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7月1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梁利杰 宫 梅

电话:(0531)85193376 Email:jzb@dzwww.com 县域 5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德华 袁京勇

“你卖好种子就行了，哪里用得着租大
棚搞试验？这不是白浪费钱吗？真憨！”每
年花十几万专门租用一个高标准示范大棚做
实验，寿光宏丰种苗公司负责人杨丙光没少
遭到同行笑话。

“不试验就下地，我没那个胆。”杨丙
光回答，卖种子、种苗，是个良心买卖。有
一年，杨丙光把老外拿来的所有品种试验了
一遍，可没有一个品种达到预期效果，他就
放弃了推出新品种，仍沿续了往年的老品
种。新品种是占有市场的法宝，更容易获得
较高的经济效益。“我们宁愿晚一年，也不
愿把风险转嫁给种植户。”杨丙光说。

在这样的坚守中，卖了20年种子的杨丙
光，没有收到过一起投诉，没有发生一起假
种子、假种苗事件。2013年，他被评为诚实
守信“寿光好人”。

2013年，寿光市开展起“寿光好人”建
设活动。“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在熟悉
的人群中推荐好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发现好
事，推凡人善举，化微光效应，以榜样的力
量感召菜乡，将寿光打造成为‘守诚信、重
信用、尚道德、讲仁义、崇正义’的道德高
地。”寿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莹说。

看守大棚

也能成“寿光好人”
“我就是晚上看看棚，自个心里踏实，没

想到老少爷们很念俺的好，推选俺做‘寿光好
人’。”古城街道临泽二村村民燕法周说。

当大棚守夜人9年多，他每天晚上1 2
点，都围着村里大棚走一圈。大棚里能有什
么值钱的家什？凌晨在家睡觉多好啊！燕法
周说：“大棚是大家伙儿的命根子，一点儿
危险也不能出。”

“大伙儿都说我奉献了，可我也算沾了
光了。”燕法周说，以前他走一小段路就气
喘吁吁，需要停下歇歇。今年他63岁，但绕
着300多个大棚走，只需要两个多小时，一
口气就能走下来。

洛城街道南纸房村的范金柱，今年65岁，
从小在弥河边上长大，水性非常好。几十年
间，他从弥河救起多名落水者。洛城街道惠
民村的朱法义，是老范救起的一名落水者的
父亲。“2004年8月，俺家孩儿去弥河边上玩
儿，不小心掉到了河里，他不会游泳。幸亏
干完农活的老范从河边路过，把俺家孩儿救
了上来。现在，他已经是寿光城区派出所的
一名协警了。”朱法义说。

截至目前，寿光已评选各类“寿光好

人”和道德模范500多名。

跟着好人学，

错不了
韩传光是寿光市城管执法局规划执法中

队队长，资助了4个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文
具费、衣服等。韩传光做好事，带动了一批人。
市民杨春燕联系到韩传光，一起帮助孩子。
一家生态庄园的老板，带着衣服、拿着钱去
看望孩子。同事们也纷纷捐款。

“我个人的力量微薄，需要更多人献出
爱心，持续接力，才能让这些贫困家庭走出
困境。”韩传光说。

杨丙光说：“老人们总教我们‘人家难的

时候，拉上一把。’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错过了，心里会不好受。”

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好人精神带
给人们心灵的洗礼和“无声胜有声”的示
范，催生了更多的人加入好人的群体中来。

纪台镇堠子坡村80后张国建时常看到好
人的事迹，他决定学习好人。6月8日，他捐
赠1500公斤长茄给寿光市福利中心。同时，
他义卖3500公斤长茄，所得善款全部捐赠给
生活困难的“寿光好人”。

寿光市隆泰建安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林
海，自2005年至今拿出150多万元资助临朐108
名贫困生。2007年，李林海成立了林海爱心基
金，许兰伟、田家勇、闫兴群、李广恩、任清祥、
单绍堂等主动加入，共同资助贫困生。

为好人做好事，

让好人得好报
“笑一下，非常好。”5月25日，在寿光市丽

华照相馆内，“寿光好人”们正在拍摄全家福。
“好人的事迹让我感动，所以我许下承诺尽己
之力为‘寿光好人’免费拍摄全家福，从现在
开始兑现承诺。”丽华照相馆经理林立欣说。

尊重好人，礼遇好人，让好人得到好报，
越来越成为寿光人的共识。一年多来，一套科
学、完善的保障机制正在运行：上门为“寿光
好人”戴红花、授证书；在寿光本地媒体开辟

“建设信义菜乡·争做寿光好人”专栏，每天推
出一位“寿光好人”，让群众365天都有榜样可
学；“寿光好人”现场交流活动、“感动寿光”年
度人物颁奖典礼等重大活动邀请好人以贵宾
身份出席；先后聘请60名好人担任文明监督
员、民情监督员；民政部门将家庭困难的“寿
光好人”纳入帮扶体系重点帮扶；组织好人开
展了免费旅游、免费体检、节日送礼品等活
动，把对好人的关爱真正落到实处。截至目
前，寿光已有2人当选全国道德模范，5人当选

