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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郑颖雪
本报记者 戴玉亮

11月13日，记者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尚家
庄村看到，整齐的楼房连成片，商业街上店
铺林立，村旁的工厂在紧张地生产。

在村两委办公室，村民们正排队交取暖
费。“我住的是社区的老年房，冬天可以选
择集中供暖，也可以自己烧炉子。”60岁的
村民刘树堂说。

尚家庄的老年公寓区，两层小楼整齐排
列。走入其中一户，79岁的燕秀房正在洗
菜。“新房子住起来很方便，孩子也都非常
孝顺，我很知足。”习惯了自己烧炉子的燕
秀房没有用集中供暖，她指着院中的几袋煤
说：“天冷了，孩子们早就给我送来了煤，
天冷了我就生炉子。”

尚家庄村，面积4 . 9平方公里，共有850

户，3350口人。村党支部书记徐兰青说：
“2009年9月，我们村启动社区建设。2011年6
月，怡尚苑社区26栋公寓楼顺利竣工并入
住，村民的生活上了一个新台阶。”

社区建之前，有的村民担心楼房太高，
老年人上不去。还有村民担心楼房无法烧
柴，农具无处存放，原有的生活习惯得改
变。为解除村民的顾虑，该村建了128户老年
公寓，满足老年人需求。社区内每户都配备
车库，在农田旁边建小屋存放农具，大型农
具则由村里统一规划场地存放。

社区建设中，为增加工作透明度，村民
的旧房拆迁补偿严格按规定审核后公示。所
有工程，都在群众代表监督下公开招投标。
为保障工程质量，钢材等重要建材必须使用
群众认定的莱钢、济钢等品牌产品，地面砖
等直接到厂家定购。“村里还挑选威信高、
办事公正的村民代表与村两委干部一起组建

了监理队，24小时轮流靠在工地上，强制返
工100多次，退换了100多万元的不合格建
材。”徐兰青说。

40岁的李瑞华在寿光市区有一套房子，
社区建成后她回到了尚家庄，“我们要了两
套房，一套自住，另一套出租给附近工厂的
员工。现在村里条件好了，生活跟城里一
样。冬天供暖价格比城里还便宜。”

利用旧村改造后节余复垦的396亩土地，
尚家庄规划建设了蔬菜种植基地，严格实行
标准化生产。仅此一项，村集体年增收30万
元。该基地实行统一技术培训、统一种植管
理、统一施肥用药、统一包装销售的“四统
一”管理模式，对周边村庄的菜农形成了明
显的带动效应。

与此同时，巨能特钢、光耀玻璃等企业
使用该村土地建厂，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
入，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村里约有500

人在工厂上班，平均每人年收入3万多元。
徐兰青说：“村里严格财经纪律，账目

清晰，每月的15日进行公开。集体收入的每
一分钱，都要管好用好。”

集体经济壮大后，村里把钱都用在了为
民办实事上。

据了解，今年该村已经完成硬化道路
1500多米，安装路灯50盏，新植树木1000棵，
新上变压器1台，购垃圾桶30个，建铁艺墙800
米，并完成污水管道对接。村里还免费向村
民发放碘盐，农业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生活用水、水电设施配套及维修等费用
基本全部由村集体支付。

另外，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尚家庄投
资10万元添置设备，充实了棋牌室、文艺排
练室、图书阅览室。村民自发成立“庄户剧
团”，经常自编自演节目。

尚家庄：建好新社区，用好每分钱

□ 见 习 记 者 郭继伟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云龙

11月13日下午，记者来到稻田镇东稻田小
学时，孙爱霞正在给一年级的学生上课。教室
里传来孙爱霞和孩子们朗读课文的声音：“晚
上，爸爸在看报，妈妈在看电视，我给他们送
上水果，爸爸妈妈笑了，我也笑了。”

爱笑，是孙爱霞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然而
爱笑的孙爱霞，却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常人难
以接受的痛苦。

