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
端
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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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价涨涨跌跌

找矿找热找水，走近这个

“光荣”“特别”的勘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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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蹲点调查

□新华社发
12月19日，滑雪爱好者在烟台市的一

处滑雪公园滑雪。
当日，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

本届冰雪季以“圆梦冬奥、同享未来”为
主题。即日起至2022年4月，全国大众冰
雪季将贯穿整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在全国各地开展“中国冰雪大篷
车”“全民冰雪公开课”“滑向2022”、
冰雪嘉年华、冰雪大联欢等系列群众性冰
雪活动。

第八届全国

大众冰雪季启动

□记者 刘一颖 通讯员 陈晓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19日讯 山东省2022年度公务员招录笔试考试今

天结束。全省共有34 . 5万人报考，较去年增加4 . 4万人，共设考场
1 . 2万个。

今年11月，我省继续在全国较早启动2022年度公务员招录工
作。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二处负责同志介绍，为有效避免公务员考试
与其他择业考试“撞车”，引导毕业生协调有序就业，我省提前启
动招录工作。

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很多职位“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
一”，每年都有不少高分考生遗憾出局；也有部分职位“吃不
饱”，造成招录人选空缺。为解决这一矛盾，自2021年度公务员招
录开始，我省打出“提前启动+二次补录”组合拳，对空缺职位组
织补录，给错失机会的考生提供二次“上岸”机会。二次补录不再
单独组织笔试，考生使用首次笔试成绩，直接报考符合条件的职
位。2021年度公务员招录中，我省通过二次补录为各级党政机关补
充录用公务员502人。

为给各类优秀人才提供公平公正的舞台，正在进行的2022年度公
务员招录中，我省着力破除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
式等限制，根据职位需求合理设置资格条件，加大对高层次应用型专
业化人才招录力度，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平等竞争机会。对非全日制
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同等对待，延长海外留学人员学历认证时间，对
国内高校毕业生和国（境）外留学人员一视同仁。省内技工院校预备技
师（技师）班和高级工班毕业生，在符合岗位要求的前提下，可分别报考
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大学专科的职位。

34 . 5万人报考

我省2022年度公务员

招录笔试结束

□记 者 李梦 孙亚飞
通讯员 杨浩 报道

本报莘县讯 12月18日，莘县观城镇西马
沟村村史馆迎来一批小学生。他们对馆内陈列
的老物件好奇不已，而一部老电影《地雷战》
更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在我们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看上
一场电影。大家刚刚看的《地雷战》，讲述
了抗战时期的军民如何利用水雷、连环雷、
真假雷等手段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故事，充分
体现了革命先烈的勇气和智慧。今天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我们生活在新时代，更应该
好好学习，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电
影结束后，西马沟村党支部书记马廷方对前
来参观的小朋友们说。

西马沟村将红色文化与乡愁装进村史馆，
吸引村民及中小学生前来参观。大家看看老电
影，接受教育；认认老物件，感受过去岁月的
气息；听听老党员讲革命故事，接受党史学习
教育；看着村里前世今生的对比照片，感知村
民生活的变化。

今年以来，莘县抢抓省部共建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示范县机遇，全域推进村史馆建设，弘
扬传统文化、涵养文明乡风、留住乡愁记忆，
努力让农村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从历史中汲取
前进力量，推动乡村振兴“凝心聚魂”。截至
目前，莘县878个行政村及社区全部建起村史
馆，“一村一馆”成为现实。

在大王寨镇东田庄村，一处160多岁的旧
式建筑就是该村村史馆。馆内陈列的老地契、
老家具、老物件配上极具特色的房屋布局，让
村史馆韵味十足。“这个房子已经空了20多
年，是村史馆的建设让这所老房子重新焕发了
青春。”东田庄村党支部书记辛增才说。

“我们在村史馆建设中，不搞照搬复制，
不搞大拆大建，不搞强迫命令，确保少花钱、多办事。”莘县文旅局
局长马彦青说，在选址上坚持因地制宜、能大则大、宜小则小、杜绝
闲置浪费，一切从村落的地容地貌、经济基础、文化遗迹等实际出
发，充分利用村庄闲置农房、红军老宅、祠堂、文化遗址、公共资源
等实际情况选址建设。

以史为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莘县在推进村史馆建设过程中，
以村庄历史沿革、村落文化、民俗风情、乡贤名人、生产生活等内容
为切入点，以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为目标，“五个一批”（依托红
色文化资源建设一批，依托历史文化渊源建设一批，依托农耕文化印
记建设一批，依托产业发展亮点建设一批，依托村庄面貌变化建设一
批）分类推进建设，确保特色引领，“一村一品”。（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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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蔡明亮 王召群

