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本报通讯员 苗 妍 姜 明

  71 岁的村民单士振跳入冰水中，救出 7
岁的落水女童；共产党员郭威，跳入冰水中
勇救4位落水老人；菜农王春凤，向西安捐献
近16 万斤蔬菜……这个冬天，菏泽人的善行
义举，再次感动、温暖了许多人。
  1 月17日至1月20日，记者跟随菏泽市委
宣传部组织的公民道德建设品牌创建巡礼采
访团，深入各县区采访，求解菏泽凡人善举
为何层出不穷。

“德耀花都”激发榜样力量

  1 月 17 日，冬意正浓，菏泽七里河湿地
公园的水面上寒风刺骨。此时，菏泽闪电志
愿救援队正在开展水上救援演练。这样的集
中演练活动，该救援队每年都会举行多次，
不论严寒酷暑，旨在夯实队员水上应急抢险
救援能力。
  练在平时，用在战时。 2021 年 7 月份，
郑州遭遇暴雨，该救援队立即组织30 名救援
人员携带水域救援装备赶往郑州救援，奋战
在救援一线，完成了一项又一项救援任务。
“自救援队成立以来，我们曾参与道路救援
过万次，常态化道路救援每天多则几十件，
寻人救援信息核准发布上千条，在菏泽以及
联动外地公安部门、救援组织寻人近千
人。”菏泽闪电救援队队长李合明说，他们
会坚持把公益做下去。
  近年来，牡丹区以打造“德耀花都”道
德品牌为引领，激发榜样力量，丰富活动载体，
践行文明新风，涵养主流价值，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四德工程”
建设。自2014 年起，牡丹区打造并形成了影响
广泛的“德耀花都”道德品牌，其经验做法2017
年在全省作典型发言，2018 年被列入山东省宣
传思想工作典型案例，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方
面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截至2021 年底，全区
共评选出四德模范1307 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队发展到1800 余支，累计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22390 多场次，参与人数65000 人。

“德耀花都”已成为牡丹区一张亮丽的名片，凝
聚起崇德向善正能量。

“德润麟州”助推良好风气

  “吕妈妈，我这次考试成绩很好，我会
继续努力的。”日前，巨野县博爱学校学生
王睿（化名）通过电话向“爱心妈妈”吕潇
爽讲述了自己的近况，话语里开朗乐观。然
而两年前，王睿的性格很内向，不爱说话。
  王睿自小便失去父母，与弟弟由奶奶抚
养长大。2020 年，巨野县交通运输局“爱心妈
妈”志愿服务队队员吕潇爽与王睿结成“对
子”，进行“一对一”帮扶关爱，不仅在物质上帮
助，更给予精神上的慰藉。“这两年，王睿变化
很大，有什么心事都会主动讲给我听，脸上的
笑容越来越多了。”吕潇爽说。
  “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是巨野县交通运
输局以“四德工程”建设为载体，组织开展的一
系列主题实践活动之一，目前已有66名女职工
先后牵手149 名留守儿童、孤儿和单亲家庭儿
童。近年来，巨野县大力培育“德润麟州”道
德品牌，从全县各行业、单位中选拔100 名在
四德及社会发展等各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模
范人物进行表彰和宣传推介，积极发挥模范
人物榜样引领作用，以道德的力量激发广大
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形成强势道德品牌，带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助推了全县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为有源头活水来

  从曹县尹起贺在广东为救“驴友”牺牲，
郓城县张雪领舍身救助落水女孩，到支援河南
防汛救灾，再到最近菜农纷纷向西安捐赠蔬
菜……近年来，菏泽好人好事、凡人善举层出

不穷，崇德向善蔚然成风。他们的事迹或默默
无闻，或感天动地，都弘扬了社会正能量，推动
着菏泽这座城市不断向前。
  “究其原因，一方面离不开菏泽自身的
文化土壤和淳朴民风，崇德向善、平凡朴
实、有情有义，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传
承。”菏泽市社科联党组成员、秘书长、三
级调研员荣海生认为，菏泽曾饱受黄泛之
苦，颠沛流离中，扶老携幼、相互帮扶；重
建家园中，众人拾柴，团结一致，这些都是