“女儿还没出生时，我给她起的名字是睿
扬，希望她能像快乐的小鸟一样自由翱翔。孩
子出生后，医生说她活不过3天。所以我丈夫给
女儿起名晶晶，他说，名字有这么多日，如果
孩子能挺过3天，以后就能平平安安。”孙爱霞
的女儿出生时因缺氧导致重症脑瘫，一直卧病
在床，现在已经10岁了。

2007年，晶晶癫痫发作，把自己的嘴唇咬
烂了，连续发了40多天高烧。“那时候也想
过，干脆不救了，让她自己走了算了。但作为
一个母亲，只要孩子有一口气，我就不舍得放
弃。后来，孩子的嘴唇开始结痂，也不连续发
烧了，自己又活过来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
有过放弃她的想法。”孙爱霞说。

10年以来，在给晶晶寻医问药的过程中，
孙爱霞结识了很多脑瘫患者，并与他们及家属
成为朋友。孙爱霞创建的“睿扬爱心家园”脑瘫
患者交流群，让更多有相同遭遇的人彼此宽慰，
相互扶持。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曾经因为疾病
从潍坊科技学院退学的小璐，现在已经成为寿
光福利厂的一名工人。

去年，孙爱霞被评为“感动寿光十大人
物”；今年，她又当选为“寿光好人”。

“作为母亲，我为孩子做这些都不算什
么。”孙爱霞说，“开始觉得熬不过去了，现
在感觉什么都能一笑而过，坦然面对了。孩子
不知道哪一天就走了，我能为她做多少就做多
少吧！”

1997年，孙爱霞从山东益都师范音乐系毕
业，到稻田赵庙小学当音乐老师，负责全校5个
年级的音乐课。后来她调到东稻田小学任教，
教语文和音乐。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孙爱霞做到了。
“班里有些孩子家里经济条件差，还有些

孩子的家长常年在外打工。他们的学习成绩往
往不好，是最需要老师特别照顾的。鹏鹏的母
亲前段时间回了东北，父亲一个人带着他。但
他父亲还要上班，经常顾不上他。有时间我就
带他去我家吃午饭，顺便给他补补作业，现在
鹏鹏学习比以前认真多了。我们能吃上，能穿
上，带孩子回家就是添双筷子而已。”孙爱霞
说，“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对他们来
说，重要的不是给他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教他
们养成好的习惯，培养他们的自主能力。昨

天，鹏鹏就自己用微波炉热了午饭吃。”
爱孩子的孙爱霞，在业务上还是一个多面

手。
2011年，潍坊举办首届科技节比赛，学校

安排孙爱霞带队参加电子音乐项目的比赛。孙
爱霞虽然是音乐系毕业，对电子音乐却一无所
知。

“当时，一个同事的女儿正在大学读音乐
系，我就请她利用晚上的时间教我学习电子音
乐软件。有些地方理解不了，我就让她先休
息，自己慢慢琢磨着，有时候到凌晨两三点才
睡觉。”孙爱霞回忆，“这样学了半个多月，
我就掌握了这套软件，也教会了我的学生。比
赛中，我们获得了中小学电子音乐最佳技术
奖。我知道，虽然自己水平有限，但只要踏踏
实实，认认真真，就能取得好成绩。在哪一
行，就干哪一行的事儿。”

凭着这样的信念，孙爱霞由原来的音乐改
教语文后，摸索尝试了多个方法以提高学生的
作文水平。

“我自己因为有特殊的生活经历，所以喜
欢写博客、记故事。因此，我就组织学生做游
戏、搞活动，让他们把这个过程和体验写下
来，修改后，我把比较优秀的文章打印出来，
张贴在教室里。时间长了，孩子们对自己的写
作能力越来越有信心和自豪感，喜欢写作文的
孩子越来越多了。”孙爱霞说。

