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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松高 彭辉
本报通讯员 王艳华 阮宝勇

在今年7月份刚刚结束的全省城乡环卫一
体化农村群众满意度电话调查中，威海市环翠
区群众满意率高达99 . 2%，在全省全部县市区中
位居第一名。

作为一项今后常抓不懈的工作，“夺冠”之
后，环翠区城乡环卫一体化的工作重心放在了
两个方面：一是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确保农村环
境卫生问题不再反弹；二是推动优美环境向家
庭延伸，促进农村群众文明素质不断提升。

顺民心———

要“面子”更要“里子”

房子不分新旧，全部新刷的涂料；街道不分
宽窄，水泥路面一尘不染；不管房前还是屋后，
鸡笼草堆一概不见。8月12日，来到环翠区羊亭
镇南小城村，村里的环境卫生堪比城市居民小
区。

不养鸡了，怎么吃蛋？不堆柴了，怎么做饭？
面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于春芹大妈说，“鸡还养
着，只不过养在院子里了，不能放出去到处拉；
村里在南面果园边上腾了块地方，家家户户的
柴草都统一堆放在那里，随烧随取，非常方便。”

“不能因为整治环境而让群众的生活变得
不方便，我们在每个村都统一划定柴草堆的同
时，还为每家每户每年供应两罐液化气，镇上每
年支出200万元。”羊亭镇党委副书记黄晨说。

柴草堆、垃圾堆、粪堆是农村最显眼的污染
源，环翠区“第一刀”砍向“三大堆”。从今年6月
份以来，每个村子都打了一场存量垃圾“歼灭
战”，有些村子几十年的垃圾堆都被清了出去。
抓大不放小，环翠区在细节上下功夫，河道水沟
的漂浮物、绿化带里的杂物、林地耕地里的反光
膜、塑料袋等都成为清理对象。

在治理过程中，环翠区把握两个原则，一是
不增加群众负担，二是不影响群众生活。羊亭镇

财政出资1000多万元，将全镇民房统一喷刷涂
料，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几十年的老房子也焕然
一新。有些村还借环卫一体化的契机，不断提升
村庄硬件环境，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南小城村
多方筹措资金，对村庄道路进行了重新硬化，安
装了50多盏太阳能路灯，还新打一处深井，提升
了自来水水质，让群众得到全方位的实惠。这次
省里测评高达99 . 2%的满意率，正是环翠区推进
城乡环卫一体化尊民意顺民心的直观反映。

严考核———

有新法子又有“笨”法子

在环翠区城乡综合管理办公室，有一个信
息指挥中心。来到大厅里，只见一块大屏幕前，
端坐着七八名工作人员，他们随时监控着城乡
各个角落，一旦发现环境卫生方面的问题，就立
即派单处理。

工作人员随机打开一个村子的监控视频，

随着镜头的拉近，街面上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
垃圾桶上的字都历历在目。“如果我们发现哪个
村子出现环境卫生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会对视
频进行截图，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各镇办，由他
们安排村里的保洁员进行处置。处置完成后，他
们会及时反馈，我们就对处置后的情况进行截
图存档，这个案件就算处置完毕。”城管办督查
考核科工作人员王秀梅说。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环翠区每个村子
都在重点位置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多的能有十
多个，通过视频监控，我们对农村环境实现了信
息化管理。但有了新法子，我们也没丢‘笨法
子’，每个月都会组织人员对全区农村进行一次
环境卫生普查和两次抽查。”环翠区城管办主任
林海涛告诉记者。

环翠区在区镇两级都建立了“日督导、周小
结、月考核、季观摩、年总评”的环境卫生长效管
护机制。在每月的全区考核中，检查组每村必
到、每街必看，发现问题的地方拍照存证，问题
单位整改以后同一角度拍照销号。

“各镇街每月的考核名次都在全区通报，谁
排在后面也不好看。我们建立了压力传导机制，
对每个村子也进行考核排名，将各村的考核结
果与保洁员的工资待遇挂钩，让他们在感受压
力中保持工作动力。”温泉镇党委副书记徐长海
说。

提素质———

从村洁到家净，从美化到文化

来到张村镇王家疃村阮学莲大妈家中，门
外满树的梨子已经泛红，院里的葡萄架上串串
葡萄快要碰到人头。虽已立秋，但天仍很炎热，
屋里屋外不见苍蝇，也闻不到一丝异味。

“我家里去年改厨改厕，一共花了不到3万
块钱，政府补贴了一万六。”阮大妈说，“有了水
冲厕所，家里没了异味，也不招蚊蝇，厨房安上
了油烟机，做个饭再也不烟熏火燎了。”

