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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东明讯 （通讯员
刘汉功 程欢欢）近日，东明县公
安局沙窝户籍室在实地走访中发
现，辖区某村的周某一直没有户
口，户籍民警郭宁茹积极协调，为
周某解决了户口问题。

沙窝户籍室在走访到沙窝镇某
村时，遇到一个中年妇女跑在路
上，时而笑，时而怒，情绪不定。
民警郭宁茹询问同村村民，得知该
妇女名叫周某，于十几年前流浪至
此，精神疑似不正常，被该村村民
周某刚收留，后与周某刚结婚、生
活至今。不幸的是，周某刚去年因
病去世，剩下她与一儿一女相依为
命。周某没有固定收入，一家人生
活困难，加上周某疯疯癫癫，精神
不正常，其户口问题一直没解决。
没有户口，周某一家人也就无法享
受国家的各项福利政策。

在了解到详细情况后，户籍民
警立刻折回户籍室，商讨解决周
某户口问题的办法。由于周某是
十多年前流浪至此的，民警无法
落实其详细信息，加上周某精神
不正常，也无法提供办理落户的
任何手续，民警只能从走访调查
入手，尽最大可能获取关于周某的
信息。

经过多次走访周某邻居、村干
部，并利用现代科技技术对周某的
信息进行核实后，民警将所获取的
资料进行汇总，在调查、比对、证
明等材料充分详实的基础上，郭宁
茹为周某申报了户口。

由于周某情况特殊，自己找不
到去派出所的路，郭宁茹便利用休
息时间，带着相机来到该村，现场
为周某采集照片。虽然平时的周某
对周围人又打又骂，情绪不稳定，
但当民警一遍又一遍耐心劝说，并
善意地示意帮她拍照时，她表现得
十分乖巧。郭宁茹帮她整理好头
发，周某乖乖地站在相机前完成了
拍照。

目前，周某的补录手续正在办
理中，民警郭宁茹表示，在办好后
会在第一时间将户口本和身份证送
到周某家中，以便周某能及时享受
到国家的各项福利政策。

农村大众报平度讯 （通讯员
宗绪昌）12月31日晚，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启航2020跨年盛典上介绍的
军人家庭中，有一个家庭是来自平
度的董成森之家。这个“军人世家”
中的10位军人登上舞台，接受主持
人董卿采访，并与著名歌唱家霍勇
一起演唱《铁血忠诚》。

董成森，1927年出生在平度市

南村镇前双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
庭。 6岁时母亲和弟弟被土匪掳
走，父亲被打成重伤，董成森小小
年纪便挑起了家庭重担。11岁的董
成森给地主家放牛，利用放牛的机
会给八路军传递情报，当起了交通
员。15岁那年，他申请加入了八路
军，正式成为一名抗日战士。董成
森跟随部队，参加过多场重大战

役，多次立功受奖。新中国成立
后，董成森被送到徐州干部培训班
学习。毕业后，部队转空军编制，
他担负起修建机场的任务。1954

年，在部队领导的见证下，董成森
和高秀珍在部队里成了亲。婚后，
夫妻俩养育了7个孩子，受董成森
影响，一家4代共出了15位军人。

1960年冬，董成森支持国家政

策，放弃了大城市生活和干部身份，
带着妻儿回到了家乡。回村不久，董
成森被推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
带领村党支部一班人打机井、修水
利，积极鼓励群众开展养殖，种花
生、圆葱、西瓜，壮大了集体经
济，前双丘村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就这样，董成森在村支书
的岗位上，一干就是30年。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阅兵，89岁的董成森和25岁
的曾外孙宋杰共同出现在了阅兵仪
式的现场。2018年1月，董成森又受邀
参加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人》节
目，一家四代13位军人在《欢乐中国
人》的舞台上讲述自己家庭的中国
故事，并重温入伍誓言。

一家四代共出了15位军人

平度“军人世家”登上央视跨年盛典

主要由农村妇女组成的沂南
县沂蒙兵妈妈拥军协会，元旦期
间走进驻地武警军营，送去了节
日慰问品，和官兵一起包了水
饺，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
目。军营内暖意融融，洋溢着一
片浓浓的拥军情。

（郑树平 摄）

“兵妈妈”

慰问子弟兵

户籍警为

流浪女补录户口

“今年我的有机蔬菜已经卖了
3茬，每亩平均收入1万多元。”近
日，肥城市边院镇济河堂村正在地
头收西兰花菜农宫文革高兴地说。

济河堂村是肥城市有机蔬菜的
重要发源地。济河堂村土肥水丰，
环境清洁，境内无工业污染源，发
展有机蔬菜有 着 得 天 独 厚 的 条
件。1994年，在原“无公害”种
植的基础上，济河堂村积极探索
“有机蔬菜栽培”种植方式，从
此彻底脱胎换骨。2008年8月，济
河堂村成立了肥城市济河堂有机
蔬菜专业合作社，并注册了“济
河堂牌”有机蔬菜商标。目前，
济河堂有机蔬菜专业合作社有社
员 3 2 8户，有机蔬菜面积发展到
1400多亩，年销售总收入达到1300

