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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李慧

本报通讯员 王孝仁 何开花

人口计生工作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的任
务，昌乐县人口计生部门，从群众的所想、所
需、所盼入手，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扎实开展
“手牵手家连家结对帮扶计生家庭大行动”，
树立了计生人员求真务实、服务社会的新形
象。

绝不仅仅是一时的救助

12月10日，记者在昌乐县朱刘街道东南庄
子村李金东夫妇俩承包的大棚里看到，菜畦绿
叶繁茂，鲜嫩的小黄瓜青翠欲滴，李金东夫妇
俩一边劳作一边笑呵呵地聊着天。一派温暖和
谐的景象让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家庭曾经
遭遇的苦难。

据昌乐计生协会会长何开花介绍，2009
年，李金东夫妇的独生子李洪超在济南打工时
不幸触电，导致高位截瘫，而工地老板却拒绝
支付赔偿。李金东面对瘫痪在床的儿子和高额
的治疗费，几近绝望。

昌乐县计生部门了解了李金东一家的情况
后，募集4000元救助金送到他的家中，并协调

联系昌乐县法律救助中心，通过法律手段为李
金东一家争取赔偿金25万元。但不幸的是，由
于伤势过重，李洪超于2010年不幸离世。

儿子去世后，李金东夫妇的生活失去了欢
声笑语，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灾难击碎。

恰好此时昌乐计生系统开始了“手牵手家
连家结对帮扶计生家庭大行动”，李金东夫妇
被列为结对帮扶对象之一。朱刘街道计生站工
作人员主动登门做李金东夫妇的工作，详细讲
解有关抱养方面的政策，在征求李金东夫妇同
意后，帮助其办理了抱养手续。现在李金东夫
妇抱养的女儿已经1岁多了，长得健康活泼，夫
妇俩迎来了崭新的生活。

农忙之余，李金东的妻子拿出手机给记者
看了小女儿的照片，笑着说：“现在想起儿
子，不会像当初那样极端痛苦了，虽然还是
想，但是身边有这个女儿，日子过得也就轻松
多了，有盼头了。”

“帮助一个困难计生家庭，我们就要一帮
到底，不仅要解决暂时的难题，还要保证其之
后的生活经济来源，并帮助其建立快乐幸福的
家庭生活。”昌乐计生局局长崔永新说。

据了解，自2011年初开展“手牵手家连家
结对帮扶计生家庭大行动”活动以来，昌乐计
生系统建立长效工作机制，针对每一个计生特
殊家庭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帮扶方案。对缺

乏致富门路的家庭，依托“支部加协会”和
“协会加合作社”等多种群众组织形式，为他
们提供致富信息、技术支持、就业帮助等服
务，增强计生特殊家庭持续发展的能力。对确
实无生活自理能力的家庭，在采取经济援助的
同时，积极协调民政、劳动保障、残联等部门
给予办理低保等优惠政策。对需要精神慰藉的
家庭开展亲情关怀，丰富文化生活，提高生活
质量和幸福指数。对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死
亡、伤残家庭和不孕不育家庭，区分不同情
况，实施“助孕、帮扶、爱心”工程，帮助他
们走出不幸的阴影。

发动社会参与力量结对

结对帮扶并不仅仅限于计生系统工作人
员，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全县计生困难家庭能
够得到切实的救助，昌乐计生部门动员全县260
多个单位共有8290余人参与了结对帮扶活动(其
中计生系统人员400人，县镇两级党政机关人员
2350人，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2100人，社会团体
860人，村“两委”成员2220多人，其他人员360
人)。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和单位，涉及各行各
业，因此，对于计生家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
题，都能给予最专业、最及时的解决。

昌乐县鄌郚镇北村村民李秀丽，2007年查

出患乳腺癌，2010年丈夫又查出肝癌晚期。为
此昌乐县人口计生局，多次派车送夫妻俩到济
南肿瘤医院，请专家免费做全面检查；鄌郚镇
民政部门为她全家办理了低保；昌乐二中为他
们的女儿田文君免去每学期1000多元的学费。

不幸的是，尽管社会各界全力救助，2010
年，李秀丽的丈夫还是因肝癌去世，公婆不堪
打击服毒离世，留下十几万元的欠款，生活非
常艰难。

昌乐公益联盟志愿者协会会长微肖通过人
口计生部门的宣传，得知李秀丽母女的不幸遭
遇后，与她结对帮扶。2012年7月，李秀丽去世
后，微肖先后发动12位爱心人士，与李秀丽的
两个女儿田文君、田文昊结对帮扶，资助姐妹
俩完成学业。

