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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非医学需要的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
止妊娠”简称“两非”，是引发目前性别比失衡
最直接的原因。今年，全国和我省都开展了集中
整治“两非”专项活动，寿光也作出了相应部
署。

让性别结构更加合理

23 综合

自古以来，木杆秤为人们交易货物提供了重
量依据，促进了贸易的繁荣和发达。侯镇很早就
是寿光沿海经贸重镇，商贸发达，商贾云集。当
地产的木杆秤颇有名气，其中侯镇河西村的木杆
秤制作，可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间。

口耳相传的古老技艺

24 视点

1988年2月27日，益羊铁路正式开办临管运
营。运营当日，为山东30万吨乙烯厂运送了第一列
原盐，拉开了益羊铁路长达26年的货运历史。

一晃26年过去，益羊铁路适时响应城市发展要
求，由市区迁往市郊，结束了火车横穿寿光城区
的历史。

益羊铁路改线完成
寿光城区“合体”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11月27日10点，寿光市崔家劳务市场，来自商
河县56岁的王世忠正在等活，他身上穿着件八成新
的棉衣。“可暖和了，这是托了寿光人的福。”王
世忠说，“我8月份从老家来时，没带厚衣服。想
回家拿，来回路费得200多元。这不，正好寿光好
心人捐赠了一些衣服，帮了我的忙。”此外，王世
忠还领到了一床棉被。

王世忠告诉记者：“我在寿光打工十多年了，
在这里感觉很温暖，很喜欢这座城市。”

为帮助贫困家庭、外来务工者度过寒冬，11月
12日，寿光市委宣传部、市妇联等部门组织开展了
“爱在暖冬 旧衣新送”公益活动。截至11月30
日，寿光市民共捐赠5万多件衣物。这些衣物，一
部分赠送给当地需要的人，有4万件送往甘肃。

11月25日9时，孙家集街道范于村的李宗洲骑
着电动三轮车，将两大包衣物送到寿光捐赠平台。
这些衣物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李宗洲以
前家境不好，吃不饱，穿不暖，时常得到别人的救
济。“现在生活好了，我有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了。”李宗洲说。

同天，家住美林花园小区的于田夫妇来到捐赠
点，送来了3包御寒衣物。寿光市人民检察院共捐
赠棉衣、毛衣等御寒衣物312件。潍坊科技学院在
11月24日共募得棉衣2000多件。

在兆祥社区，“旧衣新送”的牌匾一挂，就有
许多居民前来捐赠衣物。“最近社区居民捐赠衣物
的比较多。工作再多，也要保证每道程序有条不紊
进行。”兆祥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宋泮华说，居民参与热情非常高，从捐赠的衣物来
看，质量都非常好，而且洗得很干净。

“我们将倡议书发放到辖区内每个小区，让社
区居民人人知晓。我们期待寿光人的爱心传递，将
这些冬衣送到全国各地的困难群众手中。”仓圣社
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郑文涛介绍，在做好捐
赠登记时，他们也对居民捐赠衣物进行分拣。

“寿光好人”李新迎一直关注着活动进展。第
一天，他报名成为志愿者；第二天，他参与整理衣
物。

“‘寿光好人’有责任，也有义务，为这次活
动尽一份力。”李新迎说。

因为热爱公益，致力于公益活动，李新迎被评
为“寿光好人”。当看到“爱在暖冬 旧衣新送”
公益活动招募志愿者时，李新迎第一时间与其他
“寿光好人”商议参与活动，很快得到20多人的响
应。

“我们出来一趟不容易，这些捐赠的衣服有些
特别新，我们想选几件好看的给老家的人寄去。”
来自泰安的李平军说，他们村比较落后，很多人一
件衣服穿好几年，将这些衣服寄回去，家里人肯定
很高兴。

“今年冬天，孩子们不怕挨冻了。”62岁的博
兴人张志芬一共领走了13件大人及儿童衣物。

2012年11月8日，寿光启动了“旧衣新送”活
动。活动号召：“捐出您衣柜中闲置的棉衣、棉被
等御寒衣物，我们将帮您捐给那些最需要的人。”
那年，共有1 . 3万余个家庭和1000多个志愿者捐赠
衣物8 . 3万余件。衣物大部分发往全国5省13个县市
区，成为当时影响全国的一件爱心公益事件，引起
新华社、人民网等诸多媒体的关注。