“村里变干净了，老百姓对家里的环境要求
也提高了，政府出台政策鼓励群众改厨改厕，村
里有88户村民拿到了政府补贴。”王家疃村妇女
主任李向君告诉记者。

村洁向家净延伸，美化也在向文化延伸，城
乡环卫一体化引起了连锁反应，不但改变着村
庄的面貌，还鼓了钱袋、富了脑袋。王家疃村位
于国家森林公园里口山脚下，村里顺着山势沿
着河道建设了文化墙、文化栏，展示着村里的人
文历史、地理物产和秀美山川，不断丰富着村里
的文化内涵。不少画家慕名而来，在村里开起了
画院，一些头脑活络的村民办起了农家乐，吃上
了“旅游饭”。

村庄变美了，农民的行为自然就文明了。南
小城村于春芹大妈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原先村
里到处是鸡粪污水，出个门得踮着脚走，现在出
门乘凉不用带马扎子，直接坐地上都行。谁还好
意思往街上泼脏水、扔垃圾？”

环翠区因势利导，把城乡环卫一体化作为
提升人的文明素养新契机，借势推行农民素质
提升工程。以实现乡村文明特色文化村全覆盖
为目标，环翠区通过在每个村居建好特色文化
一条街、特色文化墙，用“一村一特色、一村一主
题”的环境文化氛围，实现农村净化向文化的纵
深推进，让居民时刻感到安心、舒心，提高幸福
指数；通过加强和完善“善行义举四德榜”建设，
选拔出一批身边好人，推广一些身边好事，发挥
典型的引领作用；扎实开展“新农村、新生活”培
训活动，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质。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徐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有点紧张，说得不

好，让大家见笑了。”8月7日上午，泰安
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大陡山村的接待中心会
议室里分外热闹，70岁的村民张兆兰老人
走上台讲述了村里的感人故事，博得了台
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大陡山村是位于泰城西部的一个山
村，被称为泰山脚下民俗生态休闲第一
村，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在村里生活了
大半辈子的张兆兰老人见证了这里发生的
点滴变化。“村里发展得好，村风民风
好，群众日子过得好。”聊起大陡山村，
张兆兰老人口中的“好”字说了一大串，
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言语间，吐露出了大陡山人的幸福和
难以抑制的真情。“俺都这把年纪了，还
能登上台和大伙啦啦心里呱，真是没想到
啊。”张兆兰老人笑着说，前几天，她听
说区里要来村里举办“百姓故事会”宣讲
活动，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了名，没想
到自己真的“被录取”了。

记者了解到，在这次宣讲活动中，像张
兆兰老人一样的义务宣讲员还有6人，他们
挖掘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
英雄”和“凡人善举”，展现了一个个真实的
当地故事，传递着社会的正能量。

“这些虽朴实但真实感人的故事很接
地气，我想搜集更多故事，有机会再参与
到活动中。”宣讲员申燕说。

“我们没有请专家学者，请的都是普
通人，把话语权交给普通群众，让宣讲活
动更贴近群众，取得了更好的宣传效
果。”岱岳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区已组织宣讲团深入社区、村举办“百
姓故事会”4场，受到群众广泛欢迎。

“岱岳百姓故事会以真人、真事、真
心话、真感情、真感受，讲述亲历、亲
为、亲闻的故事，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成为实现群众
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生动实践。”岱岳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雷建民说。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孙文 曹元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8月10日，在淄博市临淄

区，一则题为《临淄区辛店街道安乐店村李
大娘患尿毒症，20亩果园无人采摘》的微
信，通过满德慈善微信公众平台在朋友圈广
为转发。仅一天多的时间，全城爱心接力，
20亩果园就基本采摘完毕，解决了李大娘一
家的燃眉之急。

李大娘和老伴李守礼种植了20亩果园，
品种有葡萄、苹果和梨，是老两口最重要的经
济收入。3年前，李大娘查出患有尿毒症，3年
来，李大爷每周都会陪着老伴做3次透析。每

年到果园收获季节，采摘就成了老两口最发
愁的问题，人手不够，采摘时间还很集中，摘
不及时果子可能烂掉。

李守礼大爷回忆说，第一个把信息放到
朋友圈的是一名中年男性，具体是谁他记不
清了。“我送老伴透析回来，找钱给他的时候，
他看见医药单子了，得知我老伴得了尿毒症，
就把单子和情况一起给发上了。”

微信朋友圈一直有虚假信息充斥，不少
市民也担心这则爱心微信是不是假消息。满
德慈善办公室主任秦秀玲，一大早帮忙进行
了确认证实，“我是从爱心志愿者那里了解到
了李大爷的难处，最让我感动的是，李大爷虽