崔永新对记者说：“作为计生工作人员，
我们就是要从群众的所想、所需、所盼入手，
解决困难，我们力所不及的地方，在社会各界
的帮助下，就能更好地服务困难家庭。”

据了解，自2011年开展“手牵手家连家结对
帮扶计生家庭大行动”活动以来，昌乐县共结对
帮扶计生家庭9125户，累计投入帮扶资金505 . 5万
元，帮扶物品价值35 . 7万元，其中济困4985户，助
业710户，助学876人，安居302户，医疗390人，养老
270人，帮助解决在优生优育、不孕不育、生殖健
康方面遇到困难的计生家庭800多户。

昌乐开展“手牵手家连家结对帮扶计生家庭大行动”———

困难家庭一帮到底

□王佳声 李慧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2月11日，记者从潍坊市物价

局获悉，11月份该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继
续保持上涨态势，同比涨幅为2 . 3%，较上月同期
涨幅缩小0 . 1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类价格继续上涨，同比上涨
6 . 5%，涨幅较上月缩小0 . 1个百分点，拉动11月
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 . 9个百分点，是
主导CPI变动趋势的首位因素。菜类价格同比上
涨23 . 1%，肉禽及其制品价格同比上涨3 . 2%。非
食品类价格小幅上扬，同比上涨0 . 5%，影响价格
总水平上涨约0 . 4个百分点。

11月CPI同比上涨2 . 3%

□ 王健 于宗涛 宋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自从这废弃石矿场变成水中

央公园，多了一个饭后散步的好去处。”63岁的
村民王希法幸福的表情洋溢在脸上。据介绍，这
个水中央公园是峡山区投资5000万元，利用生态
修复模式打造的高标准水体公园，使四个采石留
下的深达70余米的废石坑变成了景观水池，面积
450亩的废弃石矿场变成风景靓丽的城市水中央
公园。而这仅仅是峡山区创新修复生态环境举措
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峡山区创新生态修复建设模式，
净化空气质量，修复土地项目，优化峡山湖水
质，促使“蓝黄”两区战略性发展的水源更安
全、更优质。

据了解，峡山区实行治污、植绿两手抓，力
促空气质量不断改善。截至目前，该区共关停污
染企业43家, 拒绝污染性项目20多个。潍坊华昊
焦化公司曾是该区最大的纳税企业，高生产的背
后是不计环境成本的高耗能、重污染，给本区带
来不小的环境压力，峡山区毅然将该企业关停。
同时，该区积极创建“无农作物秸秆焚烧区”，
在农村推广沼气技术，让3700多户村民用上了干
净清洁的能源，同时有效地缓解空气污染。

该区坚持以修复为主、转型为辅，破解生态
产业安全发展难题。对辖区内耿家庄子、前甘棠
等村废旧矿坑进行集中整治，涉及土地面积562
亩，复垦土地面积530亩，发展有机农业园区27
个、种养面积1 . 6万亩，并使22 . 6万亩野生鱼项目
通过有机认证，成为江北最大、山东省第一个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被确定为
“中国食品谷”有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辖区内的峡山湖是山东省第一大水库，也是
潍坊市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为确保湖区水质，峡
山区建成环湖围网和视频监控工程，使湖区水质
保持在地表水Ⅲ类到Ⅱ类标准，峡山湖被纳入全
国第二批生态环境保护试点湖泊。该区还清理库
内养殖网箱，改库区周边养殖鱼塘为藕塘，实施
渔业资源一体化管理，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确保
“送一湖清水到潍坊”。

□郑颖雪 陈同义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从潍坊市畜牧局了解到，

产地标注为“中国潍坊”的畜产品远销欧美、日
韩、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禽肉产
品占全省的60%。

潍坊市畜牧系统通过大力发展“品牌农
业”，强化品牌支撑体系建设，打造优势畜牧品
牌，品牌数量、优质产品产量、涉牧品牌企业数
量均居全省第一位。目前，全市品牌畜产品年产
量达到133万吨，占全省的1/4。