据了解，在“潍坊画报杯征文比赛”、
“寿光新华书店杯”等比赛中，孙爱霞指导的
学生作文屡屡获奖。

→孙爱霞在照顾脑瘫女儿。

“只要孩子有一口气，就不放弃”
——— 记“寿光好人”孙爱霞

□ 见习记者 郭继伟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我有两个爱好，一是书法，一是写文章。”张嘉庆说。
2005年，张嘉庆担任寿光书法家协会主席。书协每年举办2至3次

展览，书协会员从原来的4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370人。张嘉庆爱写文
章，能填词作曲，主编过《绿色之光》，与人合著了《东方朔传
说》、《东方朔研究初探》等，并发表散文100多篇。

能书善写的张嘉庆，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寿光蔬菜盛会的
策划人之一。

1999年10月8日，寿光应邀参加在沈阳举办的国菜节。因寿光蔬
菜展品好，展位装潢好，在国菜节上引起不小的轰动。“我们一起去
参展的那些团队成员感到很荣耀，晚上在宾馆讨论时，我就多说了句
话，沈阳能办国菜节，咱们寿光是著名的蔬菜之乡，为什么不办个蔬
菜节？”就因为这句话，时任寿光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主任、市商业委
员会主任的张嘉庆成了寿光蔬菜节筹委会办公室主任，但压力也随之
而来，“我们没有办会经验，想跟人家学习又要不到资料。”

回到寿光后，张嘉庆着手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并在规定的7天
时间内完成了策划方案。

“关于蔬菜节具体叫什么名堂，我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叫
蔬菜节，有人说叫交易会，我提出，坚决叫蔬菜博览会。我们的主要
目的是宣传寿光有多少好菜、多少品种、多少科技含量，而不是卖菜。最
后拍板，就叫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张嘉庆说。

“蔬菜博览会办就必须办好，办不好不如不办。办就办全国第
一，办不了全国第一就不办。”这是张嘉庆当时在向寿光市委常委会
汇报时许下的诺言。

2000年4月20日，第一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举办。
“当时根本就关不住门，人群把我们的大铁门都挤下来了。后来我们
把会展时间由7天延长至11天，共接纳了33万人，一办就成功了。”
张嘉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骄傲。

本着“干不好不如不干”的原则，张嘉庆带领自己的团队将菜博
会办出了大名堂。

“一是设立13个分展区，展厅里展示的产品在分展区都是大量种
植的，是寿光老百姓种出来的。二是鲜活蔬菜进展厅，让参观者真切
地感受到寿光的菜‘真多真厉害’。”张嘉庆说，如今寿光菜博会由
蔬菜盛会发展为农业盛会、文化盛会和旅游盛会，走出了属于寿光的
菜博会模式。

时光推进，随着人们品评能力的提高和眼光越来越高，如何提高
菜博会的品味成了摆在张嘉庆及其团队面前的一大问题。“通过成立
寿光市蔬菜文化艺术研究会、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等方式，千方百计
办出新特色。换句话说，推陈出新，是唯一的路子。”张嘉庆说。

张嘉庆：蔬菜盛会的策划者

□刘涛 王朋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1月20日，在寿光维稳指挥中

心电脑显示屏前，收集到的各类矛盾信息被分类
汇总，及时分流督办到各责任单位，办结时限、
进度一目了然。

近年来，寿光按照“听民声就是重民生”的
理念，不断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先后建立了市长
公开电话、寿光民声、寿光网络问政平台、网格
化信息员、便民联系卡等多种民声反映渠道和途
径，“信息化”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
显。

“让老百姓有处说话，能说出话，才能有效
减轻维稳压力。维稳指挥中心就像一个‘听诊
器’，及时对各条渠道搜集上来的社情民意和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分析研
判，有效促进问题解决和矛盾化解。”寿光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孙成华说。

据介绍，寿光维稳指挥中心主要有两大功
能。一方面按照“一村一册、一户一档、一事一
表”的标准，建立了覆盖全市975个行政村32万
户105万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民情档案”，
有效掌控全市重点人口基础信息。另一方面及时
收集掌控全市不稳定因素信息，搞好分析研判和
分流督办，强化应急处置指挥调度，把汇集的问
题和不稳定因素“发散”出去，当日交办、每周
调度、按月通报。今年以来，该中心已调处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782起。