然家有难处但不要捐款，只想靠自己劳动！”
秦秀玲在落实真实性后，又添加了采摘

地址、联系电话、品种价格等内容，再次以“满
德慈善”的名义进行了广泛转发。

“我的电话一天来都被打爆了，索性直接
赶到李大爷的果园，人一拨接一拨地来。有的
一下子摘了很多，说回去给亲戚朋友分一分，
其实是想帮助老人解决难题。”秦秀玲仍旧沉
浸在喜悦之中。

有的爱心人士想多给李守礼些钱，却被
他婉言拒绝了。“大家远道来到果园帮助采
摘，已经帮了我和老伴大忙，我可以安心地照
顾老伴儿了！”

威海市环翠区在取得上半年全省城乡环卫一体化群众满意度第一名后，把工作重心放在

建长效管护机制和农村文明素质提升上———

“夺冠”之后怎样领跑

关键词：城乡环卫一体化

□贾鹏 报道
本报乐陵讯 8月13日，在吉林省长春市

东兴集团举行的乐陵市青少年教育基金捐赠
仪式上，乐陵市委副书记、市长曲锋郑重地从
田金运先生手中接过200万元支票，用于设立
该市首个青少年教育基金。至此,田金运10多
年来为家乡的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捐款累
计已达800多万元。

田金运是乐陵市黄夹镇田集村人，1969年
入伍，转业后创办了吉林东兴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他数十年勤劳拼搏，专心经营，终使事
业兴隆发达，成为颇有建树的实业家。故土根

深，游子情长，田金运爱乡情深，心系家乡。
2003年，他捐资45万元为田集村打了一口450
米的深井，结束了家乡人世代喝咸水的历史；
2003年,他出资承办了在长春召开的“山东省
乐陵市(长春)招商恳谈会”；2006年，他捐款200
万元修葺明代乐陵文庙。2010年，他捐资200万
元，为田集村修建一所高标准小学；2011年，他
为建文化名人孙轶清纪念馆捐款100万元。

今年7月底，田金运接到了乐陵市黄夹镇
金昀希望小学的来信，让他备受感动。8月12
日，乐陵市长曲锋带队前往沈阳、长春招
商，在与东兴集团进行洽谈时，当田金运获

知乐陵政府有关设立教育基金的想法后，当
即决定再向家乡无偿捐资200万元，支持家乡
设立乐陵市首个青少年教育基金，以此带动
更多的乐陵乡贤和爱心人士加入到这个平台
来捐纳善款，让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事业
上，让家乡更多的孩子接受更加良好的教
育，得以健康成长。

当笔者问起田金运十多年来，拿出800多
万元，回报家乡究竟是为了什么？田金运一
脸坦然地说：“家乡是生你养你的地方，是你
的生命历程中的根，回报家乡不需要理
由！”

岱岳区

“百姓故事会”

群众担纲主角
6名义务宣讲员传递正能量

一条微信引发全城爱心接力

“回报家乡不需要理由”
实业家田金运捐资200万元，设立乐陵首个青少年教育基金

□张骞 报道
本报武城讯 2013年3月至2015年6月，省气象

局第一轮“第一书记”工作组圆满完成对武城县李
家户镇四个帮包村（李家户村、魏庄村、刘王庄
村、张庄村）的帮扶工作。

驻村帮扶的三年时间，省气象局“第一书记”
工作组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省
气象局领导多次到村里实地考察帮扶情况和工作进
度。“第一书记”更是把乡亲们当亲人，把村里的
事当成自己的事，得到了乡亲的拥护和信任。

要脱贫，就要改变落后的生产理念，就要引进
先进的生产理念和技术。“第一书记”多次组织各
村支部书记到现代农业发达地区实地考察、学习经
验。结合李家户镇实际情况，利用省气象局自身技
术优势，“第一书记”工作组开发了“第一书记”
网站(http://120 . 27 . 55 . 138)。网站包括李家户镇情况
介绍、“第一书记”相关政策介绍、帮扶村情况介
绍、农业科普知识等信息。网站为第一轮次李家户
镇帮扶的9个帮扶村及第二轮次5个帮扶村设置了管
理员权限，通过网站可以发布农产品供求信息，实
现资源共享与互补，帮助帮扶村加快脱贫致富步
伐。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赵帅 李升芹 报道
本报禹城讯 8月8日，禹城市群贤居小区东

侧，占地面积约1 . 1万平方米的大型集贸市场开业
运营，共有550个摊位、商铺进场，销售时令蔬
菜、水产、家禽肉类等，现场人头攒动，很是热
闹。

据悉，禹城群贤居小区是该市高新区最大的小
区，附近居民密集，此前流动摊贩没有固定的经营
场所，占道经营现象屡禁不止。“以前集贸市场离
家远，买菜要跑很远的路。”家住群贤居的裴建国
老人告诉记者，他去一趟菜市场，来回要跑5公
里。现在，这一烦恼没有了。