万元，人均收入1 . 2万元，集体服
务性收入30万元。

20多年来，肥城市济河堂村与
山农大、泰安农科院、寿光蔬菜研
究所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先后引进
荷兰豆、日本大叶菠菜、绿菜花等

名、优、特、稀品种20余种，取得
了良好效果。目前，济河堂村有机
蔬菜面积达到1700多亩，成了生态
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确立的有机农
业发展典型村、国家级出口农产品
标准化示范区、国家级一村一品示
范村，被誉为“中国有机蔬菜第一
村”。

“西兰花周边地里的玻璃瓶、
黏虫板，都是为保护蔬菜而设。”
在肥城市济河堂蔬菜种植基地，泰
山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俊洲说，公司所有的蔬菜都是自己
种植，然后加工成冻菜出口至日
本、欧盟等国际市场。为了保证蔬
菜质量，所有菜籽下种时会按照标
准尺寸间隔栽种，种植过程中使用
物理防虫方式，确保蔬菜质量安
全。

有机蔬菜出口一直是肥城市的
出口特色产品，对农产品质量要求
高。泰山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从成
立之初就坚持“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运作模式，每茬蔬菜上市

前，企业都会到菜地进行抽样检
测，实行可追溯机制。企业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的生产要求，带领着
广大农民深耕国际市场。

经过多年发展，济河堂有机蔬
菜种植模式已经成熟，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通过在全市推广，带动了
汶阳镇、安庄镇、孙伯镇和王瓜
店街道有机蔬菜产业蓬勃发展。
目前，肥城已建成有机蔬菜监管
追溯中心，建设了200多个农产品
生产基地、企业追溯点，实现了
对有机农产品基地的全天候、无
缝隙监控；严格农产品产地准
出、市场准入和质量追溯制度，
从农业投入品施用到产品收获等
环节，都建起了规范完整的档
案 。 先 后 通 过 欧 盟 B C S 、日 本
JONA、国家OFDC等机构认证的
有机农产品面积达5 . 2万亩，种植
绿菜花、菠菜、芦笋等30多个品
种。目前，肥城有机蔬菜近九成用
于外销出口，产品主要出口欧盟、
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年实现

有机食品加工企业出口创汇3000多
万美元。

与此同时，近年来，当地建设
了集生产、加工、科研、展销、旅
游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区，
现已建成现代农业展览园、产销服
务园、休闲旅游园等七个园区，形
成了“一区七园”的格局；还累计
培训有机农业种植核心示范户3000

多户，辐射带动4万多户，提高了
农户的质量安全意识和标准化生产
水平。肥城已经成为全国有机蔬菜
的重要基地，被誉为“中国有机蔬
菜第一市”。

“为扩大有机蔬菜的规模效
益，从2018年开始，我们新发展
了绿芦笋150亩。从2019年的采笋
情况看，亩均收入可以达到万元
以上，增加了村民和村集体收
入。”济河堂村党支部书记王立
军说。这次栽植的有机芦笋是从
合作公司引进的新品种，适应当
地气候条件，而且产量提高了一
个档次。

“鲁中菜园”肥城：近九成有机蔬菜出口外销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宋杰

农村大众报邹城讯 （通讯员
孔翠玲 李凡红）“让一让，让一
让，后面车上有伤员！”2019年12

月27日，在邹城市街道上出现了这
样一幕，一辆警车风驰电掣，一位

民警不断喊话示意车辆注意避让。
当日15时30分许，邹城市交警

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求助，对方称自
己的工友在操作切割机切割物品的
过程中不慎将左手的大拇指割断，

伤势非常严重，而道路车流量较
大，行驶缓慢，急需警方护送到济
宁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区进行救治。
接到求助后，指挥中心迅速调度距
离最近的二中队民警在欧陆商城北

侧准备开道护送。
早到一分钟，接指手术的成功

率就越大。当从后视镜看到求助人
的车辆从高架桥上自东往西驶来
时，二中队民警迅速拉响警笛，并不

断用喊话器示意前方车辆让行，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在前面引导，一
路疾驶将车辆安全护送到医院，原
本需要50多分钟的路程，仅用了20

分钟，为抢救伤者赢得了宝贵时间。
据悉，断指伤员是一名木工，

当日正在城前镇干活，因操作不当
被切割机切断手指，目前已经得到
及时救治，正在住院治疗。

急！交警为断指民工开启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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