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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梦 新期待

让美好愿望照进生活现实
◆
编
前
语

站在2015年的起点上，饱有生活热情的人们对新的一年都会充满憧憬和期待。本报记

者近日深入基层，走进不同行业群体当中，倾听不同个体的故事，记录下他们的新年心

愿，陪他们共同放飞新的梦想。

□ 本 报 记 者 郑莉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解骞

1月4日，记者来到岱岳区粥店街道上旺村时，
正巧临近粥店中学的放学时间，不少等待接孩子的
父母正聚在学校周围聊天。“以前这个村的路又窄
又不平，从这里路过能硌了车底盘，我们都绕着
走。韩书记来了这几年，这条路彻底变了。”正在
等待接女儿放学的曹家村村民冯先生告诉记者。

未见其人先闻其事，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增加了

记者对韩晓辉这位先后被授予泰安市“优秀大学生
村官”、“泰安好人”等荣誉称号的“大学生村官”的好
奇。

随后在上旺村村委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他。
韩晓辉2008年毕业于聊城大学，同年通过选拔考
试，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2011年5月开始担
任上旺村党支部书记。

上旺村是一个回汉两族村，2011年新的两委班
子成立之前，由于各种原因，该村9年无村委，6年
无党支部，村庄长期得不到发展，打架斗殴、上访
等事件时有发生，村内各项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是

令上级领导头疼的“乱村”。
“我刚到上旺村任职时，村集体账户上只有

4779元，要想给老百姓办事，村集体没钱不行，当
时只能靠回收欠款、对上争取，或者向驻地企业伸
手，但这总不是长久之计，为此，我下决心一定要
把集体经济搞上去。”韩晓辉说。

在对全村资源、资产进行全面摸底的基础上，
利用收回的欠款，韩晓辉带头首先对村集体的两处
闲置厂房和村办幼儿园进行了修缮，通过公开对外
发包，村里每年收入租赁费5 . 6万元；又对泮河两
侧的闲置河坝进行重新规整，整理出河滩面积15
亩，通过发包每年为村里增加收入1 . 6万元。这两
项收入让村集体有了“第一桶金”，也让上旺村人
对发展集体经济有了更大的信心。

如今，上旺村不仅村集体经济发展得有声有
色，村居环境和村民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改善提升。
总长1900多米的村主要街道硬化完成，新安装路灯
42盏；新建1000余平方米文化广场、体育广场，配
置健身器材40余套；新建500余平方米幼儿园；定
期为老年人免费健康查体，提高学生乘车补助，面
向全村发放春节福利……

在2013年粥店街道科学发展观考评中，上旺村
由2011年排名末尾的28名提升至第10名，实现了由
“乱村”向和谐发展村的转变。

从最初抱着“先找个工作”的态度考了“大学
生村官”，到现在将这个“乱村”建设为排名靠前
的村，韩晓辉说，他得到了很多历练，尽管当时一
起录取的50名“大学生村官”基本都通过考试升职
或者转行了，但他更希望扑下身子把上旺村搞好。
在新的一年里，他打算抓住高铁片区整体开发的机
遇，推进旧村改造，并继续推进村集体经济建设，
增加收入，让村民的日子过得更红火。

□ 本 报 记 者 姜斌 王佳声
本报通讯员 李欣

心脏外科是医学界尖端领域，而小儿心脏外科
又是尖端领域中的尖端，充满着风险和挑战。在上
个世纪90年代之前，小儿心脏外科几乎是山东众多
医疗机构的盲区，相当一部分患儿家长遭受了失去

孩子的痛苦，这深深刺痛了学医的张爱华。
“只有掌握了这一尖端领域的核心技术，才能

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才能为患者带来健康和幸
福。”张爱华酝酿着一定要在小儿心脏外科这一高
风险领域取得突破。在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回
到家乡，成为了泰安市妇幼保健院的一员，并着手
成立了小儿心脏外科。

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张爱华将很多孩子从死
亡线上拉了回来。仅2014年一年，就成功救治了
150余例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其中危重患儿近30
例。

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为新生儿的7—9‰，已
成为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有效
的治疗方法是及时手术，一旦心脏发生不可逆损
伤，将错过最佳手术时机。

张爱华介绍说：“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水平严
重影响到国民的平均寿命，为此，国家出台政策让
患儿接受免费治疗。但遗憾的是，通过我们的日常
工作发现，很多患儿父母并不知道有这个的政策，
好多患儿是因为家贫到了不做手术不行的地步，才
来我们这就诊，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我希望通过媒体能够让更多的家庭知道这个
政策，使更多患病的孩子得到及时的治疗，重新获
得健康。”最后，张爱华向记者道出了他的新年期
盼。

