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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郭继伟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朋

今年5月，寿光市民李红杰的母亲去世
了。李红杰的老家在双王城生态经济区。

“我母亲已经94岁了，儿女们最小的也50
多岁了。如果按照以前的习俗，在老家办丧
事，儿女们披麻戴孝、下跪、哭丧，连续几天
不能好好休息。岁数大的跪下去还得别人扶起
来，太折腾了。所以我们全家一致同意，直接
拉母亲的遗体去了殡仪馆，只通知了父母双亲
两边的亲戚来参加仪式，这样一天就忙完
了。”李红杰说。

双王城牛头镇村党支部书记马宣荣告诉记
者，以前村里办丧事流程多，时间长，其间主
家要在村内设灵堂、摆宴席。遗体火化后，主
家还要到帮忙的长辈家里跪谢。不仅花钱多，
儿女还受罪。

“现在下跪、哭丧、吹喇叭、唱大戏的都
没有了，持续办5天的基本没有了，个别时间
较长是因为要等着儿女从外地赶回来。”马宣
荣说。

“以前农村办丧事，全村老少爷们儿都出
来看出殡。人家在那里哭，别人却在那里看热
闹。吃喝、抽烟、礼炮、花圈、白布等花费不
少，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这种风俗确实应该改
变了。”寿光市殡管所所长王继莲说，殡葬礼
仪有很长的历史，短时间内很难彻底改变。现
在村里倡导丧事简办，省钱省事，村民们都很
愿意。

“我们已经建议各个镇街成立移风易俗领
导小组，村级成立红白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的
基本任务，就是办理本村婚嫁、丧改事宜，坚
持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寿光市民政局副局
长付立军说。

据稻田镇西刘营村党支部书记刘专奎介
绍，2011年12月，该村成立红白理事会，通过
在村里印发红白明白纸、在村务公开栏上张贴
有关宣传材料等形式，倡导“与其死后铺张，
不如生前厚养”的理念。

刘专奎表示，丧事方面，村里禁止重殓厚
葬、盲目攀比、大操大办，统一进行遗体告别
仪式，一律到殡仪馆，禁止在村内设灵堂、吹
喇叭、摆宴席，不准披麻戴孝、三拜九叩，不
准棺木土葬，坚持遗体火化，并对每位逝者的
家庭给予500元补助。

西刘营村红白理事会成员刘荣阁告诉记
者，以前村里哪家有老人去世了，吹喇叭、烧
纸钱、烧纸马、摆馒头祭都是必不可少的礼
俗，自从把厚养薄葬纳入村规民约后，白事大
操大办的现象就不见了。

稻田镇灶户村村民孙志强说：“现在村里
丧事简办已经蔚然成风，程序简化、花费减
少。刚开始有村民不理解，有些人碍于面子不
接受简单的承办方式，但从2012年底村民的观
念慢慢转变过来了。”

白事俭办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采

纳，而婚事新办也已渐成新风。家住美林花园
小区的张晨告诉记者，9月份自己单位就有两
个同事结婚，要是按照以前的习惯随份子，他
至少要掏400元的红包。但这两对新人在结婚
当天只邀请了亲戚参加，没收其他人的份子
钱。

据寿光市婚姻办主任林华东介绍，现在很
多年轻人青睐旅行结婚，也有参加集体婚礼
的。即使自己筹办婚礼，大操大办、讲排场、
乱铺张等现象也少了很多。

□ 本 报 记 者 郭继伟
本报通讯员 袁京勇

9月19日，潍坊市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指
导中心主任金琰在寿光市侯镇举行了一场主题
为婚姻关系的讲座，讲座针对的主要群体是妇
女，有340多人参加。“现在农村妇女接受新
事物的能力很强，虽然她们年龄不小了，但是
会网购的不少，可以发现她们正在积极适应新
的生活方式。”金琰介绍。

侯镇侯二村村民刘玉泽有两个闺女，女
儿、女婿都很孝顺。“金老师讲得很有道理，
婚姻关系中换个角度想问题，许多事情就简单
明了了。我想跟着听听，教导女儿跟女婿好好
相处。万一哪天闹矛盾了，我还知道怎么调

解，受益很大。”刘玉泽说。
侯镇侯三村的刘茂霞，有个小孙子跟着她

生活。孙子老是跟自己要东西，刘茂霞觉得不
给他买显得自己抠门，由着孩子的性子给他买
又怕把孩子惯坏了，于是就主动跟专家咨询隔
代教育的问题。“儿子、儿媳都在潍坊，我特
意留了金老师的电话，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电
话咨询。”刘茂霞告诉记者。

