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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着郭家安远去的背
影，张兆民都依依不舍。他常常
说：“不应该让人家郭局长来看
我们，我们应该常去看看他老
人家。”

四年来，莱芜市市长助理、
市信访局局长郭家安经常来这
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看看张兆
民的孩子，看看这个经历过不
幸的家庭的生活。临走时他总
留下点钱。

悲剧发生已近四年，莱城
区高庄街道办事处黑峪村村民
张兆民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忍不
住痛哭失声。2004 年 12 月 14
日中午，张兆民与妻子、岳母带
着 9 个月大的孩子在一家包子
铺吃饭，隔壁火烧铺油炉突然

发生爆炸，火势轰然而起。黑暗
中，他听见妻子恐惧地哭喊：
“孩子，我的孩子！”大火中，他
们用手摸索着找到孩子，抱起
来跑到屋外，一家四口成了火
人。

眼看着被烧伤烫伤的亲
人，张兆民走投无路。郭家安帮
他跑民政、跑法院，费尽心力筹
措孩子手术所需款项。每次接
到沉甸甸的救命钱，张兆民就
泪如雨下：“是共产党给了俺全
家第二次生命！感谢郭局长和
社会上的好心人！俺一辈子也
忘不了郭局长操的心……”

2003 年 3 月份，下岗职工
刘志胜创业搞运输，司机都找
好了，20 辆大卡车却迟迟挂不

上牌。
2003 年 6 月的一天下午，

刘志胜写好上访信来到市政
府，在机关大楼外边，正巧碰到
素不相识的郭家安。看了上访
信，郭家安说：“谁也别找了，这
事我给你协调办！”几天后，刘
志胜接到通知，车管所专门给
他的车办理了落户手续。

像这样大大小小的事情，
郭家安揽到自己怀里的太多
了。

自 2001 年郭家安从乡镇
党委书记调任市信访局局长，
7 年来，他亲自阅复来信 1000
多件，接待上访群众 6500 多
人，亲自查办督办重要信访案
件 150 余件。郭家安说：“有些

事情办起来确实不容易，但只
要带着责任和感情去工作，真
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
题、搞服务，上访群众就会说
‘共产党好，人民政府亲’。”

解决民生困难，他不辞劳
苦；破解信访难题，他大胆创
新。“带着责任和感情去干，找
对规律去干”，在郭家安的带领
下，莱芜市的信访工作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

在具体工作中，郭家安善
于把握规律。他说，群众来上
访，首先说明信任政府；尤其是
初访，初访往往是解决问题的
最佳时机。他说，面对上访群
众，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在信访机制建设中，郭家

安大胆摸索，变信访工作“就事
论事”为“事前预防，事中化
解”、“多方协调，部门互动”。如
今，莱芜市建立了市、区、镇三
级领导定期接访、“人员、地点、
分工、时间、程序”五公开制度，
实现了民声渠道畅通。信访部
门由“接待上访”变为“主动下
访”，把握了信访工作主动权。
村里有信调员、乡镇有社会矛
盾调节中心、市区有信访联席
会议制度，市区镇村四级网络
让民生问题社会难题化于无
形。

在钢城区黄庄镇西冶村，
郭家安历时三月，查清了该村
积攒多年的财务问题，现场解
答群众提问 2 个多小时、118

个问题，他的解答被群众的热
烈掌声多次打断。有人说：“这
个掌声是给郭局长的，也是给
市委、市政府的。”

采访中，郭家安的同事说起
一个小故事。有一次，郭家安街
头打车，一上去，司机就亲切地
说：“哎呀，今天拉上大官了。”
“你怎么认识我呢？”郭家

安问。
“你忘了？当年我们出租车

司机的事情就是你给解决的
啊。”

又是一个“陌生”的熟人！
走在莱芜市街道上，郭家

安常常被老百姓拉住，说上一
阵子热心话。

本报记者 段新勇

本报高密讯 (通讯员隋恩森)高密市夏
庄镇沙窝村“农家书屋”一开张，就吸引了全
村男女老少的目光，村民高兴地说：“农家书
屋就是好，俺想看什么有什么，计划生育的，
生产技术的，生活知识的，这里真是俺老百姓
的乐园。”

今年以来，高密市制定了“农家书屋”建设
总体规划，采取“以村为主、市镇两级按比例补
贴”和“购买与捐赠书籍相结合”的做法，在全
市深入开展文化书屋建设活动。目前，全市
60% 以上的村建起“农家书屋”。农闲时节和中
午、晚上的时间，青年男女来到“农家书屋”，翻
书籍、看报刊，找信息、学技术，其乐融融。