□ 本报记者 张国栋 赵洪杰
刘 兵 李子路

北京冬奥会在即，产自中国重型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的“黄河X7”雪蜡车，跟
随国家滑雪队开启了备战之旅。从北京出
发到新疆，行程 3 5 0 0公里，全程零排
放——— 这款搭载潍柴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的
雪蜡车，不仅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
白，技术水平也达到世界一流。

先进车型代表创新实力，持续“飘
红”的经营业绩同样令人刮目：2018年至
2020年，中国重汽营业收入由1100亿元增
长到1743亿元，利润从53亿元增长到过百
亿元；今年7月至11月，重卡销量连续5个
月位居国内同行业第一，国内市场占有率
由2018年的第5位跃升至第2位。

“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
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
变成现代企业。”2018年6月，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

从根本上说，中国重汽今天的好局，
就来自于不抱残守缺的改革——— 总书记视
察3个月后，山东站在全省汽车工业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决定由山东重工集团
对中国重汽实施战略重组，拉开了这家老
牌国企系统性改革的大幕。

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通报的今年上半年地方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重点改革任务评估结果显示，山东省位列
A级第一位。深入观察，中国重汽的改
革，为全省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精彩样
本，也为探究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找到了

一个典型窗口。

中国重汽的前身是济南汽车制造总
厂，始建于1930年。91年发展史上，中国
重汽既有生产制造中国第一辆重型汽车的
荣耀，也有发展成为全国最大重型汽车生
产基地的骄傲。但随着时光进入新世纪第
二个十年，这件辉煌的外衣变得愈发沉重
起来———

从外看，跨国公司不断进入和国内同
行的崛起，极大挤压了市场空间，中国重
汽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从第3位下滑至
第5位；从内看，体制僵化、人浮于事、
效率低下等老国企的通病愈发凸显，这从
横向对比中可见一斑：2018年，中国重汽
员工多达42151人，一汽解放只有21000
人，但年收入却是中国重汽的1 . 21倍。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重汽何去何从？
就在此时，一纸任命引来全国乃至全

球同行瞩目：主导了1998年以来潍柴集团
改革、现任山东重工集团董事长的谭旭
光，兼任中国重汽党委书记、董事长，执
掌“老东家”——— 潍柴曾是中国重汽的子
公司，2007年才独立出来。

谭旭光，人称“谭大胆”“谭疯
子”。对眼前的挑战，谭旭光看得明白：
“重汽身上的问题，20多年前的潍柴同样

存在。但当时的潍柴已濒临破产，所有人
都知道，不改就是死。今天的重汽虽然
‘全身是病’，但还没到生死存亡的地
步。这个时候改革，触动利益更大、阻力
更大。搞不好，就会掉进深渊。”

敢不敢干？能不能干？
“干！这个局我来破！”谭旭光愿意当

这个“急先锋”。但更多的人，在替他捏着
一把汗，甚至不乏准备“看笑话”的心态。

局面错综复杂，怎样破？
改革的“第一刀”，砍向了采购体

系。中国重汽副总经理刘正涛说，多年
来，由于缺乏严格统一的采购招标流程，
采购多由二级单位自行操作，采购额每每
与预算数仅“咫尺之遥”，“集团一年的
采购成本300多亿元，采购价格大大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搞企业的都明白，这背后
意味着什么！”

以采购降本为突破口，消灭内外部不
正当的关联交易，既能止住“出血点”，
又能打破内部的不良生态。在全力推动
下，重汽“做实”了过去不发挥作用的集
团采购中心，建立起40多人的专业采购队
伍，由各单位分散采购改为集中采购，并
严格采购招标流程。2019年，集团采购成
本就降低30多亿元。

这让谭旭光一下子陷进了漩涡——— 到
任不到一年，针对他个人的“举报信”就
有几百封。从潍柴调任中国重汽党委副书
记、常务副总经理的王勇，主抓改革措施
落实，同样压力山大，自嘲“差点卷铺盖
打道回府了”。

面对质疑与压力，在2019年1月重汽

职工代表大会上，谭旭光撂下一句广为流
传的“狠话”：“我这个人不怕死，把骨
灰盒放在潍坊不如放在济南的英雄山上。
我既然来到重汽，就做好了各种准备。”

改革一步不停：行政接待费全部归
零；2020年采购成本再降30多亿元；今年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但采购成本又降了
10多亿元。

