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月 3 日，体彩超级大乐透 541 万
元巨奖在枣庄滕州市 10010 投注站诞生。
近日，中奖者杨先生(化姓)近日与其他三
人一起来到省中心兑奖大厅，为大家揭开
了谜团。

据了解，杨先生在滕州做生意，自
己当老板，陪同而来的都是他公司的员
工。从他出示的中奖彩票来看，是一张
11 2 元的“ 8+2 ”复式票，共收获 54 6
万多元！杨先生平静地说，“这个方案
我守了 3 期，平时我最喜欢大乐透玩
法，经常买胆拖或复式票，有时比较看
好的方案不中奖时，会连续再守上几
期，曾有多次因一码之差而与大奖擦肩
而过，这次终于圆了我的大奖梦！”

据悉，这中奖的消息还是杨先生公司的员工首
先发现的。 4 日早上一上班，杨先生听到公司的员
工小李(化姓)突然惊喜地冲自己喊道：“中了！全
中！ 541 万！”原来杨先生买彩票，自己从来不对
号，都是让员工帮忙，这次员工小李从网上核对了
开奖号码，发现杨先生的彩票中了大奖，忍不住叫
了起来。杨先生赶紧又确认了一遍，开奖号码

14 、 15 、 24 、 25 、 26+3 、 7 ，果然都在自己
的方案范畴内！由于连续跟了 3 期，员工都将这方
案记住了，知道中了奖，比老板还兴奋呢！到省中
心兑奖时，杨先生决定带着小李和其他两位员工一
起去，让他们和自己一同感受收获大奖的喜悦。
“我也要买彩票，也要中 500 万！”兑奖过程中，
小李激动地说个不停。 (张洁)

复式守号 3 天等来巨奖

滕州老板携员工领走大乐透 541 万元
11 月 29 日，我省“买竞彩 2 串 1 送 200

台笔记本电脑”活动进行了第三周抽奖，聊城
一彩友独得 3 台笔记本，而这位“神人”就是
接触竞彩仅仅一个多月的“帅小伙”小张(化
姓)。

小张是个篮球迷，自 NBA 新赛季开赛以
来，小张在朋友的带领下逐渐接触竞彩，而带
他走进竞彩世界的这位朋友不是别人，正是一
周前刚刚在竞彩篮彩 2 串 1 游戏中狂揽奖金
93900 元的小宋(化姓)。在小宋这位竞彩高手

的指点下，小张渐渐地喜欢上了竞彩篮球游
戏，几次实战下来，频频中奖的小张更是总结
出自己的一套投注技巧，尤其是 2 串 1 的投注
方式更是让他屡试不爽，每每都能让小张拿着
奖金高兴而归。从此，小张和小宋就开始了
“玩转竞彩”的幸福生活——— 每天下班后先去
打篮球，吃过晚饭后相约去竞彩店买上几场心
仪的比赛，次日中午再去竞彩店兑奖、收获奖
金。对这种生活方式，幽默的小宋打趣地总结
道：“打篮球身体倍棒，玩竞彩奖金倍多！”

足彩胜负彩 101 1 3 期，青岛彩友王先生
(化姓)中得了 1 注一等奖和 11 注二等奖，奖
金总计 1397433 元。在兑奖时，幸运得主毫不
吝啬地向广大彩友透露了自己的决胜秘笈。

当期的竞猜赛事中，切尔西客场负于伯明
翰是最大的冷门，令人非常吃惊的是，王先生
在投注这一场比赛时，果断地选了单选
“ 3 ”。对于这样大胆的选择，王先生有自己

的投注心法：胜极必败，强队多场连胜之后爆
冷的可能性就逐渐增大，近期就要多考虑
“负”，另外强队爆冷了一次，在近期可能还
会连着告负。王先生说：“一次失利往往对球
队士气有很大挫败，因此在三五期之内，可以
考虑再次爆冷的可能。”说起投注前的准备工
作，王先生说：“关键有三个：多看球、多分
析、多掌握球队状态。” (杨晓婧)

