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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拖欠农民工工资“说不”

为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10月底，
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
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部门联合
出台了《泰安市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收缴
管理办法》，规定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或
被克扣时，可用用人单位工资缴存的保
证金支付。

市民踊跃献出

225个“金点子”

今年下半年，泰安市开展“旅游大家
谈”有奖征文活动，广泛征集社会各界
对加快发展泰安市旅游业的意见、建
议，共同为泰安市旅游业发展献计献
策。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见 习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李金华

救助遇险游客300多人

救援是消防战士的天职，程国栋所在的泰
山中队每年都会接到七八十起救援任务，其中
以抢险救援和山岳救援为主。

11月3日，程国栋带领战士刚刚完成一次山
岳营救。一位驴友因失足掉下悬崖，幸好被生长
在峭壁上的大树一拦，掉在了断层上。谈起当时
的救援场景，程国栋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11月3日上午8时，程国栋接到命令，到天烛
峰景区增援。他与10余名战士立马换上救援服，
带着装备向事发地出发。当时坠崖者位置已经
确定，程国栋本以为能很快到达出事地点，结果
却花了四个多小时。

“我们背着十五六公斤重的装备，翻越了六
七个山头，到了中午才赶到那。”程国栋说，战士

们来不及休息，午饭也没顾得上吃，赶紧卸下装
备，实施救援。

悬崖高约百米，几乎是垂直角度，坠崖者在
山崖下约20米的位置。程国栋带领战士徒手攀
壁，找到坠崖者，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绳索将其放
到崖底，这个过程持续了约半个小时。随后战士
们用担架将伤者抬起，五六人一组，轮番上阵，
一路走了约三个小时。直到把伤者抬上救护车，
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虽然我们平时训练有素，但完成这样一次
大的救援，通常一两天才能休息过来。”程国栋
告诉记者，“山岳救援最难的其实是对求助者准
确定位。记得有一次，一位坠崖者凌晨报警求
助，“我们救援期间，能听到求助者的呼声，但就
是找不到他的位置，当时花了几个小时才将其
找到。”

自工作以来，程国栋所参与的抢险救援达
3200余次，救助遇险游客300多人。在他任职期
间，泰山中队2010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

“泰山卫士”荣誉称号。

每年训练要跑52万级台阶

13年前，19岁的程国栋高考成绩不理想，大
学梦破碎了。当时正赶上部队征兵，父母建议他
去部队锻炼一下，程国栋认为当兵虽然苦点，但
至少能在部队上学习，兴许还能考上军校。果
然，入伍后第二年，他就考上了军校。2006年被
分到泰安公安消防支队工作，成了一名消防警
官，2009年又被调到泰山中队，一干又是6年。

“你看到靠近山顶那个建筑了吗？那是南天
门。”程国栋指着记者身后的山峰说，中队距离
南天门不远。

中队一共有18名消防官兵，训练、出警几乎
占据了他们整个生活。蜿蜒起伏的防火线，是他
们10公里拉练的“跑道”；纵横连绵的山脉，是他
们实地演练的“战场”。

“十八盘有1800多级台阶，全长3 . 5公里，一

般人要花费两个多小时才能完成攀爬，而我们
只用半个小时。”程国栋说，像这样的练习，他们
一般每周要做两三次。“我们每人平均每年要跑
52万级台阶、520多里山路，通过这样高强度地训
练，每个战士都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一副铁肩
膀。”程国栋说。

像大哥一样关心战士

因居于高山，环境恶劣，程国栋与战士们的
日常生活也变得异常艰苦。他说，山顶冬天的温
度会达到零下30℃，风力有时会达到10多级，

“即使穿上军大衣，也会被冻透。”
现在虽然才11月份，但山上的温度已是零

下，自来水管早已被冻住，幸亏中队不远处有口
水井，平时他们就从那里挑水。然而水井不只供
应着中队18名战士喝水，周围餐馆饭店的日常
用水也要取自那里，一口水井常常满足不了他
们的需求，“我们满山找泉眼，有时为了打水要
跑到几公里之外的地方。”程国栋说。

中队里的给养都是从山下运上来的，平时
一周一次。“天好时，就用车将菜运到中天门，然
后再经索道运到队上。”程国栋说，这样既方便
又能节省时间。可是每逢冬天下雪，索道停止运
营，山路也被封了，战士们为了取粮，只能徒步
到山下，“我们采购完食物后，从别人那里借来
推车，将菜推到中天门，然后再用背篓将食物背
到南天们。”程国栋说。

吃饭时如果发现某个战士吃得少，他会跑
去询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战士感冒了，他会陪
着去看医生。“我这个指导员管的事比较杂，不
只管教育，管训练，还得管生活中的各种琐事。”
程国栋说，“我希望自己在他们心中不只是指导
员，更是他们的大哥。”