□ 本报记者 刘培俊 王佳声

1月6日凌晨4时，泰安城区道路上的车
辆还不多，58岁的齐克利在泰山火车站广场
附近，借着昏黄的路灯清扫路面。齐克利的
责任区是龙潭路一段2公里多的路面，清扫
一遍要将近两个小时。

“我负责的这一段路是泰城的门面，得
用心打扫。”齐克利边打扫边对记者说，火
车站广场周边乱搭乱建的棚厦拆除后，卫生
条件好多了，清扫压力减轻了不少。

6时20分，妻子李英做好早饭就来接齐
克利的早班。“她给我做好饭就来接班，我
休息一会儿就回来跟她一起打扫。”齐克利
说，他跟妻子一起扫街3年多了，虽然每天
很忙很累，但过得挺充实的。

在做环卫工前，齐克利是泰山上的一名
挑山工。从1982年开始拿起扁担，一直干到
2005年。“那时一天能挑两三趟，大约有四
十来块钱的收入，勉强养家糊口。”齐克利
说，他接的活都是短途的，最高只到泰山三

官庙。2005年夏天，因小腿意外骨折，不得
不放下了扁担。

腿有伤，干不了重活，齐克利寻思来寻
思去感觉做环卫工最合适。妻子担心他行动
不便，怕他出意外，为了照顾他，就跟他一
起当了环卫工，共同负责一个片区的环境卫
生。这个片区有火车站、医院、大型超市等
重要节点，人流量大，随之而来的环境卫生
问题也较为突出。

一天到晚，2公里多的路不知道要来回
走多少趟。在齐克利眼中，“城市道路好比
人的脸蛋，弄干净了，心里才舒服。”

看着城市面貌越来越好，齐克利向记者
说出了两个新年期盼。

一盼他的户口能迁到泰城。妻子跟孩子
的户口都在泰城，但他的户口却在祖徕镇的
老家。“一家三口的户口不在一起，心里总
觉得不得劲，今年能把户口落下就好了。”
齐克利说。

二盼涨工资。齐克利说，他跟老伴儿每
月的收入为1500元，除了生活费还要兼顾孩
子的生活费，生活压力大，希望今年工资也
能像物价一样跟着涨一涨。

□ 本报记者 郑莉 王佳声

“childhood这个单词的意思是童年，同学们回
忆一下自己快乐的童年，然后可以举手跟大家分享
一下。”1月5日，记者走进泰安市泰山学院附属中学
时，教师吴红正在给初三2班的学生上课。

课后，吴红告诉记者，课上自己所使用的是
“任务驱动型”教学法，正是她在2000年结合新
课程教学要求和教学实践总结出的教学模式，通
过给学生设定语境、下达任务，让他们模拟场景
练习写作和对话，从而能学以致用。吴红一直致
力于新英语教学法和校本课程的开发，目前还总
结出了“三段七步”教学法等更侧重学生能力培
养的教学方法。

“学生在这里不光是上学，而且是他们人生
中的一段历程，所以比起教书，我更注重育
人。”已经有23年教学经历的吴红，除了教学成
绩名列前茅，还深受学生喜爱。

她表示，“学困生”更需要鼓励和关爱。
“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尽管成绩差，但是我发现他
出现心理问题后，经常和他谈心，为他提供发泄

渠道，并且定期去做家访。这个孩子成功完成了
中学学业，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副总经理，成为了
一个支撑社会和家庭的人，所以对于这样的孩子
我们不能否定。”

2015年是吴红从事教师职业的第24个年头，
她有三个愿望。

一是希望能有更多走进先进地区学习的机
会。“教学最怕的就是闭门造车、重复自我。”
吴红说，尽管自己有一肚子的经验，但是不知道
怎么提炼，希望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先进同行、专
家学者，学习国家级、省级先进的教学方法。

二是希望学生少些压力。吴红告诉记者，回想
起课堂上自己问学生有没有快乐的童年，竟然没有
一个孩子举手，这让她很难过。“现在的孩子承担了
太多压力，考试带来的潜在压力、家长给学生施压，
以及由此带来的教学上的严格。我希望整个社会能
对学生宽松一些，除了升学更注重孩子的全面发
展，让孩子都有快乐童年的美好回忆。”