今年，禹城市以建设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生活之
城、幸福之城为规划目标，根据群众意愿及调查情
况，下大力气解决城区集贸市场布局不合理、环境
卫生有缺陷、地下管线和配套共建设施不齐全等问
题。该市投资过千万元，在城区范围内改建、新建
16处集贸市场，其中整治改造禹王、市中等6处市
场，新建群贤居、火车站等10处市场，同时修建公
厕、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此次规划建设完成后，居住人口稠密地区500
米范围内会有1处集贸市场，人口稀少地区与工业
园区集贸市场服务半径不大于1000米，确保居民走
一二里地就能赶个集。

□世军 晓莹 国栋 报道
本报阳信讯 “龙福环能有限公司与东华大学

朱美芳教授合作的纳米复合功能再生聚酯纤维成型
及产业化应用项目，已有效申报战略新兴产业创新
类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项目。”8月11日，阳信
县人才办主任刘希柱介绍说，“这是今年实施领军
人才工程的缩影，领军人才当好领头雁，雁阵效应
已经显现。”

据了解，阳信县今年将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
高技能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作为人才工作的重点，引
导企业树立“人才强企”发展理念，走产学研合作和
创新之路，并启动实施了“6212”领军人才工程，即到
2020年，围绕高效生态农业、传统产业、战略新兴产
业、蓝色海洋产业、现代服务业、社会民生产业等六
大产业，引进20位行业领军人才，培养10个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工程项目、20个西部经济隆起地带和省扶
贫开发重点区域急需紧缺人才项目。

今年以来，该县已成功引进省部级以上重点高
端人才9人。同时，该县还启动实施了8项重点人才
工程，落实优秀人才政府津贴制度，每年将分别评
选5名县级“突贡专家”、学术带头人、乡村之星
和首席技师，每两年分别评选5名县级名医、名
师、文化英才和和谐使者，培育壮大县级优秀人才
队伍。

□记者 曲旭光
通讯员 刘阳 报道
本报烟台讯 8月17日上午9时30分，纪念王懿

荣殉国115周年书法展在烟台福山举行。书法展上
不仅有当代书法名家的作品，更展出了数十幅福山
小学生的甲骨文书法作品。

据了解，福山从今年开始，在全区中小学铺开
甲骨文入课堂。按照要求，全区小学每周至少有一
节甲骨文书法课，全区中学每周至少一节甲骨文卜
辞与文法课，通过“国学”培育学生“辨是非、明
事理、知荣辱”的传统文化和礼仪。“我们每半年
会进行一次考核，现在看来成果很显著，很多小学
生已经能认得上百个甲骨文了。”福山区教体局甲
骨文教研员郭艳对记者说，“现在能识别的甲骨文
一共有2000多个字，我们希望通过五年的小学教育
让福山的孩子都能把这些甲骨文认得，并通过中学
教育让他们会用、能用。”

福山是“甲骨文之父”王懿荣的故乡。今年是
王懿荣殉国115周年，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福山将围绕王懿荣举办一系列爱国主义文
化活动来缅怀爱国志士。

□彭辉 报道
蓝天绿树，红瓦画墙，羊亭镇农村的一个镜头，成为环翠区城乡环卫一体化的缩影。

□赵桂星 徐德理 报道
本报莒南讯 8月3日，不少在日照海边

浴场游玩的游客目击了惊险一幕：一名中年
男子冒着涨潮危险救起两名溺水者，救人后，
这名男子没有留下姓名就悄然离去。后经当
事人多方打听，才得知救人者是莒南县板泉
镇潘庄联小校长何会友。

原来，当天何会友带着家人到日照市李
家台赶海园看海游泳。突然，正在游泳的他听
到岸边有人在喊：“有人溺水了！”何会友顺着

人们的目光向海里看去，只见在离他大约20
米的地方，一名青年正举着双手在海水里挣
扎呼救，情况十分危急。何会友想都没想，快
速向溺水者游去。当时正是涨潮时间，当他快
要靠近溺水者时，一个海浪又把俩人分开，何
会友奋力把溺水者向岸边拖去。到了岸上，溺
水者神志还比较清醒，神色慌张地说：“水里
面还有一个人！”

何会友焦急地向海里四处搜寻目标，很
快，他发现在离岸边约100多米处，有一名男子

面部朝下，被海浪推得一起一伏，生死不明。
何会友急切地大声喊：“会游泳的快跟我来！”
说完，站在不远处的三名外地游客也跟着他
奋不顾身冲向了大海。何会友和其他三个人
用尽全力向溺水者游去，经过十几分钟努力，
他们四人合力将另一名溺水者拖到岸上。

上岸后，该溺水男子已昏迷过去。于是，
他们一边采取急救措施，一边拨打120急救电
话。15分钟左右，急救车赶来，身心疲惫的何
会友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莒南一校长勇救两名溺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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