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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5日，微山县微山岛
乡墓前村的乡村医生张波应邀参
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寻找最美
乡村医生”大型公益活动颁奖仪
式，被授予全国“特别关注乡村医
生”称号，是山东省惟一的入选者，
张波于是成了全国知名的“乡医”。
他也被评为“微山好人”。可是很多
人并不知道他还是一名“被”民选
的村主任。

“让他去为全村人办好事”

“为什么选他？因为大家都
知道他多年一心为别人，选他，
是让他去为全村人办好事，不仅
是当‘仁医’。” 74 岁的微山岛
乡墓前村朱广振老人说起前年投
票选张波为村主任的情景。

“他真的是因为担心抽不出
时间，怕耽误村里的大事才不想
去竞选村主任。”张波的妻子王
翠萍有点腼腆地对笔者说，“就
说今天吧，早上 4 点多就有人上
门来看病了，一上午没离窝，到
现在已经诊治了 86 个人了。”

张波回忆起 2011 年 4 月 14
日当选村主任的过程，“俺本家
户族总共 84 张选票，都投给前任
村主任了，感觉他老人家干得还
不错，我自己要给村民看病，没
有时间去操整个村庄的心，可
是，我还是得了最高票，其中一
票是老村主任投的，后来，他给
我说，他老了，他支持我当选，
让我把热心也得用到村里大事
上。”

自己出钱为村里打井

当上村主任的张波，当天晚
上就睡不安稳了，一个长期在他
心里纠结的问题让他从村主任的
位置去考虑了，那就是全村 416
户的吃水难题。

多年来，墓前村由于地质原
因，多年打不到水井，都是花钱
买李庄村的水吃。张波考虑了一
段时间，征求村“两委”，乡党委、政
府同意后，决心自己出资打井，让
乡亲们吃上自己村的水。

2012 年 6 月 26 日，张波个人
先行出资 10000 元租赁挖掘机等
打井设备聘人上山挖泉眼，打井工
程正式开工。7 月 21 日，上口直径
25 米，下口直径 13 米，打到 15 米

深的井里终于挖到了泉水，杯口粗
的泉水喷涌而上的时候，现场的村
民一片欢呼声。全程负责代管张波
打井款项支出的村会计姚良科湿
着眼睛说，“打井费用加上用石头
砌井口和铺设管道，总共花了三十
多万，都是张波一人出的。”

为村民垫付医药费 50 多万元

“他当上了村主任后，不光
办了打井这个好事，还有主动垫
资金给我们村的小学建操场，搞绿
化，修路，拉院墙，原来满院子是泥
地。”微山岛乡墓前小学护校工姚
良喜老人主动找到笔者，来说说张
波帮建小学的事情。

“他哪来的钱？为了给村民
们解除病痛，他多年来一直实行

先看病后付费，来这里看病不用
带钱，也不需要任何手续，看完病
临走时记个账就可以了，什么时候
有钱什么时候给，为村民垫付医药
费是常有的事，从医 16 年来，村民
欠他的医药费到今年春节期间已
经达到了 50 多万元，怎么撑下来
的？是靠他自己不得不从农村信用
社贷款 60 万以维持卫生室运转，
全家老少还养鱼和螃蟹，并将绝大
部分收入用于偿还贷款。”知道内
情的乡党委委员时晨当场回答了
笔者的疑问。

春寒料峭，笔者和张波挥手告
别，只见他低头咬了口煎饼，扭头
向着村委会的方向快步走去，村里
还有很多事需要这个“被”民选的
村主任去办。 本报通讯员 褚新

2 月 25 日，郯城县马头镇
驻地仿古一条街上人流攒动，
由该县盛桂荣、李志文、李志
武、王振祥等 8 名农民工自行
组织发起的“春季用工见面
会”在这里举行，来自周边乡
村的七八百名打工者与 10 多个
农场场长和 30 余名种养大户等
雇主见了面，通过洽谈达成了
就业意向。

“春季用工见面会”发起

人之一盛桂荣介绍说，来这里
找活的农民大多岁数偏大，工
厂的技术活儿干不了，但农
场、养殖场、种植合作社里的
活他们却是行家里手。前来找
活干的农民李在福感触地说，
像他们这些四五十岁的人，节
后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出门找
份活儿干补贴家用。盛桂荣他
们给介绍的几份农活都挺适
合，大伙都觉得这个“见面

会”很靠谱！前来招工的农场
场长赵文争说：“这个‘会’我们
都喜欢开，既解决了我们春耕春
播用工的燃眉之急，又为民工在
家门口打工行了方便。”

据悉，“见面会”将持续
到三月中旬，麦收期间，他们
还 将 举 办 “ 三 夏 用 工 见 面
会”，帮助大龄农民工家门口
找工作。

房德华 车少远 摄影报道

张波：微山岛上的“仁医”村官

农民工自办“用工见面会”