冬日，暖阳，一个明净的下午，冯先生
(化姓)照例约着他的三位牌友，来健身公园
打扑克。他们所玩的游戏就是“泰安升
级”，四人共同参与，二人一组，斗智斗
勇，既娱乐身心、又交流感情。这是 11 月
26 日下午，笔者在新泰市全民健身公园看
到的一幕，而在公园的其他地方，许多群众
也是积极地参加体育锻炼，乒乓球、篮球、
象棋、单双杠等，忙得不亦乐乎。

据了解，新泰市全民健身公园的筹建得
到了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鼎力相助，公园
总占地 155 亩、有 1200 米的自行车群众练
习跑道，并建有塑胶网球场、篮球场、羽毛
球场、轮滑训练场、儿童乐园，全民健身器
材等。在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新泰市
体育事业以体操、竞走、跳水为龙头，培养
输送了 7 名世界冠军。

“竞彩”大礼送不停

聊城小伙独揽 3 台笔记本电脑

青岛彩友逆向思维狂夺足彩百万大奖

冬日全民健身

公益体彩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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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

□通讯员 张培国 王玲
记 者 姜言明 报道

本报宁阳讯 “青年创业要
从‘ 1’开始，即必须有强烈的创
业欲望，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12 月 1 日上午 9 时 30 分，鹤山乡
会议室里掌声阵阵，来自全乡各
行各业的 200 余名有志青年济济
一堂，听取泰安凌云集团董事长
郑袭修所作的创业辅导报告。

当天上午，在以“建功·创
业·活力”为主题的该乡“激扬青
春、建功鹤山”首届青年创业论
坛上，来自泰安凌云集团、山东
德联集团等 4 名创业典型先后登

台发言。身边人成功的创业故
事，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位有
志青年。

为了激活青年创业群体，该
乡党委实施了青年创业“千人计
划”，从今年起，用 3 年左右时
间，培养 1000 名创业成功者。为
此，乡里专门成立了“青年创业
致富俱乐部”，通过开展创业信
息提供、咨询服务、各种创业技
能和项目培训等丰富多彩的创业
活动，为青年创业提供全面、快
捷服务。同时，聘请 20 名县内企
业家为该乡“千人计划”的“创
业保姆”。

鹤山乡实施
青年创业“千人计划”

□记 者 杜辉升
通讯员 董 磊

陈德溪 报道
本报莒南讯 莒南县通过推

进乡镇消防站和农村志愿者消防
队伍建设，构筑起了县、乡镇、
村居三级火灾防控体系。目前，
全县所有乡镇都建立起了消防
站。

11 月 23 日，记者在板泉镇
看到，该镇的消防车是由福田农
用车改装而成，可以装载 1 . 7 吨
水。据专职消防员王吉华介绍，
全镇发生火灾的概率是每月一
起，消防车关键时候可以灭火，
闲时还可用于绿化和道路清洗。

莒南县域东西长 56 公里，南
北宽 43 公里，消防车到达最远乡

镇的时间需要 30 多分钟，一旦起
火难以在最佳扑救时间内及时赶
到。今年初，莒南县按照“乡镇
为主、财政补助，分级负担、共
同建设”的原则，在全县各乡镇
统一组建消防站，由县政府统一
组织面向社会招收消防队员 119
人，县乡两级按照 1 ： 1 的比例
共同出资 170 万元，为 14 个乡镇
和开发区分别购置了 14 辆小型水
罐消防车，投资 70 余万元配备了
消防人员个人防护装备及日常训
练装备器材，为各村配备了必要
的消防手抬泵、消防水带、灭火
器等消防装备。各乡镇还投资
150 余万元，按统一标准要求建
设了消防车库、队员宿舍、器材
库及训练场地。

莒南所有乡镇
都建起消防站

□记 者 宋学宝
通讯员 陈树庆

孙建刚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1 月 27 日下

午 3 时，记者在寿光市上口镇上
口三村看到，一辆垃圾清运车来
到村西的垃圾房旁，把垃圾集中
装车运走。“过去这里就是一个
大垃圾堆，全村的垃圾都往这里
倒，夏天蚊蝇满天飞，那味道更
是没法闻！现在好了，垃圾车每
天来集中清理两次，从这里走也
感到呼吸顺畅了。”上口三村村
民张绪三对记者说。

