来，在解决
乱停乱放的同时，为市民停车提供了实实在
在的便利。

在潍坊，文明城市的创建激发了志愿者
的积极性。目前，该市注册志愿者146 . 8万余
人，志愿服务队伍7200余支，成为常态化开展
文明劝导志愿服务的主力军。“为了推动志愿
服务高质量发展，我们坚持抓好多元化队伍、
规范化制度、智能化平台、全域化联动‘四个
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志愿服务工作。”潍坊市
委宣传部二级调研员刘西海说。

此外，为深化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加强
窗口服务单位作风建设，在邀请市民巡访、
为城市管理“找茬挑刺”的同时，由潍坊市
文明办牵头，对全市范围内服务窗口、商超
等涉外涉群众重要公共节点的环境秩序、行
业作风、服务民生情况进行测评，由测评人
员对测评对象进行现场观察、询问，或模拟
办理事务的方式，逐项对照打分，并记录存
在问题，极大提升了服务水平。

（上接第一版）发挥裂变效应，达到‘引
来一个、跟进一批’的效果。”省国资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显示，今年年初以
来，山东国有企业加大与央企对接沟通力

度，呈现“一多三高”特点：一是项目
多；二是工业项目占比进一步提高，达到
4 4 . 6 %；三是新基建项目占比高，达到
8 . 9%；四是颐养健康、文化旅游类项目占

比高，达到16 . 07%。
据了解，瞄准在新旧动能转换“五年

取 得 突 破 ”中当 好 “主力 军 ” “ 排 头
兵”，今年起山东国资国企还将进一步健

全与中央企业、世界500强、行业领军企业
的长效合作机制，深入实施开放式、市场
化、国际化合作，促进优势互补。

（上接第一版）刘跃进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重大意义，坚持把学习教
育贯穿始终，不断筑牢忠诚警魂。要结合公安机关实际，聚焦
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等执法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
开展自查自纠、顽瘴痼疾整治等工作，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实、
查深查透。要坚持领导干部带头自我剖析、自我查纠，自觉做
到查纠问题不护短、不掩饰，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动真碰硬。要
紧盯案件线索查办，统筹办案力量，加大攻坚力度，全力配合

“打伞破网”，不断推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其间，刘跃进先后到省公安厅网安技术作战中心、疫情

防控指挥部和执法办案中心实地调研，对山东公安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

中央第九督导组、省委政法委有关同志参加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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