寿光市妇联副主席尹保华介绍，近年来，
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很大，但农民的文明意
识、生活习惯、文化品味等没有跟上物质生活
的需求，存在“有新房子没有新环境，有新发
展没有新生活，有新农村没有新农民”的现
象。2014年3月，寿光市文明办、寿光市妇联
成立“新农村（社区）新生活”培训活动讲师

团，分为市级、镇级两个级别，指导农民提高
文明素养和生活质量，建设文明乡村和幸福家
庭。市级讲师团由寿光市妇联副主席崔凤芹、
潍坊科技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吴桂坤、
寿光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科科长郭秀芳等卫生
保健、法律维权、家庭教育、现代农业各行业
精英共80人组成。镇街区吸纳计生、医院、学
校等专业技术人员及“寿光好人”、优秀妇代
会主任等先进人物，成立了15支乡镇培训讲师
团，共141人。

崔凤芹告诉记者，讲师团的培训内容包括
家居美化净化、家庭伦理道德、亲子教育、家庭
服务、文化娱乐、身心健康、科技致富等七个方
面。讲师团运用道德讲堂、妇女之家、文化大院
等阵地，设计并开展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

易于接受和参与的培训活动，让广大农村（社
区）群众特别是妇女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上口镇固堤村妇代会主任杨玉玲反映，农
村妇女特别是中老年妇女想多了解一些防骗防
盗方面的知识。“没过几天，讲师团专门安排
讲师来给我们上了课，制作了图文并茂的课
件，介绍了很多最新的诈骗手段及预防方法，
受到广大妇女的热捧。”杨玉玲说。

截至目前，寿光共举办各类培训班89期，
培训妇女1 . 5万人次。亲子教育、家庭伦理道
德、身心健康和与农村有关的法律法规等内容
最受群众欢迎。“此外，我们还招募组建了22
支‘新农村（社区）新生活’志愿服务队，为
参训人员提供家教、养生、维权、帮困、娱
乐、健身等志愿服务。”尹保华说。

讲师团引导农村新生活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袁京勇

注重青少年培养

10月9日下午，寿光市化龙镇北柴小学
5年级学生桑子豪放学回到家，跟躺在床
上的爸爸说：“爸，我先做上饭，一会儿
给你揉揉腿，再给你讲讲今天学校里好玩
的事儿。”

熟练地淘米煮粥、热上馒头、切好咸
菜丝，桑子豪表现出了一个11岁的孩子少
有的懂事与认真。

桑子豪的爸爸桑洪海原本做长途拉货
生意，妈妈在村里开了一家理发店，一家
人过得平静而幸福。2011年6月的一天，桑
洪海在拉货途中，由于过度劳累，凌晨1
点多，货车在高速路口侧翻。桑洪海因伤
及颈椎，导致高位截瘫。

在桑子豪的班里有一棵“愿望树”，
树上挂满了全班同学的愿望。愿望树已经
换了3次，同学们的愿望都在变，桑子豪
的愿望却一直是：我想让妈妈不再辛苦，
爸爸早日康复。

“我成了男子汉，爸爸就有了靠
山。”桑子豪说，只要心中有信念，爸爸
终有一天还能站起来。

今年6月，桑子豪被评为寿光市“最
美十佳孝心少年”。

5月27日，寿光举办首届青少年经典诵
读电视大奖赛，比赛共表演了32个节目，
得到全市各级学校师生的广泛响应和参
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经典诵读活动，不仅营造了浓厚的
道德文化氛围，让广大青少年从中受到了
中华文化的熏陶，也激发了他们的文学激

情。”寿光市文明办副主任韩佑铭说。
“下一步，寿光将深入开展‘我的中

国梦’、‘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友善教育，培养青少年
的爱心、善心和同情心。”韩佑铭说，精
心组织具有菜乡特色的红色旅游、夏令营
以及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广泛
参与中受到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由耳入心。

弘扬文明新风

10月11日，记者在寿光市圣城街上发
现，有个别市民翻越护栏，车辆从他们身
边疾驰而过，让人看了捏一把汗。针对类
似不文明行为，市民李新梅说，文明不是
嘴上说说、纸上写写就够了，要体现在每
一个言行举止上，“只有养成良好习惯，
全市的文明新风才刮得起来。”