改革是“硬碰硬”的破局。谭旭光的
底气，离不开党委政府的支持。

在重组前的中国重汽股权结构中，济
南市国资委持股80%，山东省国有资产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20%。重组后，山东重
工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取得济南市国资委持
有的45%股权，并通过股权授权委托方式，
行使山东省国投持有的20%股权除资产收
益权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并实际控制及支
配重汽集团65%的股权表决权。无疑，这从
根本上为改革顺利推进创造了先决条件。

在改革最为敏感和关键的时期，省委
态度十分明确：全力支持改革。为了重汽
新上的智能网联（新能源）重卡项目，济
南市以最快速度在莱芜“腾”出3000多亩
土地，促成项目于2020年当年开工建设、
当年投产。

改革，既需要大刀阔斧地亮剑，也需
要庖丁解牛式的精细和智慧。

2020年2月，正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之时，谭旭光到桥箱公司查看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情况，震惊地发现，生产一线厕
所的脏乱差程度，让人无法直视。他利用
集团内部博客公开提醒，两天后，仍没有
人出来认领。 （下转第四版）

敢为险滩处开道
——— 从老牌国企中国重汽改革之路看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袁明国 报道

首发！山东货物“走出去”

再添物流通道
12月19日，满载着50个集装箱货物的X9008次中亚国际班列从

潍坊董家镇站驶出，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这是潍坊组织发出
的首趟中亚班列，为山东半岛货物“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国际物流
通道。

改革成败首先取决于想

不想、敢不敢

——— 破局意识和破局思维

□ 本 报 记 者 彭辉 郑莉
本报通讯员 毕魏

“您脊柱炎最近严重吗，每天下地活
动几次？”“营养跟得上吗？”近日，在威海荣
成市城西街道后垛山村分散特困供养人员
姜明家中，荣成市人民医院医生鞠超一边
为他进行触诊，一边询问他近期身体康复
情况。对行动不便的姜明来说，最发愁的事
就是去医院看病，自从有了“海螺姑娘”专
业服务团队定期上门提供助医服务，极大
地解决了他外出就医不便的难题。

目前在威海，像姜明这样的特困人员

约有1 . 1万人，其中7600余人为分散特困
供养人员，他们普遍独居且年龄较大，自
理能力较差，仅在经济上救助，对生活改
善非常有限。

兜底线，救急难，解民忧……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威海精准把脉特困人群
“急难愁盼”问题，统筹全市3200余万元
分散特困供养照料服务资金，以“海螺姑
娘”特困人员服务品牌为引领，打造多层
次梯度式救助体系，为特困人员提供全方
位高质量照料服务，让特困供养由“兜底
保障”升级为“幸福供养”，全面推动特
困人员供养向“物质+服务”综合救助模
式转变。

为保障分散特困供养人员救助服务
“上下贯通、精准到位”，威海创新建立
了“1+38+N”的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即
建立起1套分散特困供养人员服务保障机

制，在全市范围内建立38处分散特困供养
服务站，点状辐射全市72个镇（街），组
建N支“海螺姑娘”居家服务团队，开展
标准化服务，努力构建15分钟服务圈。

一日三餐精心配制，住的地方井井有
条、干干净净，平日里有各种各样的文体
活动，生病了有专门的医护人员送药……
“这里环境比之前好太多啦，我在这住得
好、吃得好、穿得好。”宋献祥今年7月
份从镇敬老院搬到万福苑老年公寓，几个
月来高品质的集中供养生活，让他每天精
神头十足。

针对有集中供养需求的特困人员，威
海全面优化养老机构服务项目、服务设
施、人员配备等内容条件，改善集中住养
环境，全力提升集中供养水平。投入7亿
元将32处乡镇敬老院升级改造为14处高标
准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同时，加强职业

技能培训，实现所有养老护理员持证上
岗，照护质量全面提升，真正让养老院变
成了集中供养“幸福园”。

目前，威海市已实现集中供养愿进全
进1 0 0%，不能自理特困集中供养率达
78%，全省最高。对于重度精神疾病患者
需要看护人员多、投入精力多、专业要求
高等实际问题，威海加强专业医护人员配
备、专业设备配置，集中供养机构重度精
神疾患与专业医护人员比例提升至4:1，
每年支出资金1400余万元，在全省率先实
现重度精神残疾特困人员集中收治100%。

“为切实解决特困人员急事、难事、
忧心事，我们还全面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热
情，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救助合力，
探索走出一条‘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纾困
解忧的养护路径。”威海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下转第二版）

威海把脉特困人群急难愁盼问题，打造多层次梯度式救助体系

特困供养家庭来了“海螺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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