三是对自己的企盼，希望新的一年能更快乐
地工作生活。吴红表示，自己非常喜欢教学和这个
学校，但是因为职务多、工作繁忙，私人空间少，所
以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把工作和生活调节好，能给自
己留出大段的时间来看喜欢的书和旅行。

□ 本报记者 刘涛 王佳声

在2014年举行的全国山东快书大赛中，由肥城
市曲协选送的姬生虎和赵墨涵分获少儿组银奖和铜
奖，这让肥城市曲艺协会主席徐辉颇感欣慰。

“现在我们协会的会员有50多人。”徐辉说，
虽然队伍不算小，但在现实中曲艺发展真的很难。
他曾带队到肥城15个乡镇巡回演出，主要是为了培
养受众群体。徐辉深刻地记得寒冬腊月里演员为乡
亲们卖力表演的场景，“一场演出下来，我们每个
人都冻得浑身发抖，得到的酬劳仅仅是一斤半菠
菜。”

一场大型演出，从组织到排练再到演出，没有
几天时间是做不来的。“光演员就百十号人，如果
仅得到很少的报酬，还不如出去打工。”徐辉说，
况且这样的演出机会一个月也没有几场，仅靠卖艺
混口饭吃怕是很难。

随着曲艺人才的流失，好的创作也越来越少，
许多作品被演绎完后，很难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徐辉称精品少，很大原因是创作者脱离了生活和群
众，写出的作品不真实。

要想使肥城的曲艺后继有人，还要从娃娃抓
起。几年前，徐辉到学校去宣传曲艺文化，试图让
曲艺走进课堂，虽然效果与当初想象的有所差距，
但至少为曲艺的传承发展迈出了第一步。通过这次
经历，他认识到人们对曲艺的了解还停留在传统观
念上。

“孩子不去学习曲艺，并不代表孩子不喜欢，
关键是家长的观念。”徐辉说，他们认为搞曲艺没

什么出息，致使孩子从一开始就被限制在曲艺的大
门之外。去年暑假他办了一个快板辅导班，免费教
孩子学习快板，但报名的屈指可数，最后到班上学
习的只有三人。

现在只要听到有孩子说想要学快板，徐辉心里
总有种莫名的兴奋。一次他在公园里练功，一个六

七岁的孩子跑到跟前对他说想学习打板，他乐了好
几天。

“新的一年，我最想做的就是发现和培养更多
像姬生虎和赵墨涵一样的好苗子，为肥城曲艺的传
承保留火种。”徐辉坚信，“只要孩子想学，肥城
曲艺未来就有希望。”

□ 本报记者 郑莉 王佳声

泰安是国际著名旅游城市，依托泰山风景区和
旅游大项目建设，2014年接待游客超过5000万人
次。强大的旅游市场需求推动了导游行业的发展，
马培成便是其中一员。

1月6日，记者来到泰安市诚之旅国际旅行社
时，马培成正在进行年终业务培训，他告诉记者，
旅游旺季时大家都忙着在外接团，基本聚不到一
起，现在正是旅行社进行员工培训和导游个人休
息、提升的时候。

“旅游旺季整天在外漂着不着家，还要接触各
种类型的客人，一个客人可能就会把你的热情浇
灭，所以要把这份工作当成一种爱好而不是赚钱工
具。”马培成表示，6年的从业经验，已经让自己
完全适应了这种工作状态。

2008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马培成在蓬莱做初
级导游，就是接散客作解说，这跟他想象中的带着
客人在客车上走南闯北的工作状态完全不一样，于
是就辞职回了老家泰安。最初半年仍没团可带，做
得最多的就是带着散客爬泰山。马培成回忆说：
“最开始从红门往上爬一次才赚50块钱，一天要爬
两三次。其间跟着前辈学习、转化成自己的风格，
半年后正好旅游旺季，带了第一个团。”

旅行社的广东地接团数量较多，马培成慢慢摸
索出了广东游客的特点。“广东游客大都不喜欢听

严肃的介绍，所以我就迎合他们的特点，把景区介
绍转变成小故事或者小段子的方式表达出来。记得
在曲阜，因为被我的讲解所吸引，从孔庙出来我带
的团从十几个人变成了五六十人，我想这是对我这
个最开始连旗子都不好意思举的人的肯定。”