9月份，寿光推出《“我与文明同
行”主题活动实施方案》。围绕活动，通
过网络、微信、微博等平台，动员组织市
民代表和志愿者参与互动，曝光、制止不
文明现象，弘扬文明新风。

“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文明素质和城
乡文明程度，营造‘说文明话、办文明
事、做文明人、创文明城’的好环境。”
寿光市文明办主任李向明说。

为广泛普及“学习雷锋、奉献他人、
提升自己”的服务理念、大力加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8月8日，寿光志愿
者协会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 关爱
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志愿服务活
动。志愿者协会组织了十多家单位，在现
代社区开展了便民服务活动，为市民提供
纸币鉴别、测量血压、高清电视咨询、劳
动仲裁咨询等多种服务。

据介绍，寿光志愿者协会还将组织志
愿者深入开展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特殊儿童、外来务工青年及其子女、残疾
人等志愿服务活动，打造常态化的志愿服
务项目，同时发挥民间志愿者团队的力
量，大力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
志愿服务理念，形成全民志愿的良好社会
氛围。

“寿光好人”树立道德标杆

“我们感佩善举，感恩好人，希望遇
上好人，但好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
事需要‘众人拾柴’。”寿光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徐莹称，只有每个人身上都流淌
着尊老爱幼、谦恭礼让、诚实守信的“好
人血液”，“文明寿光”才有源头活水，
“信义菜乡”方成有本之木。

徐莹表示，善举可以延续，爱心可以
传递，一位位“寿光好人”便是一座座道
德灯塔、一方方精神丰碑。

“公民道德重在养成，社会风尚重在
培育。”李向明说，“通过褒扬‘寿光好
人’，让有道之人扬眉吐气，引领社会风
尚；让有德之人之事名至实归，成为楷
模。争做‘寿光好人’，将道德在人们心
中的涓涓细流汇成浩瀚大海。”

今年以来，寿光组建“寿光好人”先
进事迹巡讲报告团，走进镇村、机关、学
校，为不同群体作报告30多场，反响热
烈。

截至目前，寿光共评选表彰“寿光好
人”512人。其中，45人被评为“潍坊好
人”，17人被评为“山东好人”，3人被评
为“山东好人之星”，7人被评为“中国
好人”，2人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全民共建“大文明”环境

村级成立红白理事会 厚养薄葬纳入村规民约

丧事简办喜事新办渐成风气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袁京勇

古人收集了“卧冰求鲤”、“弃官寻母”
等24个动人的故事，编辑而成24孝，成为中华
文明恪守孝道的象征。

2012年8月，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
全国老龄办等单位共同发布了新“24孝”行动
标准。“教父母学会上网”、“带父母去旅行
或故地重游”等内容一经发布，便在网络上引
发广泛讨论。有人表示支持，称作为子女应当
为父母做到这些。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
有的太宽泛且不切实际。

今年5月11日，寿光面向全市征集“孝德
24条”标准，得到市民踊跃参与。5个月来，
全市孝亲敬老讨论热潮热度不减。

9月28日下午，参与寿光“孝德24条”标
准讨论的评委们聚到一起，对“孝德24条”的
投票情况和征集情况进行讨论。评委们各抒己
见，同时要求标准制定一定要符合寿光本土民
情，既要包含物质层面，也要包含精神层面，
真正成为每位子女认真执行的标准。

“古24孝深入人心，但这些典型有些是传
说、有些是愚孝，当下再宣传古24孝已经过
时。我们应该对古24孝文化传承，制定出符合
寿光标准的‘孝德24条’。”评委王茂兴说。

9月18日，81岁的市民李铭义投上了自己
的“孝德24条”选票。“我认为这件事对全社
会的意义极大，也体现了对老年人的重视和尊
敬，我必须认真选择，然后投上一票。”李铭
义说。

“这次征集活动，给我们做子女的提了个
醒，应该多关心父母。”李铭义的次子李学林
说，“同时，活动也为子女尽孝提供了参考标
准。孝顺不孝顺，先看看这24条自己符合几
条。”

寿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莹认为，何为
孝、如何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久病
床前侍奉双亲是孝，让父母老有所养是孝，经
常沟通打开父母心结更是孝。”徐莹说，让老
人健康长寿，更要活得精彩。孝不仅是对待自
家老人的人伦本分，更是“老吾老及人之老”
的大爱无疆。