菏泽凡人善举层出不穷的文化根基。
  窥一斑而知全豹。“菏泽人的凡人善举、义
德义行，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
体化、形象化的体现。”荣海生说。
  近年来，菏泽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主要内容的“四德工
程”建设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内容和有效载体，以示范带全局，
点面结合、辐射全市，为实现菏泽经济发
展、社会和谐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记者跟随公民道德建设品牌创建巡礼采访团求解———

菏泽：凡人善举为何层出不穷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王海明 报道
  本报巨野讯 2 月2日是第26个“世界湿
地日”。 1 月 26 日， 2022 年“世界湿地日”
主题宣传活动暨菏泽市湿地生态科普教育基
地授牌仪式在巨野新巨龙省级湿地公园
启动。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
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肾”“淡水之源”
“气候调节器”。菏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湿地保护工作，把湿地保护摆在生态菏泽
建设的突出位置。坚持“全面保护、科学修
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强化湿地保护
法制建设，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
管理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积极推进
《菏泽市湿地保护管理条例》立法工作，加
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开展退耕还湿、生态

补水、栖息地恢复等行动，已建立湿地公园20
处，其中国家级4处，省级10 处。东明黄河国家
湿地公园、曹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单县
浮龙湖国家湿地公园 3 处湿地已被正式列入
《山东省重点保护湿地名录》（第一批），发布了
《菏泽市重点保护湿地名录》（第一批）。
  通过部分湿地保护和修复项目的实施，
湿地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保
护，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不断加强，生物物种资

源日益丰富，蓄水滞洪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为
全市湿地保育工作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生态环境改善，群鸟翔集、雁阵惊寒已
经成为菏泽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线，每年11
月份，15 万只大雁现身黄河滩区。单县浮龙
湖、曹县黄河故道、成武文亭湖、郓城宋江
湖、鄄城雷泽湖、巨野新巨龙等湿地已成为
候鸟的聚集地，优美和谐的自然环境持续为当
地群众释放着“生态红利”。

  冬日的新巨龙省级湿地公园，蒹葭苍苍，
林水相依，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该
公园为典型的煤矿采空区因地表沉陷、地下水
渗出形成的特殊类型湿地，公园内有丰富多样
的湿地生境类型，包括大面积的浅滩和深水
区，适宜各类水禽栖息。近年来，通过合理开发
利用，巨野县已将新巨龙省级湿地公园建设成
为黄泛平原煤矿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生态恢复
的典范，煤矿沉陷区湿地宣教展示平台。