由于工作繁忙，程国栋给自己放假的机会
很少。他说每年他都会有20天的休假，但从2006
年以后，他只休过两次，一次是结婚时休了5天，
一次是儿子出生时休了两周。

说起自己的儿子，程国栋一脸幸福的表情。
他说，儿子才两岁，平时工作忙，没时间陪他，幸
好部队允许他一周在家里呆一天。“这一天我几
乎拒绝了所有的朋友邀约、同学聚会，只想呆在
家里陪着儿子。”程国栋说，他害怕儿子把他当
成陌生人，不找他抱，不找他哄。

□ 本 报 记 者 王佳声
见 习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宋 杰 李胜男

明朝初年为躲避战乱建村

地处肥城市仪阳镇的鱼山村，现有人口
300多人，民风淳朴。村子东、南两面靠山，东高
西低，房屋依山而建，院落选址因地制宜，依坡
而建，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地散落在半山坡上。
村庄成南北长条形，以姓氏宗族聚集居住形成
南北两村。北村以牛姓、赵姓家族为主，称北鱼
山；南村以宋氏家族为主，称南鱼山。

山上石料资源丰富，建房就地取材，建筑
材料以石料为主。街道胡同上崖下坡，蜿蜒曲
折，由青石铺就，既能顺畅排水，又能保护路
面。

据鱼山村《牛氏族谱》记载，明朝初年，牛
氏自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东面鱼山垭口有一
条通向外面的大路，西面山下是一片较平缓的
坡地，相对隐蔽。村址格局体现出古代战乱中
的村民建村的安全意识。从东面大路进村，过
了山才看见村庄，所以初到鱼山村的人，有恍
如世外桃源的感觉。

11月7日，记者来到鱼山村。站在山上，放
眼望去，古朴的门楼静静矗立在一座座四合院
的前方，好像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陈旧的石
墙、石屋更能体现中国北方山区传统建筑的古
朴庄重。

一条公路从村中通过，是村民进出的主要
道路。该路向东300米与济兖公路相接，向西800
米与桃园世界旅游观光区相连，成了外来游客
进入观光区的要道。村民介绍说，鱼山村周围
遍栽桃树，每年四月，到桃花盛开时节，站在高
处举目远眺，遍地桃花，让人心旷神怡。

村子地势东高西低，排水良好。鱼山村党

支部书记宋庆泉告诉记者：“为保证村子全天
候供水，村民在山顶建了一个蓄水池，吃水前，
先将深井水提升至蓄水池，再放入各家各户，
十分方便。”

整个村落就像一个石头阵

鱼山村内的建筑主要是传统建筑，房屋、
院落、街巷、公用设施，全用石头建成，体现出
北方山村的建筑特点和建筑风格。

记者走进一户村民家中，与户主宋宪洲攀
谈起来。今年70岁的宋宪洲依然居住在祖上传
下来的石头老宅里。他说，这座房子从他爷爷
时就有，至少有150年的历史，“我爷爷老弟兄5
个，当年共用一个大院，到了俺爹这一辈兄弟
们就多了，包括堂兄在内总共11个，每人都有
一个大院，现在我住的宅子是其中一个。”

“以前这些院墙都没有，各大院都是相互
通联的。”宋宪洲指着院子四周的古宅说，“这
些都是俺大娘婶子家的，以前串个门很方便，
不用转路。”

他又指着自家老宅的外侧墙体继续说：
“盖屋的石块都是从鱼山上起的，运回来后，还
要打磨一下，保证石头上下两个底面全是平

的，这样垒起来缝隙小，而且稳固。”
在没有石灰水泥的时代，鱼山村采用干砌

石头墙，每一层墙所选石块厚度一样，石块与
石块咬合严谨，底层厚，上层薄，从下向上，依
次递减。

“后来就在石块间用石灰勾下缝，这样房
子更严实、更板正。内墙则用石灰磨平。用石头
垒起的房屋冬暖夏凉。”宋宪洲说。

整个鱼山村就像一个石头阵，行走于阵
中，到处能看到大石条搭建而成的平顶石头大
门，还有用长方体石块砌成的拱形半圆圈门。
院落是用石块围成的石墙。街衢巷道，全用石
板或石块铺成。不规则的石块构成了路面各式
各样的花纹图案，历经岁月的侵蚀和风雨的冲
刷，使路面石头光滑平整，体现出鱼山村独特
的风貌。院中有石磨，巷中有石碾，是人们生产
生活的见证，也凸显着农耕文明。村中的宋氏
古寨门、石屋、古村、石碑，山上的奇石景观，古
寨墙，回音洞，更彰显了山村的悠久历史和文
化。

围绕古宅开展乡村游

眼下，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已推进到鱼

山村。宋庆泉说：“等到了明年村民们搬进仪阳
镇政府旁边的新房子，就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了。”

现在鱼山村有古宅60余座，每座都有上百
年的历史。村民搬出去后，古宅就空出来了。

“我们早想好了，准备围绕古宅发展乡村
游。”宋庆泉说，“不只是让游客看，还能让他们
租住。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我们都给准备好。还
打算拿出一百亩农田，让租客在村民的帮助
下，亲自在田间劳作，种粮种菜，让城里人体验
一把古村农家生活。”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提高村民收入，
还可以吸引常年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家。”宋
庆泉说，“现在村子里尽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
一旦古村游发展起来，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赚
钱，不用撇下家人跑出去了。”