如今，这一活动已延续3年。“这是寿光的一
张爱心名片，也是对菜乡人善心义举的最好褒
奖。”寿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莹说。

旧衣新送，

城市变得更温暖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昨天一个小伙子上了车，急着去赶一场
篮球赛，就催着我快点开，快点开。当时下着
小雨，路面湿滑，开快了很危险。我就说，麻
烦你下去，换一辆车吧。”11月29日，在寿
光，记者搭乘的出租车司机郑晓明说，“安全
第一，再急也得保证安全。最后，小伙子不再
催了，我们平稳到达赛场。”

记者上车时，郑晓明顺手就给系上了安全
带。“有人不喜欢，觉得安全带是个束缚，我
们尽量劝说乘客系上。这样，对大家都好。”
郑晓明觉得，乘车文明不仅是司机的事，也需
要乘客配合。

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寿光开展了城市
社区、市容环境、交通秩序、集贸市场、窗口
行业、校园周边环境、公益广告等9项综合整
治行动。

“注重规范提升，严格督查督办，城乡环
境秩序得到有效改善。”寿光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文明城市创建办公室主任徐莹说，寿光
已被中央文明办确定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

对不文明行为说“不”

“前几天傍晚6点左右，在金海路上开车
时，迎面而来的一辆开着远光灯的车闪花了我
的眼，好长时间都没缓过神来。”11月25日，
寿光开心论坛上网友“我心飞翔”吐槽称，他
被远光灯闪花了眼，不小心撞上了路边的护
栏，吓出了一身汗。幸亏人没事，只是车辆有
些剐伤，花了2000多元的维修费。

寿光交警赵洪军介绍，夜晚两车交会时，
滥用远光灯，容易造成车祸。但是有些人习惯
使用远光灯，觉得使用远光灯，视野更加清
晰。其实比起使用远光灯，夜晚放慢速度行车
才更加安全。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惠民的好事，
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赵洪军说，“目前
多数机动车辆能遵守交通规则，然而还有一些
电动车、自行车、行人依然存在闯红灯的情
况，个别机动车无证驾驶。”赵洪军认为，要

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不仅需要交通管理部门的
工作，更需要市民的共同努力。

记者与5位出租车司机交谈后了解到，在
车内乱扔瓜子皮、塑料袋等垃圾，行车过程中
往车外乱扔纸屑、塑料瓶等，这些不文明行为
较普遍。

寿光通过在出租车上贴文明提示语、利用
电子屏幕广泛传播公益广告等方式，呼吁出租
车司机与乘客共同对不文明行为说“不”。

目前寿光有4家出租车公司376辆出租车。
2006年，寿光一出租车公司成立了“爱心车
队”，坚持每年雷锋日免费接送老弱病残孕以
及现役军人，每年高考免费接送考生和家长，
8年来累计爱心出车500多次。

“我们深入推进‘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组织开展‘倡导文明行车、构建和谐交通’、
‘文明有礼·畅行寿光’竞赛等活动，群众文
明行车、文明乘车、文明行走意识不断增
强。”徐莹说。

万人行动除陋习

11月24日上午，寿光美林花园小区一幢小
高层内，余力和几个人正在等电梯，一个年轻
人吸着烟进了电梯。“小伙子，把烟掐了吧。
这么小的电梯，烟味儿 2个小时都散不出
去。”余力说。小伙子脸红了，赶紧把烟灭
了。

“城市美不美，关键体现在市民行为
上。”德馨园小区的刘美芳说，她家单元一楼
住着一位年迈的老人，她经常看到不少年轻人
主动帮老人提水、提菜。刘美芳认为，正是有
了这种互帮互助的行为，邻里之间才建立了和
睦的关系。

近日，寿光组织开展“万人行动别陋习”
活动，引导市民管住自己的手和嘴、管住自己
的腿，不乱扔垃圾、乱贴乱画，不践踏草坪、
乱闯红灯，不随地吐痰、说脏话等。

62岁的王学勇是现代游园的公共卫生间保
洁员。“这里的公共卫生间所在路段人流量
大，经常在半夜都有人来。我们就得打扫，不
然就会有异味。”王学勇说，个别人如厕后，
不是没关水龙头，就是忘了随手冲厕所。这些
不文明行为，让王学勇的工作量倍增。有时个