菏泽呵护“地球之肾”释放生态红利

20处湿地公园引来群鸟翔集

  □记者 蒋鑫 报道
  本报菏泽讯 日前，菏泽市正式获批青岛关区首
批“AEO 示范市（区）”，将有力助推菏泽市信用
体系建设，促进辖区贸易便利化和外贸高质量发展。
  2 0 2 1 年，菏泽海关以打造“ AEO 示范市
（区）”为契机，扎实推进企业信用培育工作。开展
“量体裁衣”式信用孵化和“一对一”精准培育，举
办专题宣讲会10余次，覆盖300 余家外贸企业；落实
优先办理、信用监管等便利措施，发挥海关企业协调
员作用，解决企业疑难问题40 余个，新增高级认证企
业2家，复核通过高级认证企业3家；制订分工方案，与
商务局搭建联合培育新机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截
至目前，菏泽市共有AEO高级认证企业7家。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丁林举 李瑞丽 报道
  本报郓城讯 “你看下这个生字，偏旁部首是反
犬，是向左勾，不是向右边……”在郓城县陈坡乡吴
堂村黎爱云老人的家里，张登峰侯春霞夫妇耐心地指
导黎爱云的大孙子规范写字。
  春节前夕，张登峰夫妇带着礼物，来到陈坡乡帮
扶对象黎爱云家里，看看老人一家年货准备齐了没
有，孩子的学习有没有落下。黎爱云热情地让进屋，
看到上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正在写字，张登峰夫妇自然
地围坐在孩子身旁，辅导起孩子。
  “这些年小张没少往俺家跑。家里有四口人，我
年纪大了，儿媳妇还有病，俩孙子不到10 岁，真是
不好过。他来了俺家给俺找赚钱门路，还把侯老师带
来，帮助俺孙子学习。”黎爱云感动地说。这些年，
黎爱云一家顺利脱贫，住进了新房子，对下一步的日
子充满了憧憬。
  “眼看过年了，还是有些不放心老人一家。我爱
人是老师，在我帮扶期间，一直给俩孩子辅导功课。
现在我的帮扶任务告一段落了。作为志愿者，我还要
回访原帮扶家庭，看到他们有进步，我这心里才踏
实。”张登峰告诉记者坚持下来的初衷。
  张登峰是郓城县综合执法局督察科科长，主动要
求到最偏远乡村的贫困家庭从事扶贫工作。帮扶工作
结束后，张登峰心中依然牵挂着她们，经常与在张营
街道中心小学工作的爱人侯春霞一起来看望她们。黎
爱云时常对周围邻居说：“俺祖孙三代能过上正常日
子，多亏了小张夫妇，他们就是俺的亲戚，我从心底
里感谢他们。”
  在郓城，像张登峰这样利用志愿者的身份继续保
持与百姓血肉联系的党员还有很多。他们带着感情结
对帮扶，对原帮扶家庭嘘寒问暖，开展各种文明志愿
活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持续送到群众心坎里。

“他们就是亲戚，

帮俺一家过上好日子”

菏泽市获批青岛关区

首批“AEO示范市（区）”

  □记者 蒋 鑫 
  通讯员 房 正 刘永霞 报道
  本报鄄城讯 “住”暖气房、“喝”纯净水、
“吃”椰糠纤维、“睡”高架床……春节前夕，在
鄄城县董口镇福缘农业现代化智能温室大棚
里，一株株草莓苗在纯净水的滴灌下，郁郁葱
葱、娇艳欲滴，在“高架床”上“惬意”地生长着。
  “这里的草莓品种名为‘红颜’，生长
温度要保持在10 到15 摄氏度之间，滴灌用的
水是过滤后的纯净水，栽培用的‘土壤’是
椰糠，施肥用的是从荷兰进口的生物肥，从
源头上杜绝了草莓苗被污染，结出的都是纯
绿色无公害果实。”福缘农业负责人赵秉金
指着高架上的草莓介绍，他们采用了高架栽
培模式，与平地栽培模式相比，具有管理方

便、利于观光、减少病害等优点。据统计，
高架栽培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栽培中定植、抹
芽、打老叶、采收等弯腰工作、费时费工等
突出问题，可使作业负担减轻40%。
  “这座大棚共占地140 余亩，是目前国内
莓果类项目中个体面积最大、种植技术先
进、技术人员完善的超级玻璃智能温室项
目。”走进大棚设备控制室，只见全智能RO
控制系统、紫外线消毒机、净水装置等设备
琳琅满目，处处彰显着“科技范儿”。赵秉
金指着各种设备介绍：“棚内已完全实现了
自动化种植。其功能包含了环境数据采集、
数据展示、自动化温控、水肥一体化、视频
监控、远程控制系统六大板块。管理者无论
在何时何地，只要有一个有网络的手机或者