“中国好人”，4人当选山东省道德模范。

“寿光好人”托起“信义菜乡”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桑 蕊

7月8日，宁阳县蒋集镇张圩子村的村委
大院里，传来了阵阵读书声。“ f e e l、s o
much……”记者走近发现，这位煞有介事的
英语“教书先生”，是一名年仅18岁的少

年。
这名少年叫张述党，今年高三刚毕业，

一起教书的还有他的姐姐张海杰，而这设在
村委大院里的特殊补习班，是免费的。原
来，去年村里村民自发成立了一个爱心帮扶
协会，帮扶村里上不起学的孩子。由于姐弟
俩父母有残疾，姐姐又刚考上大学，家庭困

难，去年协会便给姐弟俩送去了1000元帮扶
金。

“前几天海杰给我打电话，想免费给村
里孩子补习功课，说要报答村里对她的资
助。”村支书孙本安当时就答应了，并腾出
村委大院的农家书屋给他们做教室用。“对
于农村来说，能帮忙看孩子家长放心，而且

他们姐弟俩懂得感恩，这是好事！”孙本安
说。

没想到开班仅三天，班里就坐满了60多
个孩子。张述党说，他今年高考考了500多
分，能上二类本科，教小学生肯定没问题。
由于班里二到六年级的孩子都有，姐弟俩商
量着采取复试教学法，半小时一节课，两天
语、数、外都能轮一遍，每天再腾出一部分
时间给孩子做暑假作业辅导。

村里人都非常支持姐弟俩免费教孩子学
习。在外地做生意的村民杨峰，承包了补习
期间孩子的饮用水供应；而村里养鸡场则免
费给班里提供了两个大风扇。“补习班最后
组织一场考试，村里会给孩子们提供奖
品。”孙本安也表态说。

暑期免费辅导60多个农村娃

宁阳姐弟俩爱心回馈乡村

□袁京勇 报道
寿光市2013年起开展“寿光好人”建设活动，让“寿光好人”上墙，成为百姓学习的榜样。

□赵永斌 报道
本报高唐讯 “说来也怪了，往年高考成绩一出就有在

我们这里预订‘升学宴’的，今年也不知咋了，成绩出来都一
周多了，还没有一个预订的！”７月３日，记者在高唐县几家往
年开办“升学宴”的饭店采访，饭店老板表达了同样的疑惑。

“我们为严禁‘升学宴’早打了预防针。”高唐党风
室主任刘玉君介绍说。原来，为防止今年高考过后“升学
宴”一度升温现象，高考成绩一出来，该县第一时间向开
发区、各镇街、县直各部门、国有企业、各大银行等所有
单位下发通知，对全县３万余名党员干部下达了“升学
宴”的禁办令，并设立举报热线，对举办“升学宴”的党
员干部进行监督。

打好“预防针”，还要备好“猛药医”。为此，该县
启动了监管机制，县纪委、监察局采取明察暗访、深入餐
饮场所检查等方式，对全县党员干部执行纪律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对顶风违纪案件，做到发现一处，查处一起，曝
光一起，对相关责任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并追究涉事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责任。通过“双管齐
下”，有力地预防了党员干部违规违纪操办“升学宴”现
象。

高唐党员干部禁办“升学宴”

□孟宪华 张永昌 报道
本报平邑讯 为突破城市管理瓶颈，破解困扰城市管

理科学发展的难题，今年以来，平邑县在学习借鉴先进城
市管理经验基础上，结合实际，探索总结出“七化四同”
城管新模式，即管理机制板块化、城市环卫市场化、城乡
环卫一体化、城市管理数字化、市容管理精细化、重点工
作常态化、社会服务优质化；相同职能，同样内容，同步
实施，同步考核，从完善管理标准，明确工作责任，落实
工作措施，组建管理机构，建立规范制度等方面对城市管
理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总结。

截至6月底，该县通过“七化四同”管理新模式解决
的城市管理各类问题已达2140余件，其中规范店外货物摆
放、占道经营600余起，清理广告立牌100处，查处渣土车
带泥上路90余起，查扣违规三轮车1000余辆次，治理乱扔
乱倒建筑垃圾30余起，修复市政设施200余处；圆满完成
全县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的任务目标。

平邑实施“七化四同”城管模式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邢飞飞 邵思义 报道
本报禹城讯 “今年，我们党员信息采集工作采集率

97 . 6%，除下落不明、已经死亡外，全镇976名党员全部信息
采集完”。近日，在禹城市张庄镇党建办公室，该镇党委书记
王庆杰一边翻看党员信息采集档案一边说。

张庄镇登记在册党员999人，尽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
动要求党员信息采集无遗漏，但面临年轻党员多在外打工
的现实，张庄镇的高采集率的确不易。

该镇的做法是分类施策。即根据党员工作地不同，分四
类方法采集：对于留守在家、流入本地的党员分时段、分管
区到站进行信息集中采集登记，对于外出距离较近的流出
党员采取电话告知到站采集登记；对于老弱病残党员，实行
上门采集；对流出党员较为集中，流出党员，由工作人员和
社区干部到流入地进行登记；对路途较远、往返费用较高的
流出党员，由党委发函委托当地组织部门帮助采集。

张庄镇分类施策采集党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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