别市民还会在公园的露天空地大小便，王学勇
只能随时清理。

“平时我们工作的大厅里，来办理业务的
人特别多。办理一些繁琐的业务，需要安静的
环境，但个别市民不顾及他人，在大厅里大声
喧哗。”寿光市人社局办公大厅的陈文亮说，
“争当文明市民，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小事做起。”

为让群众快捷办证，寿光市房产交易大厅
弹性安排窗口、灵活安排窗口，保证高峰时期
和高峰时段业务不积压。对初次办房产证的群
众，工作人员指导其填写相关资料。寿光有关
部门还组织开展“岗位作贡献、展示新风采”
等活动，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
围。

志愿者活动力量大

11月27日10时30分，距离学生放学还有半
个多小时，寿光市实验小学南门早已聚集了许
多前来接学生的家长。虽然学校旁边设有专门
的非机动车停车区，但个别家长还是将电动车
停在了马路边。20名家长自愿组成志愿者队
伍，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放学后，还有一
些学生自愿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奶奶，您的车子停在这里特别危险，请
您将车子停在非机动车停车位上。”在学校南
门西侧，一位老人将三轮车放在了马路边。后
面的车辆鸣笛示意她离开，她却以接上孩子就
走为由，占着地方不走。看到一位学生志愿者
来劝自己，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将三轮车停在
了非机动车车位里。

志愿者梁艳每天都会来接送孩子，经常会
看到一些危险场面。有的学生刚走出学校门口
时还遵守交通规则，没走多远就放松自己了，
在马路边嬉戏打闹。“这样的活动不仅避免拥
堵，还保障了孩子的安全。以后再有这样的志
愿者活动，我还会参加。”梁艳说，“我准备
在放学的时候，拍下一些不文明镜头，播放给
学生看，让学生去监督家长。”

近几年，寿光连续组织开展了“我志愿、
我快乐、人人争当文依净”志愿服务活动，近
万名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法律援助、卫生防
疫、环境保护、扶贫济困等活动100多场次，
近万名群众受益。寿光还组织开展“新年圆
梦”、“书送希望”、“旧衣新送”、“一杯
热水”等公益活动20多场次，近百万市民积极
参与。“形成了关爱他人、奉献社会、快乐自
己的浓厚氛围。”徐莹称。

如今，寿光成立了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的
“文依净党员志愿服务队”、“文依净青年志
愿服务队”、“文依净巾帼志愿服务队”、
“好人文依净”等志愿服务队56支，以各级文
明单位为依托组建的志愿服务队78个，以民间
自发成立的力量为主体的民间志愿服务组织5
支。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需要所有人的努力，寿光———

让创城成为老百姓的事儿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11月28日上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
停，寿光东郭农贸市场里却格外干净。进入市
场，只见水泥地打扫得一尘不染，蔬菜区、生
鲜区分类明确。“就像常年灰头土脸的人突然
洗干净了脸，看着真漂亮。”蔬菜区的摊主李
秀梅告诉记者，十多年来，东郭市场第一次这
么整洁。

东郭村的郭伟红时常来这里买菜。“以前
一走进来，就有一股尘土味。在生鲜区，杀鸡
的、卖鱼的，弄得都是腥味。买完东西就想赶
紧走，不想多呆。现在可以多逛会儿了。”郭
伟红说。

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寿光整治了集贸市
场，对4处集贸市场和沿街商业店铺进行了整
顿。作为老大难问题的东郭、三里、西关等农
贸市场，旧貌焕发了新容颜。

老顾客又回来买菜了

“以前来东郭市场买菜，感觉‘没地下
脚’，还经常弄脏鞋子。”正在挑选西红柿的
刘青叶说，过去东郭市场不仅有些经营户随意
摆摊设点，而且地面湿滑，经常有污水，车子
乱停乱放也很常见。

有一段时间，刘青叶觉得这里“脏乱
差”，就改去附近的大超市买菜。“最近去东
郭市场，发现乱扔的垃圾没了，摊位上的商品
也整齐了很多。觉得离家近，我又来这里买菜
了。”刘青叶称。