电脑，就可以操控棚内设备。”
  从小被“富养”的“红颜”草莓，市场价很
高。“我们采用‘ C2M’线上销售模式，每公斤可
卖100 元左右。”赵秉金说，线上销售采用农户
到餐桌的预售模式，客户群主要集中在北京、
上海、苏州、南京、青岛等地。
  董口镇党委书记任师帅介绍，福缘农业项
目总投资1 . 7 亿元，采取“1+X+N”经营模式，即
以智慧产业园区为核心，带动鄄城县多个农业
合作社协同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生产种
植，力争实现周边700 多农户年收入达13 万元
的目标，实现农户增收、社会增效双赢。同时，
科学的现代化农业技术对鄄城、菏泽周边农业
产业升级起到积极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将对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作为首批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县，鄄城县
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
略机遇，积极打造沿黄镇乡村振兴品牌。聚
焦实施加快沿黄镇高质量发展激励政策 34
条，推动滩区发展步入快车道。目前，沿黄
五镇已完成土地流转1 . 2 万亩，大力发展高效
农业。整合建设用地264 . 86 亩，建设返乡创
业园5处，入园项目正在积极运作，对全县的
示范作用、辐射作用正在显现。
  “我们要坚定不移抓衔接、促提升，在推动
乡村振兴上实现新突破。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加强滩区迁建
后续扶持力度，把黄河滩打造成为乡村全面振
兴的示范区、先行区。”鄄城县委书记孙伟说。

超级玻璃智能温室大棚落户鄄城

黄河滩，草莓果甜香四溢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郜玉华 报道
  本报菏泽讯 牡丹雍容典雅、富贵吉祥，寓意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买牡丹、送牡丹渐渐成为人们消
费需求的新时尚。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富贵吉祥、艳
丽多彩的牡丹花成了不少市民家中的“新宠”。
  早在春节前夕，在菏泽花王牡丹产业园催花牡丹
大棚里，一盆盆粉色塑装袋包裹的牡丹花，在三两位
工人的配合下，很快地装进专用包装箱。一旁的“快
递小哥”正埋头清点着配送单。
  “早上7点就开始打包，一直要忙到下午五点左
右，每天至少要发二三百盆牡丹花。”菏泽花王牡丹
产业园负责人赵文双告诉记者，园区共有牡丹大棚
30多个，有催花牡丹近5万盆，五十多个品种。从腊
月初十开始，催花牡丹进入销售旺季，供不应求。
  赵文双说，通过对催花牡丹专用泡沫箱的改进，
园区所销售的催花牡丹能够安全快速地“飞”进各地
消费者的家中，让消费者在春节期间能够欣赏到“国
花”牡丹的芳容。
  今年春节销售旺季，菏泽催花牡丹达到40 多万
盆，较去年增加10 万盆，销售依然火爆。离春节还有
几天，菏泽催花牡丹已销售90%以上，质量好的催花牡
丹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市场价格根据质量标准，中盆
牡丹一般在80— 120 元之间，大盆牡丹在100— 150 元
之间。提前一年上盆的催花牡丹价格在300 元左右。从
销售渠道来看，线上销售达到了70%以上。

菏泽催花牡丹

“飞”向全国各地

  □记者 蒋 鑫
  通讯员 郭恒杰 季行岚 报道
  本报郓城讯 “利用我们自身区位优势，狠抓项目
建设、咬定科技创新、做强主导产业，全力推动挂车产
业发展提速度、上档次、强实力，实现由粗放型、数量
型、分散型向技能型、质量型、集约型的羽化蝶变。”日
前，郓城县杨庄集镇镇长高青说，2021 年，该镇规模以
上特种车辆制造企业发展到30家，年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42 . 7 亿元、利税3 . 7 亿元。
  在“专”字上做文章，提升园区承载能力。通过
加强产业园建设，有力推动了建宇特种车辆、金达挂
车等实力雄厚的企业入园发展，推动挂车集群规模不
断扩大。
  在“精”字上做文章，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坚持
以技术改造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推动挂车产
业逐渐向高端、智能、绿色方向迈进。先后实施重大
技改项目12个，累计完成投入15 . 1 亿元。
  在“特”字上做文章，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实施
科技创新“五个一”工程（帮助企业对接一个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引进和转化一项科研成果，开发一项
新技术或新产品，形成一项专利，培养一支企业自身
的研发团队），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5家企业与
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山东交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
建立了紧密的校企合作技术协作关系，合作研发新产
品110个、转化科技成果205项。
  在“新”字上做文章，深入推进“招才引智”。
紧密结合挂车产业发展实际，引导企业开展“订单
式”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活动，为优秀人才提供绿色
通道。近年来，累计引进“高、精、尖”等高技能人
才178名，为挂车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杨庄集镇崛起