马培成去年一年接待了28个团五六百名游客，
旅游旺季一个月最多时接待过5个团，很多时候都

是“套团”，也就是机场送走一个团后马上接另一
个团，休息时往往累得不想说话，并非旁人看起来
游山玩水那么简单。

马培成表示，导游这个职业其实是要将当地最
好的东西展现给外来游客，希望新的一年里自己能
继续保持好的工作和服务状态，得到更多游客的认
可，这是最开心的事。

□ 本报记者 刘涛 姜言明

“你看这手链漂亮吗？这是我们村的村民亲手
编制的。”1月6日，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区分局民警
付平坤一边拿着手链，一边向记者介绍说，“这串
手链由宁阳黑狗牙、肥城桃木、腊月猪惊骨组成，
还配有银器。”

现在，付平坤逢人便推销手链，她笑称自己已
是一名职业推销员。从2014年起，她开始担任宁阳
县八仙桥街道路临村的“第一书记”，村子很小，
只有138户540多口人，由于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
村里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为帮农民增收，付平
坤可谓煞费苦心，先将村里200多亩土地进行流转，
统一种上了樱花，农民除每年每人获得1000元的土
地流转费外，他们还担负着樱花的剪枝、养护等工
作，干一天能挣40元。

让村里的中年妇女也动起来，付平坤决心带领
村民一起学门手艺。去年6月，付平坤看到自家亲
戚从网上卖手链，生意挺红火，由此萌生让村民编
制手链的想法。

“我是个坐不住的人，可自从有了想法后，我
呆坐在电脑旁一连几日翻遍了有关手链的网页，并
结合宁阳当地黑狗牙辟邪的说法，最后确定我们自
己编制的手链饰物样品。”付平坤说，样品有了，
关键是如何编制，为此她还专门自费网购了一些教
学视频，空闲时就拿出来自学、研究，终于将手链
的编制方法学会。

后来，她又召集村里的一些妇女一起来学习编
法，自费购买了手链配件，供人们编制，“现在她
们基本上已经学会了。”付平坤说。为了寻找销
路，她通过微信平台注册成了微商，并把一些初期
产品放在上面展示，一星期能卖四五十件。

据她介绍，现在产品还处于试验阶段，不敢上

量太多，主要还是观察一下市场反应。“当务之急
是赶快把手链的类别、系列定下来，然后再进行大
范围推广。”

说起新年的愿望，付平坤希望在自己“第一书
记”任期结束时，能够打响手链品牌，为路临村的
村民造福。

“大学生村官”将“乱村”带成和谐发展村

韩晓辉：让村民的日子过得更红火

演出酬劳微薄 人才流失严重

徐辉：为曲艺传承保留火种

深受学生喜爱的中学教师吴红：

愿孩子都有快乐童年

齐克利和老伴儿一起做“城市美容师”：

盼望户口能迁到泰城

去年一年接待了28个旅游团

马培成：游客认可是最开心的事

“第一书记”自学手艺带领村民增收

付平坤：希望能打响微商品牌去年成功救治150余例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张爱华：把患儿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 本报记者 刘涛 王佳声

“赶紧把饭吃了，一会儿就凉了。”1月5
日上午九点半，在泰山区乐园街边的果菜摊位
上，孙照珍提着一小袋藕合递给丈夫李敬。李
敬正要将藕合塞进嘴里，又有顾客来了，他只
好匆匆把早饭放在一边，招呼起顾客来。

李敬夫妇已在这里卖了3年的蔬菜和水果。
他们的摊位从南到北长约20米，孙照珍负责水
果摊，李敬则专门招呼买菜的客人。“其实他

这是怕我累着。”孙照珍告诉记者，“冬天水
果摊冷清，我闲时给他搭把手，他都不让。”

夫妻俩是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人，他们带
着两个孩子到城里来谋生计，在附近的王家庄
租赁了一间二十余平方米的平房。3年前，李敬
还骑着三轮车拉着蔬菜满街跑，眼看着孩子渐
渐长大，跑街卖菜不再是长久之计，于是与妻
子商量决定在乐园街上租赁个摊位，自那起拥
有了固定经营场所。

3年间，摊位从五六米长扩展到约20米长，
果菜品种也从几种增加到几十种。李敬说：
“现在摊子大了，生意越来越好，平均一天能

挣百十块钱，要遇上逢年过节，挣得还多。但
是休息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一天睡眠不足6个小
时，中午趴在桌子上一会儿就能睡着。”