记者走过海鲜区、蔬菜区、水果区，摊位
上的商品摆放整齐有序，地面不见脏水。在每
个区域的过道上，没有看到车辆乱停乱放的现
象，也未发现一处乱搭乱建。

据了解，东郭市场实行精细化管理，实施
“驻场监管”。自今年10月开始，东郭市场驻
场工作人员对市场内死角处的垃圾彻底清理。
近日，又对200户摊位的牌匾进行了统一更
换。在市场内的各个区域，安装8块电子显示
屏幕，滚动播出公益广告，同时张贴了近200
张戒烟提示牌。针对市场内经常丢东西的现
象，东郭市场还将安装15个电子摄像头。同
时，市场内的商铺、熟食专柜等实行亮证经
营，确保证照齐全，无出售过期、变质、伪劣
商品，无强买强卖现象等。

“进出两难”的现象没了

东郭市场前曾经有100多个流动摊点，造
成上下班时间经常堵车。家住领世郡小区的刘
强每天上下班都经过这个路段。刘强说：“二三
百米长的路，堵车的时候10分钟都过不去。”

东郭市场祥华馅饼店负责人李冰称，以前
店铺门前拥堵不堪，尤其是傍晚时间，人都挪
着步走，有时自行车都没地方停。目前这段路
正在修，路边的流动摊点搬迁了，空出来的地
方划成了停车位。

为治理东郭市场流动摊点占道经营问题，
寿光市城管执法局开展了十余次整治行动，共
规范治理市场及周边摊点200余处，拆除乱搭
乱建13处，拆除广告牌匾8块，治理店外经营
30余处。如今，小吃摊全部搬迁至东郭市场斜
对面的院内，蔬菜水果摊则移进市场空闲区。

11月26日8点，记者从西关农贸市场经过
时，发现路上堵车的现象没有了，门口规划停
车处停放着购物车辆。“以前清早来市场买
菜，人多、货多、车多，进出两难，而且菜贩
占道经营现象较多。现在有了统一的分区，方
便多了。”在金光街上开饭店的张小莉说，每
天早上她都去西关农贸市场采购，市场规范管
理后让她省了不少时间。

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的孙灿亮说，市场里
面商贩摆得乱，市场外占道经营，来买菜的市
民乱停车，“以前送货，走出去就要15分钟。
清理整顿后，现在5分钟就能打个来回。每天
早上7点至8点的堵车现象也消失了。”

每个食品摊都有防尘设施

西关农贸市场有出租房屋180间，各类摊
位1200个。市场建成之初，是寿光规模最大、
档次最高、设备最全的综合性农贸市场。但人
多车多，脏乱拥挤也成为一大问题。

“现在市场卫生比以前干净多了，每个食
品摊上有防尘、防蝇设施，蔬菜水果也很新
鲜，在这里购物很放心。”正在买菜的寿光市
民袁翠萍说。

“市场内分区明显，商品摆放整齐，卫生
整洁，市场外没有占道经营，不再出现交通拥
堵现象。”做面条生意的福建人李华林说。

11月27日11时10分，记者来到三里市场
时，遇到了正在执勤的城管人员王勇。王勇指
着崭新的“南后三里市场”的牌子说，从牌子
到大路有30米，以前摊贩摆摊一直摆到大路那
边，现在都规划到市场里面了。

与东郭、西关农贸市场比，三里市场较为
狭窄，而且在居民区。以前，每天上午11点和
下午5点，这里挤满了来买菜的市民。

王勇和同事每天都来这里值班，刚开始有
些商贩不搬，他们就软磨硬泡地讲道理。最后
商贩们也慢慢理解了城管的工作，变得非常配
合。说话间，来往的商贩不住地跟王勇打着招
呼。

看到做炸货生意的刘国光的铁桶脏了，王
勇督促他擦洗一下。刘国光答应着说：“大铁
桶其实是炉子，用来炸鱼的，几天不擦就脏
了，我赶紧擦擦。”

从堵车、脏乱、拥挤，到通畅、干净、疏朗———

农贸市场“洗把脸”，老顾客又回来了

□高斌 王兵 报道
12月9日，在寿光市营里镇孙家庄村文化广场上，不少村民正用新安装的体育健身器材锻

炼身体。
今年，寿光市体育局投资121万元，为全市100个行政村捐赠了体育健身器材，另外为165

个村免费安装体育健身器材，现已全部安装到位。

□王兵 石如宽
报道

在寿光农村新社区，
居民在社区公园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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