挂车产业集群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刘厚珉 报道
  本报单县讯 连日来，单县杨楼镇苏门
楼村北区“最美志愿者群”启动“爱心接
龙”：李守梅20 元、刘元友100 元、钱超超
20元……有23名志愿者捐款献爱心。该村志
愿服务队队长陈凤芹在群里动员大家：“我
们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我们的微爱将会凝
聚大爱，像阳光一样温暖孩子们。”
  春节前夕，徐寨镇社会志愿者以“一言
一行”改变着乡村大街小巷，同时“扮靓”
志愿服务的美丽形象。“我们干的并不是大事
儿，也都是在得闲的时候干，只要是公益性的
事情，我们就很开心。”志愿者王心雨说，勿以
善小而不为，只要是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
人，无论大与小，他们都乐在其中。
  近年来，单县在广大志愿者中倡导“微公
益”，彰显“大形象”，即“举手之间，善小为之”
的公益理念，引导大家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
事做起，奉献爱心，传承美德，聚沙成丘，滴水
成川，汇聚巨大力量，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
深走实走进群众的心坎。
  目前，单县社会志愿服务组织呈现县乡
村三级联动、多部门参与的立体式组织架构，

专业及社会志愿者达到13 万人，惠及群众百
万人次。自志愿服务资源整合后，专业化、项
目化、阵地化、常态化的社会志愿服务特征趋
于明显，人文精神品牌愈发闪亮。
  单县坚持因势利导，鼓励基层创新志愿
服务模式，结合自身实际灵活开展各类服务
活动。该县还实施围绕1 个品牌开展N 项活
动的“1+N”模式，促进志愿服务项目化运
作提档升级。围绕“健康单县·善行天下”
人文精神品牌，组织开展以“关爱家乡、关
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为主要内
容，涵盖孝老敬亲、绿色环保、文明出行、
扶贫济困、医疗保健、法律援助等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众人拾柴火焰高，“微公益”在
单县已经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单县志愿者联合会启动“ 611 希望工
程”，即6名志愿者组成一个小组，1人1天
拿出1元钱，1个月积蓄180 元钱，凑在一起
资助贫困学生，可满足1 名学生1 个月的生
活所需。目前，“611 希望工程”已资助200
多名贫困学生继续学业。
  单县环保志愿者开展“五进”活动，即
志愿服务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

村、进旅游景区，引导群众增强生态意识，
倡导绿色文明，营造“保护环境，人人有
责”的良好氛围。
  时楼镇曹马集南村民间文艺志愿者单承
恩，以国家级非遗项目落子的说唱艺术形
式，在全县巡回讲述本村革命烈士杨作磊的
故事，令人荡气回肠。单承恩说：“讲好家
乡故事、讲好红色故事，教育引导群众在重
温党史中赓续奋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单县李新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队在孟楼村开展了以“垃圾可变宝
分类更环保”为主题的知识竞赛，凡答对的群
众均有小奖品，村民热情高涨。此外，在单县
北城街道活跃着一支“大妈志愿宣传队”，她
们趁着散步时间宣传冬季取暖安全常识，对
鳏寡孤独居民入户“检查”，消除隐患。“走着
走着、唠着唠着，就把安全法规和安全常识宣
传出去了。”队长白东菊说。
  据悉，单县历届评选、推荐、表彰的
2000 多名模范人物都具备了“微公益”的根
本素养，“微公益”志愿者成为崇文尚德的
践行者和传播者，凝聚成推动新时代社会文
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单县“微公益”释放文明大效应

  □王兆锋
 郜玉华 报道

  春节前夕，菏泽
市牡丹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执法人员在农贸
市场检查食品。该局
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专
项检查行动，对商
超、农贸市场等销售
的各类食品严格检
查，确保广大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营造节日放心消费的
良好氛围。

2022年2月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梁利杰　第96期

热线电话：(0530)5336663 Email：dzrbwzf@qq.com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