每天凌晨3点，李敬就要起床到五公里外的
批发市场去进货，风雨无阻。清晨6点钟开摊，晚
上10点钟收摊，一天19个小时的操劳。晚上他还
要一个人守着摊位和货物，困了就睡在马路边用
简易木板搭起的棚子里。为挡寒风，他给简易棚
围上了一层黑色塑料布，日子久了，薄膜经不住
风吹日晒，一些地方已经开裂，被吹得噼里啪
啦直响，棚内则全靠一个小煤炉取暖。

“挨一挨，冬天就过去了。”李敬说，自

己挨冻吃点苦没什么，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两
个孩子。女儿已上初中，自己还能照管自己，
儿子去年才上一年级，上下学每天要由妻子接
送。“儿子下午放学后，我们还不能收摊，只
能先把他接到棚子里来写作业，手缩在衣袖
里，冻得都握不住笔。一般得到晚上八九点才
能和他妈妈一块儿回家。孩子跟着我们算是受
苦了。”李敬说。

这几年攒了一些钱，李敬打算新年过后能
租赁一间门头房。“那样的话，刮风下雨就都
不用愁了，孩子能暖暖和和地写作业了，我也
就不用再睡在简陋的木棚里挨冻了。”

寒冬卖菜睡在路边木棚里

李敬：盼从路边摊搬进门头房

左 图：1月5日，李敬(右)给顾客称菜。 □刘涛 报道
右上图：1月5日，吴红(左三)课后为学生答疑解惑。 □郑莉 报道
右下图：1月6日，齐克利在主干道上捡拾垃圾。 □刘培俊 报道

□郑莉 报道
1月4日，韩

晓辉(左)登门入户
给村民讲解旧村改
造政策。

徐辉在集
会上表演快板。

(资料片)

张爱华 (左
四 )与同事对患儿
病情进行会诊。

(资料片)

□郑莉 报道
1月7日，马

培成(右一)为广东
游客作景区介绍。

 付 平 坤
(右一)教村民编
制手链。

(资料片)

□ 本 报 记 者 张 强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耿丽梅 李小龙

宁阳县磁窑镇泊家庄村村民郑成芝凭借玉米亩
产1196 . 1公斤的成绩，在去年举办的山东省首届

“隆平杯”鲁状元玉米高产大赛中获得第二名的佳
绩，奖品是一辆价值3万元的面包车。

“真没想到在黄土地里也能刨出金疙瘩。”近
日，郑成芝笑着对记者说。这几天，街坊邻居都来
向她讨教玉米高产的秘诀。在郑成芝看来，玉米产
量和地块、品种与管理水平密不可分。

郑成芝告诉记者，她选用的隆平206是一种高
产玉米种，发芽率在98%以上，出籽粒多，因而让

高产成为可能。种子买回来之后，拆开袋子晾了二
三天，提高了种子的活性，出来的苗既整齐又壮
实，为高产打下坚实基础。另外，与村里其他农户
相比，她晚收了几天，正常玉米生长98天就可以
掰，而她110天才收获，晚收这10多天每亩就能增
产150公斤左右。

“全省这么多种粮食的，能拿到第二名我感到
很荣幸，要是冠军的话就更完美了。”她认为距离
冠军一步之遥有两点原因：一是自身种粮技术还是
不够科学，二是参赛经验欠缺、准备不足。

“新的一年，我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挖掘玉米增
产潜力、进一步提高玉米产量上，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等下次参赛时将第一名的荣誉带回家。”郑
成芝信心满满地说。

按照郑成芝的打算，今年她要做好三件事，首
先是加强种粮科学知识的学习，掌握最前沿的种粮
技术。“在镇里农办的政策帮扶下，我要在选种、
耕种、灌溉、施肥、收获等环节做到层层把关、严
格管理，同时还要报名参加镇里组织的农业技能培
训班，学习新的种植方式和管理方式，进一步提升
自身的种植技术。”

随着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逐步推开，农村地
区粮食大户种植成为新趋势。据郑成芝介绍，2014
年她种植了7亩多玉米，今年她想再承包点土地，
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获取规模效益。“国家提倡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对种地多的农户还有补贴，希望
政策一直坚持下去，吸引更多人扩大种植规模。”
她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自己种
地致富的同时，郑成芝也想积极帮助街坊邻居，将
自身的种粮经验传授给他们。

去年在鲁状元玉米高产大赛中获全省第二名

郑成芝：今年想当种粮冠军

□张强 报道
1月5日，郑

成芝领到了在去年
鲁状元玉米高产大
赛中喜获全省第二
名的奖品——— 一辆
面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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