今年以来，寿光市实施城乡
环卫一体化管理，按照“村镇

（街道）定点收集、市集中清运
处理”的模式，各村、社区保洁
员每天将产生的生活垃圾收集至
垃圾容器或收集点，环卫部门将
各村、社区、单位产生的生活垃
圾运至压缩式垃圾中转站，压缩
处理后运至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
化处理。

据寿光市环卫处负责人张首
峰介绍，目前这个市已建成 14 处
压缩式垃圾中转站，购置各种型
号的垃圾运输车 60 余辆， 400 个
村庄建设了标准化垃圾房或购置
了垃圾桶，实现了城乡环卫一体
化管理，占到全部村庄的 45% 以
上。

寿光 400 个村庄
实现环卫托管

□记 者 任松高
通讯员 任现辉

李 元 报道
本报乳山讯 “镇中心幼儿

园的条件非常好，教学娱乐设施
齐全，孩子每天都玩得十分开
心，还懂得了不少知识。” 11 月
15 日早晨 6 点 50 分，乳山市徐家
镇王家庄村的宋文友在村头把孩
子宋子堃送上班车后对记者说。

投资 500 万元建设的徐家镇
中心幼儿园，每个班都配备了电
脑、电视机、 DVD 机、钢琴等
教学设备，还设有科学发现室、
图书阅览室、卫生保健室、教育
资料室等，并选配了 10 名公办幼
儿教师。

乳山市高度重视农村学前教
育。为让农村孩子像城里的孩子
一样受到良好的学前教育，他们

优化农村幼儿园布局，确定了一
镇一园的建园目标，而且全部按
照省级幼儿示范园标准建设。市
政府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对新建
规模为 9 个班的幼儿园奖励 150
万元，6 个班的奖励 120 万元。目
前，徐家、白沙滩等 6 个镇的新建
中心幼儿园已投入使用，其他镇也
正在抓紧建设。全市已有 2800 多
名农村孩子在设施完备、环境幽
雅的标准化幼儿园里健康成长。

针对当前农村幼儿教师队伍
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乳山市采
取从幼师毕业生和超编中小学教
师中统一招考幼儿教师的办法，
从根本上解决了幼儿教师的身份
问题，提升了农村幼儿教师队伍
的整体素质。目前，南黄、午
极、下初等镇已全部实现幼儿教
师公办化。

乳山确定农村
学前教育发展目标

每镇建设一处高标准中心幼儿园

□记 者 马景阳
通讯员 崔立来

王美玲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全区 37 万新

农合参合居民在省级医院就医也
能当场报销了。” 12 月 6 日，临
淄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主
任黄爱芹，向记者展示了刚刚与 4
家省级医院签订的即时报销协议
书，“这个协议标志着临淄区已

经成为山东省最早实现新农合省
级联网报销的区县。”

“异地看病补偿难”是新农
合面临的重要问题。 2009 年，省
卫生厅提出了“省市级新农合医
疗机构住院即时结报”的目标，
作为全省试点的临淄区第一时间
投入专项资金 130 万元，启动了
省内联网、即时结报工作。去
年，该区先后与淄博市中心医

院、市妇幼保健院、市第五人民
医院三家市级医院实现了联网，
今年 10 月，又与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省立医院、千佛山医院、解
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四家省级医
院签署了即时报销协议书。在这
些医院，参合居民只要持新农合
IC 卡，就能实现住院当场报销。
去年 9 月以来，该区已有 3013 人
次在市级以上医院得到了即时补

偿，补偿金 533 . 79 万元。
在逐步扩大定点医院覆盖面

的同时，临淄区全面实现了参合
居民信息管理、就医诊疗、报销
补偿“一卡通”。目前，已发放
新农合 IC 卡 12 万张，达到了每
户一张，全区 230 家定点卫生室
实现了 POS 机与省信息网络的联
网，即使在停电的情况下也能正
常使用。在省、市、区、镇、村