禽肉产品出口

占全省六成

□宋昊阳 王永刚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2月17日，记者从潍坊滨海区

规划局获悉，由潍坊鑫源置业有限公司投资的北
海水产国际市场综合体项目签约落地，该项目将
成为潍坊滨海区第一个大型水产市场综合体。

据悉，该项目位于滨海区北海路以西、珠
江西街以南，总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总投资
5 . 5亿元，主要建设水产市场、商务楼等业态。
项目建成后将改善滨海区水产经营户、摊点等
零散商户的经营环境，解决沿街两侧乱摆摊的
现象。

滨海首个大型

水产市场项目签约

峡山清水到潍坊

□都镇强 高斐 郭秀红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奎文区广文街道开展全

民大走访，组织机关干部、社区干部、民情巡访
员、居民代表，按照每人走访80户左右的标准，
对辖区居民全部走访一遍。

截至目前，广文街道共走访居民群众近2万
户，收集民情民意达600余条，现场帮助居民群
众解决问题千余件。

广文街道开展全民走访

□王佳声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2月15日，潍坊市第二届中小学

生实验技能大赛闭幕。来自全市近200所学校的500
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为期4天的实验技能比赛。

据介绍，2013年潍坊中考最大的变化，就是
将实验技能操作纳入。定期举办中小学生实验技
能大赛，可以激发广大中小学生科学实验的兴
趣，提高中小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及实验教学工
作水平。

潍坊市举办第二届

中小学生实验技能大赛

□都镇强 王成波
李硕 报道
12月6日，潍坊市科普志愿

服务活动在潍坊市奎文区幸福
街小学拉开序幕，活动为千余
名小学生送上了一份“有滋有
味”的“科技大餐”（如图）。

本次科普志愿服务活动以
“启迪、探索、创新”为主题，重
点宣传潍坊市科技馆的文化理
念，讲解展品展项，介绍功能作
用，普及科普知识等。活动将采
取“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
的方式在潍坊市巡展。

科普志愿服务

走进奎文校园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马世波 刘明志

沿潍九路到临朐九山镇，再往西南方向走，
虽然路坦树绿，两侧的山势却越来越陡峭。深山
之中，溪水淙淙，密林深处，农舍频闪，令人感受
到“白云深处有人家”的诗情画意。经过九曲十八
弯，终于到了路的尽头——— 昔日默默无闻、如今
名声在外的牛寨村。

牛寨村因为一条出山路改变了命运。村党支
部书记于兴平，一个与修路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
人，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新愚公”。

啃下“硬骨头”，天堑变坦途

牛寨村地处潍坊、临沂、淄博三市交界，8个
自然村散落在七沟八壑1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村
与村之间靠羊肠小道相连，即便是同一个村，邻
里串个门有时也要“跋山涉水”。

今年59岁的于兴平回忆道，打从记事那天
起，感觉村里就一直在修路，上世纪70年代扒过
山，80年代打过隧道，90年代沿河修了一条砂土
路，但路窄不说，一场雨过后，就被冲得面目全
非，群众编了句“年年修路年年冲，走路像在玩龙

灯”的顺口溜表达无奈。因为行路难，村里很多老
人甚至没到过10公里外的镇区，急用的农资物资
进不来，丰收的果子出不去，人得了急病送医院
更是麻烦事……路成了阻碍牛寨人过上好日子
的天堑。

2000年，于兴平担任牛寨村党支部书记后，
下决心为老百姓修一条出山路，无奈村里缺少资
金，只能对原路修修补补。2005年初，县里上马

“村村通”工程，但牛寨村由于地利条件复杂，没
有被列入第一批。于兴平急了，跑到交通运输部
门软缠硬磨，终于争取到立项。但当有关人员翻
山越岭勘测后造出预算时，于兴平傻眼了：修路
需要100多万元，村里得拿44万元！干还是不干？
于兴平连夜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在村委办公
室昏暗的灯光下，大家足足抽了30多盒烟。最后，
于兴平拍了板：“只要咱还有口气喘着，就一定把
路修好。”他把家里仅有的1000元钱拿了出来，又
向出嫁的女儿借了1000元，第一个捐了款。村民
纷纷掏出腰包，把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妻子病
故、母亲长年卧病在床的于兴吉，带着仅有的202
元钱来了；老伴双目失明、儿子病逝多年的刘长
水把家里仅有的305块钱送了过来……仅3天时
间，就筹到了30多万元。当年5月，牛寨村的希望
之路——— 铜牛路水泥硬化工程破土动工。