拿着投票单里的待选“孝德24条”，田柳
镇北岭村村民王美娟说：“其实孝就是爱，是
小爱更是大爱。心里装着老人、念着老人，子
女能做到的绝不止24条。”

目前，寿光“孝德24条”标准已过初审。

寿光积极倡导孝亲敬老风尚

票决“孝德24条”
引发热议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今年以来，寿光市人社局在重点

业务布局上以“四转四化”为切入，就业优先战
略、人才强市战略得到有效贯彻，社会保障、劳动
关系等工作在创新中稳健推进，人社事业实现了持
续科学发展。1至8月份，寿光全市实现城镇新增就
业7421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385人。

推动就业工作由数量就业向质量就业转型，努
力实现城乡统筹就业一体化。统筹做好重点群体就
业工作，落实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开展“创业助推
1+3”活动，提供小额担保贷款579笔4006万元，带
动就业3474人。

推动社会保障工作由城乡双轨制向单轨制转
型，努力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稳慎推进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整合，新农合基金的审
计和2014年度的筹资工作已全部完成，基金运行安
全平稳。目前，寿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83 . 9万
人，筹资3 . 44亿元。

推动人才开发工作由单纯的人才中介向多元共
融转型，努力实现项目建设与资源开发一体化。积
极实施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承办了寿光专家
人才创新创业家乡行活动，先后引进高层次人才
292名。组织20多家企业到济南、青岛等地院校
“抱团”招聘，招揽实用型人才1000多名。

推动劳动关系工作由事后调处向全程调控转
型，努力实现领导与群体、过程与手段综合协调一
体化。全面推行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加大劳动监察
执法力度，强化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共受理监察、
争议仲裁案件1255件，为劳动者挽回各类损失1174
万元，全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按照建设品质寿光的新
要求，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转型为基调，积极作
为，努力提升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开发和劳
动关系建设工作质量，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
实的人才支撑和社会保障。”寿光市人社局党委书
记、局长汪秀丽表示。

1至8月

新增就业7421人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张玉娥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农业开发项目如何实现零风险？

怎样把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成农民满意工程、廉政
示范工程？寿光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的办法是：
在“隐蔽工程”建设过程中实行“三审制”管理。

隐蔽工程量在工程总量中所占份额举足轻
重，隐蔽工程建设过程中也容易掺杂使假，因其
“隐蔽”的特性和隐蔽工程建成后一般不允许再
对其进行破坏性还原检验，所以工程承建方因受
利益驱动，会绞尽脑汁做手脚。而“三审制”管
理则可以杜绝这一现象。开工前对工程建设所需
材料标准、规格进行审核把关，不符合标准要求
的一律不准进入工地。施工期间对开挖的渠、沟
深度、宽度、长度是否符合实施方案的要求，位
置是否与方案的一致性等进行审查。不一致的必
须改正，否则不准进入下一道工序。完工后进行
单项工程审查验收。

“三审制”防

“隐蔽工程”搀杂使假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今日，寿光取消了房地产业的雷

电灾害风险评估、防雷设计图纸审核、防雷装置施
工质量及竣工验收检测等技术服务费和一般建设工
程抗震设防要求审核的收费。

此次只是取消了一般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
审核的收费，重大建设工程等项目并未取消。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山东省防
震减灾条例》要求，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
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
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由具有相当资质的中
介机构按规定作地震安全评价，并收取相应费
用。

两项房地产服务费

被取消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市交通运输局日前决定：每

年设立200万元县级道路小修维护专项资金，对道
路小修小补实行专款专用。今年第一批近30条县道
的小修维护工程已经开始实施。

县级道路小修维护专项资金适用于路面挖补维
修、灌缝、流水槽维修、标志安装维护等工程量
小、投资少而又急需维修的道路维修项目。首批近
30条县道小修维护工程已于8月22日开始施工，投
资约160万元，目前已全部完工。

县道小修维护专项资金

设立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民政局联合财政局

下发《关于提高农村低保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的通
知》，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年
2700元提高至3100元，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标准由每
人每年6400元调整至每人每年7000元（包含水电暖
费用每人每年1600元），农村五保分散供养标准由
每人每年3600元调整至每人每年4000元。

据悉，新标准从2014年7月1日起执行。近期，
寿光市民政局将对调整部分进行补发。

寿光提高

农村低保和五保标准

青少年经典诵读电视大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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