▲小小“用工见面”会吸引来
了七八百名打工者。

一个招聘者开车来到现场，还
没来得及下车，就被求职者围住了。

本报临朐讯 （通讯员姚
新 刘明志 )过去的 2 0 1 2 年对
于临朐县冶源镇傅家李召社区
村民傅廷江来说，是一个丰收
年：除去供应小儿子的大学学
费、生活费和全家人的开销之
外，家里支出少了 1700 元，结
余多了 2600 元。“这都是托了
俺村农事托管的福。”这位 5 7
岁的老汉对笔者说，“俺家种
着 5 亩西瓜，大儿子去年外出
打工，小儿子上大学，俺年岁
大了也干不动了，都托管给了
合作社，俺当了甩手掌柜，收

益反而更好了。”
近年来，临朐随着农村青

壮年大量进城务工，农村的农
事、农民的生活问题，都成了
临朐党政机关操心的热点。为
帮助百姓干实事解难题，临朐
冶源镇率先实行了合作社托管
服务、民事代办制度，通过开
展农事托管、民事代办，让百
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与方
便。通过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
开展托管服务，引导农户把土
地 的 “ 管 理 权 ” 委 托 给 合 作
社，对各家农田统一耕种、播

种、灌溉、收获等，合作社当
“保姆”，化零为整，改变了一
家一户分散经营局面，加快了农
村标准化种植步伐。冶源镇共有
126 家合作社、 1000 农户参与
到农事托管中，农户收益增加
10% 。同时，该镇组织各村村干
部、老党员牵头组成各村的红白
理事会，为群众婚丧嫁娶等提供
免费托管服务，解决一家一户办
不了、办不好的问题。以行政片
为单位，划分服务网格，推行民
事代办服务。每个网格设立民事
代办服务点，配置专职民事代办

员，专门帮农民办实事，小到帮
忙购买化肥农药，大到联系入托
入学，一应俱全。杨善集村村民
张孝伟老人为小孙子改名的事情
忙前忙后跑了两周没办成的事，
找了该村的民事代办员赵宏廷
后，仅用两天就拿到了改好的户
口本。目前该镇已拥有民事代办
服务点 6 个、服务站 1 个，共为
群众代办事项 600 余件。“两托
管、一代办”的新模式拆掉了干
群间的篱笆墙，深受群众欢迎。
今年，临朐将在全县推广“两托
一代”为民服务模式。

农事托管增效益 民事代办暖民心

新型农村托管代办机构受热捧

本报章丘讯 (记者石鹏志
通讯员袁致甲 赵锡娟)据了解，章
丘市从2004年开始全面铺开新农
合，农民参合率、受益率大幅提高，
筹资标准从20元提高到2013年的350

元，年报销额从 1 3 0 5万元提高到
2012年的2 . 38亿元。

目前，章丘新农合报销已由年
度内累计补偿封顶线10万元提高到
了 12 万元，达到全市农民人均纯收
入的 10 倍以上。2011 年，章丘率先
在济南市开展了农村儿童先天性心
脏病、急性白血病和单纯性唇裂重
大疾病的医疗保障试点工作，新农
合报销70%，民政救助20%。去年，已
有40人次享受到这一好政策。在前
不久刚刚结束的章丘“两会”上，该
市又把新农合筹资标准提高到每人
350元，并按参合人员每人每年15元
的标准集中购买大病保险。

章丘：

新农合筹资标准
提高到每人350元

本报汶上讯 (通讯员张伟光
刘长春)“过去靠出力打工，受

苦受累不说，一年剩不了几个钱，
现在凭技术，轻松就能赚大钱！”
汶上县苑庄镇前小秦村村民王恩苓
高兴地说。他去年 8 月份参加了县
里组织的农民工技能培训，领取了
焊工职业资格证书，在镇上开了家
电气焊门市部，每月纯收入达
4000 多元。

近年来，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
高，农民在土地耕作的时间越来越
少。为解决农民就业增收的问题，汶
上县实施了“阳光工程”、“技能培训
工程”和“创业带就业培训工程”，让
摸惯了锄头、镰刀的农民走进课堂
学本领增才干，既为当地企业提供
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也让这些职
业农民鼓起了自己的“钱袋子”。

为满足农民培训需求，汶上县
在技工学校、农广校、就业办建立了
4处培训基地，开设了电焊、计算机、
汽车修理、家电修理等20多个专业。
今年，在 14 个乡镇举办了农民工技
能培训班，开通了农民就业直通车，
以人力市场需求为导向，在巩固家
政、餐饮、缝纫等传统项目培训的基
础上，拓展了电子、化工、冶金、新医
药等专业技术培训，培训考核合格
后，为农民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去年
以来，汶上县共培训农民 1 . 7 万人
次，近万名农民靠技术在家门口实
现了创业。

汶上：

手艺人家门口
赚“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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