寿光维稳

借力信息化

□马玉龙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森林公安执法人

员在弥河水系沿岸巡逻时，发现男子吴某架设捕
鸟网具，猎捕野生鸟类50余只。执法人员当场将
其工具没收，并对吴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
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悉，为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卫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今年10月至12月，寿光在全市范围内
组织开展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专
项执法行动。行动开展以来，寿光针对野生鸟类
栖息繁衍地、迁徙停歇地、迁徙通道、各水系附
近及重点乡镇开展拉网式清查；对野生动物驯养
繁殖场所、酒店、餐馆等可能造成野生动物资源
破坏的地区进行集中清理整顿；重点清剿各类粘
网、转笼、地笼等违法用具，打击利用投毒、网
捕、下套等手段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行为。截至
目前，共出动车辆16次，执法人员57人，检查经
营户10余户，集中销毁捕鸟网具20余张，放飞野
生鸟类70余只，处理教育违法人员5人次，其中
追究刑事责任1人次。

打击乱捕滥猎

野生动物行为

□张炜 刘瑞全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启动了2013年度

“双合同”要约行动，普推用工“双合同制”，
通过促进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全面签订，切实
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和谐平等劳动关系。

该项行动的主要内容是，普遍扩大劳动合
同、集体合同以及工资集体专项协议、劳动安全
卫生专项协议和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专项协议签
订覆盖面。行动重点针对尚未开展平等协商和签
订“双合同三协议”的企业，将最低工资标准作
为职工工资支付标准的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低于
同行业平均水平、增长缓慢的企业，“双合同三
协议”到期需要续签或重新签订的企业，已签订
的“双合同三协议”无正当理由未履行或合同中
对于劳动报酬没有明确规定的企业等5类企业。

“双合同”要约

行动启动

□隋保义 郑仁恩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正式开展公积金代交业务。个体工商户及其从
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
人员等具有寿光常住户口的个人，均可到该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交纳住房公积金，并享受住房
公积金低利率最高额度达30万元的贷款。

这是该市推进住房公积金建交扩面工作的新
举措。企业还没交纳住房公积金或停交公积金、
具备交存条件并自愿交存的人员等都可以享受到
该项政策。该政策为扩展住房公积金制度普惠面
打开了新的渠道，发挥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保
障民生性购房需求的优势。

据了解，今年1—10月份，寿光新增住房公
积金交存单位30家，新增交存职工5963人。全市
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35481万元，同比增长
21%，帮助1502户职工家庭圆了住房梦。

个体工商户等

可交纳公积金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我省首家县级对台文化

交流协会在寿光挂牌成立。
近年来，寿光高度重视对台文化、体育交

流，民间往来日趋活跃。寿光少林武术院连续4
年组团赴台参加两岸青少年武术文化交流活动，
受到热烈欢迎，被省台办列为重点交流项目。

寿光市对台文化交流协会的成立，对扩大寿
台两地交流，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济合作必将
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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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华 袁京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为巩固蔬菜之乡“放心菜”的

品牌形象，营造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的良好环
境，从今年10月开始，寿光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
“信义菜乡、五信共建”活动。

“通过活动，将诚信要求贯穿于蔬菜产业的
各个环节，进一步做大叫响‘信义菜乡’道德建
设品牌。”寿光市文明办主任李向明介绍说，
“活动中将对全市所有菜农、蔬菜专业合作社、
蔬菜经销业户、农资经销业户和农业龙头企业进
行综合评定，并评选出各类文明信用单位和个
人。”

据了解，评选出的文明信用单位和个人将获
得贷款利率方面的优惠，农村商业银行优先安排
发放信贷资金，同时享受贷款“绿色通道”。在
提供存、贷款等传统金融服务的基础上，有关银
行推行“富民理财”计划，为所有文明信用户单
位和个人逐一建立服务档案，让理财顾问走到农
户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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