宋宪洲是村里为数不多还会建造石屋技
艺的人，他说：“因为要吃苦，现在很少有年轻
人愿意学习。我儿子曾经跟我学过，但还没学
成就跑出去打工了。”

宋庆泉寻思着，通过旅游开发能将传统建
筑技艺传承下去。“我想组织一些老工匠专门
向年轻人教授这门技艺，毕竟这些古宅都已上
百年了，修修补补肯定少不了。”宋庆泉说。

从警13年抢险救援3200余次，救助遇险游客300多人———

程国栋：岱岳巅峰上的卫士

◆10月26日，在2014年全省

善行义举四德榜先模人物评选活

动发榜仪式上，泰安市公安消防

支队泰山中队指导员程国栋榜上

有名。11月6日，程国栋接受了

本报记者专访。

鱼山村：用石头垒起的古村落
计划明年开展古宅乡村游

◆自肥城市区南行3公里，济兖路西

侧有座形状像鲤鱼的山，当地人称为鱼

山。鱼山南北走向，从东面翻过此山，西

面山腰处有一个小小的村子，村子依鲤鱼

山而建，故起名鱼山村。村中的老房子全

部用石头垒成，虽历经数百年，整体村貌

依然保存完好。

■探访省级传统村落②

▲程国栋(前排右一)带领战士对受伤游客施救(资料片)。

□刘涛 报道
11月7日，鱼山

村党支部书记宋庆泉带
记者进入一户农家大院
时，经过一道石门。他
说村里石门的样式有很
多，这是最简单的。

□记 者 姜言明 见习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徐 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0月29日，对徂徕镇南上庄村
的村民们来说是个值得关注的日子。平常安静的
村委大院变得格外热闹，全村128名党员和93名
村民代表聚集到这里，参加村党支部换届选举。
党员刘子嵩放下手头的农活儿赶了回来：“村换
届关系到能不能选出大家伙公认的当家人，也直
接关系到下步的村级发展和我们老百姓的切身利
益，今年的换届选举俺格外放心，在这之前俺们
都已经填好调查表了。”

这是岱岳区村（社区）“两委”换届的一个缩
影。刘子嵩口中的“调查表”，是本次村(社区)“两
委”换届过程中，岱岳区创新推出的《实名制选前
调查问卷》。“为避免‘有意见选前不提选后才说’
的情况，在民主推荐村（社区）‘两委’成员候选人
前，各乡镇（街道）组成工作组，组织参与推
荐、选举的党员群众进行了实名制问卷调查。主
要了解是否存在拉票贿选现象、拉票贿选的具体
行为和详细线索、对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建议
等。”岱岳区委组织部组织员办主任吴钦波介
绍，对发现存在拉票贿选的，村（社区）“两委”换届
领导小组立即开展调查核实，调查结论向党员群
众公开，没有结论一律不进行推荐或选举；经深入
调查认定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分别由组织、纪
检、公安等部门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并取消候
选人提名资格。

岱岳区针对不同情况，制定了“一村一策”换
届工作预案，每个乡镇（街道）逐村定性分类，建立
台账，对重点关注哪些村、哪些人，面临哪些矛盾，
做到心中有数。

今年，岱岳区把村（社区）“两委”换届当作“一
把手”工程来抓，区委书记与每名乡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签订“军令状”，明确“前期筹备、调查
摸底、资格审查、组织选举、后续工作”等环节的具
体职责，确保换届选举过程中，法定程序不变通、
规定步骤不减少、党员群众民主权利不截留。

“我们按照‘选准当家人，带强一个村’思路，
坚持从‘好人’当中选‘能人’，严把候选人标准条
件，严格资格审查，确保选准人、选出最合适的
人。”岱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明法介绍说，“同
时，必须保证当选后的支部书记有足够的能力抓
党的建设、抓村级事务、抓为群众服务。”

据吴钦波介绍，本次选举过程中，岱岳区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下发了2000份《关于维护村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秩序的通告》，对以恐吓、
伤害、毁坏财产、破坏名誉等手段进行要挟，迫使
选民、候选人不能自由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以
捏造事实、颠倒是非、串联煽动、造谣惑众等手段，
影响选举正常进行；雇用、唆使不法人员进入选举
现场，扰乱现场秩序等10种破坏选举行为进行了
明确界定，并明确了依法警告、罚款、拘留、追究刑
事责任等措施。

同时，区两级成立专门信访组，公布办公地
点、举报电话，安排专人值守，岱岳区12380举报平
台、“岱岳民生”网站同步受理换届选举举报案件。
截至目前，岱岳区换届办信访组共受理信访举报
19件，乡镇（街道）受理85件，全部在5天内处结，先
后对7名违反换届纪律的党员、群众作出严肃处
理，保证了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目前，岱岳区90%的行政村已完成村党组织
换届选举，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将于12月底
前全部完成。

岱岳区村（社区）“两委”换届

作实选前调查

“好人”中选“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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