五级医疗机构，用 IC 卡能查询到
每一次治疗用药状况，以及诊断
与用药是否相符、药品购销明细
等所有情况，享受到当场报销的
便捷服务。

目前，临淄区新农合最高补
偿额 15 万元，为全省最高。全区
参合人口 3 7 . 2 6 万人，参合率
100% ，自 2004 年以来，全区参合
居民补偿达 1 . 68 亿元。

临淄实现新农合省级联网
37 万参合居民省内就医可当场报销

□ 本报记者 宋庆祥
本报通讯员 郑兆雷

王会 朱红光

“避免蔬菜生产的大起大
落，政府起着‘稳压器’的作
用。”采访中，多位人士如是
说。

政府如何稳压？茌平县冯屯
镇的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镇里的同志介绍，从 1998 年
起，冯屯镇的大蒜生产推行了
“保护价收购、听涨不听降、随
行就市结算”的订单农业模式。
每年秋季大蒜种植前，由镇政府
组织龙头企业和蒜农代表，通过

市场调研、预测，确定来年蒜薹
最低保护价；次年蒜薹收购时，
企业带着“收购许可证”到地头
设磅，统一收购票据，待蒜薹全
部入库后，根据国内市场平均价
格每斤再上浮 2-5 角钱来结算。
这样，平常年份蒜农每亩蒜薹和
蒜头的总收入接近 3000 元，去年
年头好，蒜薹、蒜头每斤收购价
分别达到 2 . 4 元、 1 . 5 元，亩收入
创下 5500 余元的记录，今年亩收
入更是达到 8000 多元。

得益于这种模式，冯屯大蒜
已连续 15 年种植面积保持在 3 万
亩以上，初步形成了大蒜种植、
蒜薹保鲜、脱水加工完整的产业

链条，长年从事蒜产业的人员超
过 2 万人，开发出蒜粉、蒜片、
蒜油等 10 余种产品，产品销售到
北京、天津等近百个大中城市，
出口到日本、韩国、欧盟等地，
跻身中国蒜业十强乡镇行列。

“冯屯模式既让蔬菜的效益
发挥到最大，又把风险降到最
低。”茌平县农业局局长乌以强
说，蔬菜价格上涨是天气、农
资、运费等综合因素共同影响的
结果，不能让农民种菜像“赌
博”一样，政府应该加以引导，
并发挥好已经进村入户的网络的
作用，让农民有计划地种菜，同
时强化品牌意识，创出更多的

“冯屯大蒜”来。
在茌平县，冯屯模式降低了

菜农的蔬菜生产风险，通过政策
扶持建起的蔬菜基地则使城市蔬
菜供应得到保障。

11 月 24 日，记者在距县城 5
里地的振兴街道宋庄村看到，阳
光下，一座座新式钢架冬暖式大棚
高大气派。“近期气温较高，蔬菜长
势好，看看这里你会感到，供应有
保证，菜价涨不到哪里去。”宋庄村
支书刘建军自信地说。

刘建军告诉记者，村里种菜
13 年了，大棚一年比一年多、档
次一年比一年高。像这种钢架大
棚，全村有 37 个，每个占地 2 亩、

投资 4 万多元，加上旧棚，总棚数
达到 96 个，大棚蔬菜面积超过 150
亩，种有青椒、茄子、西红柿、
西葫芦、芹菜等 20 余种蔬菜，高
峰时每天向县城供应 6 万斤菜。

刘建军介绍，村民种菜积极
性高，多亏政府的好政策。县里
2008 年出台了扶持蔬菜产业发展
的奖补办法：新增钢架大棚，按
后墙长度每米补贴 30 元；新建占
地 1 亩以上的大拱棚，每亩补贴
500 元；新建栽培面积 1000 平方
米以上的立体层架式食用菌棚，
每棚补贴 2000 元；新建普通的金
针菇、平菇、双孢菇棚，每平方
米补贴 1 元。县里的同志介绍，
近几年全县补贴在菜上的资金总
额达 600 多万元。