施工期间，于兴平起早贪黑，天天靠在工地，
有时就睡在工棚里。全村劳力齐上阵，搬石子、运
水泥、砌石沿。就在工程最繁忙的时候，于兴平93
岁的老母亲突发脑血栓住了院，他到医院只呆了
半个钟头，就又回到工地。母亲病情稍有好转，于
兴平就把她接到村卫生室治疗。但由于治疗条件
不行，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劳累和悲痛让于兴平
精神恍惚，一次不慎滑下山沟，下颌骨、肋骨严重
骨折。但他伤情稍好就从医院跑了回来，白天拄
着拐棍上工地，晚上回家打吊瓶。

当年10月，长8公里、宽4米的铜牛路竣工，牛

寨村终于结束了“无路可走”的历史。2012年，牛
寨村又将铜牛路改造成长15公里、宽6米的大道。
今年5月，牛寨村又争取到国家“千亿元”项目，并
自筹资金30万元，打通联村路，将铜牛路延伸到
南牛寨村。至此，牛寨8个自然村全部实现了村村
通。

果树砍与种的30年轮回

山岭薄地，种粮靠天收成，收入不高。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为增加收入，村民开始栽种果树，至
90年代初，全村果树发展到400多亩。但果子收获
了，销售又成了问题，联系的收购商因当时的路
太难走，来一次就再也不来了，村民只好用手推
车推着去九山集上卖，但水果一路颠簸运出山就

“破了相”，卖不了几个钱，伤心的果农开始砍果
树。到90年代中期，牛寨村果树几乎被砍光。

牛寨村海拔高，日照充足，沙土地富含硒，出
产的果品品质好，村民又有种植管理经验，于兴
平上任后，坚信发展果树是一条致富路。他带领
全村老少开荒3000多亩，筑起11座拦河坝，打了10
眼大口井，围起50座蓄水池，建成了以苹果、桃为
主的果品生产基地。果树到了盛果期，铜牛路也
恰好贯通，村民坐等收购的客商上门，也有了讨
价还价的底气。今年秋天，鲜桃每公斤卖到9元，
还供不应求。九山牌苹果也捧回了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的牌子，每年仅苹果外销一项，全村就增收
70多万元。

“生态天堂”成就旅游业

牛寨村属鲁中沂山侧脉，森林面积1万多亩，
覆盖率80%以上，河床里、山崖上到处都是形态
各异、造型逼真的风景石，极具观赏价值，沿途16
公里步步是风景，但由于过去路不好走，一直“养

在深闺人未识”。
看着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于兴平又琢磨开

了：村里有这些“宝贝”，离景点万亩黑松林、淌水
崖水库也不远，如果开发特色生态旅游，岂不又
是一条致富门路？于兴平四处联系开发商来牛寨
投资创业，2005年底，生态旅游风景区破土动工。
如今，这座“绿色金矿”已经初具规模，先后开发
出“神雕崖”、“莲花池”、“情人谷”等10多处景点，
建成1处大型游客接待中心和神牛谷农家院、龙
山民俗村等6处“农家乐”，并依托漫山果树建起
了游客采摘园。于兴平自豪地说：“每年来玩的游
客近万人，全村旅游收入达到60多万元。”2012
年，牛寨村获评山东省旅游特色村称号，今年又
入选“逍遥游——— 好客山东最美乡村”。

为让山里人改善居住条件，于兴平启动了新
村规划。2004年，将草沟村23户86口人整村迁至铜
牛路边。2007年，对只有73户却分散在4条沟里的
南牛寨村进行新村规划，目前，这个村的村民已
全部住进了二层小楼。

如今的牛寨村，安上了路灯，通了自来水，村
民家中各种电器、高档家具一应俱全，幸福写在
每个人的脸上。74岁的于恒水激动地说：“没有兴
平这样的好书记，俺不知道啥时才能过上好日
子！”

然而，于兴平一家至今却仍然“蜗居”在老屋
里。为此，老伴没少埋怨他：“当了一辈子干部，好
不容易盖了3间破屋，还在个河沟子边上，连个院
墙也搭不起。”对此，他总是一笑置之。

牛寨，这个曾经极度贫穷落后的山村，在当
家人于兴平的带领下，如今名声在外，先后获得
第一批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等多项荣誉，于兴
平也获得“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潍坊市100位
时代功勋人物”称号。以他为原型创作的吕剧《山
路弯弯》，在全省基层廉政文艺创作展演中，被评
为一等奖。

大山深处“新愚公”
——— 记临朐县九山镇牛寨村党支部书记于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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