遍布各地的“农家书屋”，进一步丰富活
跃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转变了群众的婚育观
念，促进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苑庄镇农民全部吃上自来水
本报汶上讯 (通讯员张祥寅 何西荣

李德显)汶上县苑庄镇连续两年将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作为政府为民重点办好的实事之
一，累计投资近百万元，今年 11 月份，该
镇最后 4 个村也全部喝上安全卫生方便的自
来水。至此，全镇 32 个行政村 5 . 6 万农民
告别了吃水难问题，全部吃上洁净、放心的
自来水。

本报邹平讯 (通讯员袁伟)今年以
来，邹平县黛溪办针对自身三产服务业发
达、务工人群多、协会组织健全及煤化工
产业、纺织业等支柱产业用工需求量大的
特点，积极联系企业以及周边村庄有务工
趋向的农户，为他们当起了“红娘”，全
办 7 家实行“农企对接”的企业共通过农
企对接项目签订用工合同 300 多份，使企
业周边村庄剩余劳动力转移率达到了
100% ，实现了企业与农户的双赢。

“原先想回来后可能得闲一冬了，没
想到不几天就找到了这份工作，一个月能
拿一千二三百块钱。”原本在广东一家企
业打工的惠民县孙武镇华泰纺织有限公
司赵科玲(右一)高兴地说。

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贸企业开
始进入“寒冬”，外出打工人员纷纷回
流。惠民县利用当地纺纱、织布、印
染、成衣一条龙生产经营模式用工比较
多的优势，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
妥善安排外出务工群众转移就业。截至
目前，该县已有 750 余名外出务工人员
返乡再就业。

(晋登岗 李宗强 摄)

“ 准 妈 妈 ”定 期 充 电

本报邹平讯 (通讯员刘叶
李远征 张宗帅)为让“准妈妈”
接受最新的孕前指导，邹平县青阳
镇计生服务站开办了孕妇学校，定
期举办各种孕期保健、婴儿健康等
方面的专题知识讲座，并开通了热
线电话，随时为“准妈妈”们提供
咨询服务，受到了广大育龄妇女的
好评。

千元“大钞”骗老人
本报惠民讯 (通讯员李凤芹)

惠民县石庙镇赵庙村的赵役歧老人
家中近日来了三个西装革履的人。
他们自称是民政部门下来扶贫的，

而赵役歧夫妻也在照顾之列，可享
受每月 200 元的民政补贴，从这个
月就开始。他们拿出一张面值
1000 元的大票，要老人找开。因
老两口都是 70 多岁的老人，不常
出门，便信以为真，就拿出了平时
积攒的 800 元找给三人。那伙人说
了声以后每月都给 200 元钱之后，
便扬长而去。

推进沼气联户供气

本报莒南讯 (通讯员张守明)
莒南县朱芦镇横沟村着眼生态文明
村镇建设，努力推进沼气联户供气
建设，其中马亮德依靠镇信用社贷
款扶持，投入资金 50 万元，发展
生猪养殖 80 头，建沼气池 21 个，

联户供气 36 家，带动全村发展沼
气池 68 个，建大池 3 家、连环池
2 家，全村沼气用户达到 120 家。

联 系 卡 拉 近 警 民 情

本报滕州市 (通讯员广印
中贤)为拉近警民关系，进一步加
强社区警务工作，滕州市公安局龙
泉派出所为社区民警印制了警民联
系卡，上面印有民警的照片、姓名
和手机号，下社区时发放给辖区居
民，大大方便了群众求助。

提 高 统 计 工 作 水 平

本报滨州讯 (通讯员樊德
强 )滨城区工商分局采取得力措
施，强化统计工作。该分局给各

单位配齐配全了素质高的统计人
员，制定完善了《统计工作规范
化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
度，投资近 10 万元为专兼职统计
人员统一配备了微机等设备，进
一步夯实了统计工作基础，提高
了统计工作规范化水平。

冬防工作见成效

本报滕州讯 (通讯员裴忠敏
张建朋)枣庄市冬防工作会议召

开以后，滕州市公安局荆河派出所
高度重视，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仅一周时间就抓获各类违法
嫌疑人 25 名，其中刑拘 12 人，有
力地震慑了犯罪，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应。

带 着 责 任 和 感 情 去 工 作
—记 莱 芜 市 信 访 局 局 长 郭 家 安

高密 6 成农村建起农家书屋 农企对接帮农民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