“县里的菜地还会继续增
加！”县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袁
慎民告诉记者，县里刚刚召开了
冬季瓜菜扩种产销工作会议，将
进一步提高补贴标准、加大技术
服务力度，使全县冬季瓜菜种植
面积达到 14 万亩。

■ 种好“菜园子” 保障“菜篮子”③

政府要当“稳压器”

□王秀丽 张久发 报道
本报无棣讯 12 月 2 日，西

小王乡关庄子村村民关玉波开着
新买的面包车，为客户运送保鲜
冬枣。他喜滋滋地介绍说，这面
包车是团购买的——— 他们村一共
有 16 户参加了这次团购。

关庄子村全村人口 443 人，
有 500 亩冬枣树、规模种植棉花
2800 亩，今年的棉花和冬枣价格
都很好，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1 . 3 万元。
这次团购的牵头人是关正

林。 28 岁的关洪亮是棉花大户，
他将村里不少人要买汽车的消息
告诉了关正林，关正林一下子就
想到了团购。在了解到大家多数
都想买面包车后，他打电话到市
里的面包车销售公司，问明了国
家的汽车下乡补贴政策，并与销
售公司谈妥了每辆让利 1000 元的
意向。这个消息在村里的大喇叭

上播出后，没两个小时就报了 13
户，第二天达到 16 户。 10 月 22
日一大早，关正林带着团购户去
选车。中午， 16 辆五菱之光面包
车浩浩荡荡开了回来，村里欢笑
声、赞叹声、鞭炮声响成一片。

关庄子村农民买的这种面包
车，每辆 3 . 7 万元，享受国家汽
车下乡补贴 3700 元。“通过团购
又给我节省了 1000 元，划算得
很！”刚刚走亲戚回来的村民关

海曦笑着说。
棉花是西小王乡的主导产

业，今年全乡棉花年产量达到
6000 多万斤，人均棉花纯收入
7000 多元。富裕起来的农民为了
生活方便，掀起购车热潮。据统
计，今年全乡办理汽车下乡补贴
手续的机动车辆 553 辆，新增各
类汽车 600 多辆。目前,前坟、西
黄、刘家等村的村民也有团购汽
车的意向。

西小王乡农民团购面包车

□任鸣 左效强 报道
本报沂源讯 “有了便民服

务室和便民联系卡，就等于十几
种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了。”
12 月 1 日，沂源县东里镇大沟
村的张彦福拨打便民服务电话申
请水泥扶持，正在村便民服务室
值班的党员干部张善明立即帮他
联系，所需的 10 袋水泥很快就
送到了工地。而在过去，农民修
路申请水泥扶持，没有十天半个
月办不下手续来。

沟村便民服务室推行的“便
民联系卡”制度，仅是东里镇为
民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东里镇把为民服
务体系建设列入党委书记项目，
围绕加快村级规范化建设，努力
破解为民服务难题，搭建镇综合
为民服务中心、村级为民服务中
心（室）、农村党员服务组三级
为民服务网络平台，全面提升党
组织和党员为民服务水平。该镇
累计投入 350 多万元，在全镇 64
个村全部建成了 90 平方米以上
的综合便民服务室。便民服务室
设施齐全、制度完善，极大地方
便了村民办事。到目前，全镇便
民服务室提供各类办证服务
9400 多人次，为群众提供新农
合医药费报销、养老金领取等代
理服务事项 1652 项，解决群众
生产生活难题 280 个，帮助群众
发展致富项目 245 个。

东里镇村村有

便民服务室

□李娜
翟博文 报道
近年来，在枣

庄市山亭区兴起了
“刺绣热”，留守
妇女把它作为自己
创业的项目，积极
向村里的老艺人学
习技术，几个人组
团加工制作虎头
鞋、虎头枕、绣花
肚兜、绣花鞋等生
活用品，拿到城里
去卖。这种具有实
用性和观赏性的民
俗工艺品成为城里
人的“新宠”，同
时也给留守妇女们
带来可观的收入。

留守妇女

“刺绣”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