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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过生日，他们都走向街头做义工，劳
作一天后，再犒劳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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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头村变了

■本报记者 鲍童 通讯员 姚树华 李蓓

“我们村变了，您看看，家家安居乐业，
人人干劲十足，你能想象两三年前，我们这里
还是省级贫困村吗？”说这番话的是西头村
支部书记陈云，他所在的西头村，位于泗水
县高峪镇北部边远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山区
村。但就在两年前,村里种起了桃树，靠着采
摘旅游及林下经济，两年时间就摘掉了“贫
困”帽子。

为摘掉“贫困”帽子找出路

西头村共有 3671 口人，能用于种植小

麦等农作物的耕地却不足 500亩，村民只
能靠种植花生、地瓜维持生计。2013 年，
被评定为省级贫困村，直到 2015 年，全村
900多户村民，仍还有 215 户因人均收入
在贫困线以下，被确定为贫困户。

村民温尚同便是那“215分之 1”，他
告诉记者：“以前就觉得日子过的紧，但
村里大部分村民情况都差不多，只能靠
天、靠地吃饭。一年下来，全家人就指望地
里那两三千元的收入。直到被列为贫困户
了，这脸上就挂不住了。”

脸上挂不住的，还有村支部书记陈
云。“必须彻底地摘掉‘贫困’这顶难看
的帽子”他给自己立下军令状。经过多方
考察，结合村土质情况，最终大家决定发
展能够适应当地环境的桃树种植项目。

2016 年，借助上级在村里搞土地复
垦项目的机会，西头村在村西南部、望母
山北部流转土地 600亩，专门用于桃园建
设。对于建设资金，村干部决定实行当下
流行的股份制，让村民们自愿入股，等收
益后大家一起分红，既能让村民得到实
惠，还能增加村集体收入，又解决了资金
难题，一举三得。就这样，他们共筹集入股
资金 38.6 万元。

贫困村变成“桃花源”

“走，我带你去看看我们上班的地
方！”温尚同说的“上班”，就是在桃园工

作。一路上他兴奋的讲着自己日常的工作，
“去年赚了 8219 元，再加上地里的收入，
比贫困线高出了不少，家里一共两口人，吃
穿用度都解决了，以后可别再叫我贫困户
了！”

在桃园里工作的陈树常，今年已 76 岁
了，也是村里的贫困户。“家里两个儿子，老
大听力不好，老二智力差。”一提起家庭状
况，陈树常老人的脸色便阴沉下来。但谈到
现在，老人原本凝重的脸上又露出了喜色：
“多亏了咱这个桃园，村干部看我年龄大
了，就让我干点做饭、除草类的轻活，一天
能挣六七十块呢，一年下来，至少能收入一
万多，一家人的温饱就不愁了！”

在桃园里，像温尚同、陈树常这样的贫
困户还有 42 人，通过在桃园“就业”，虽然
他们已在去年就脱贫，但他们仍守护着这
片帮助自己脱贫的“桃花源”。

据了解，桃园里除为贫困户提供就业
岗位，还有 100 亩的桃树专门用做扶贫，这
100 亩的收益，将会平均分配给村里那些
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贫困户，帮助改
变他们的生活。

“十九大报告上，习总书记说，要让贫
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
康社会，我听了很受鼓舞。”陈云说，西头村
现在就在按照这个方向发展，“授之以鱼不
如授之以渔。如果只给贫困户钱，钱花了，
还是贫困。现在，村里提倡救急不救贫，给
他们提供创收机会，让他们通过劳动，自己

养活自己。”

“贫困村”走上富裕路

对于未来，陈云显得信心十足。他说，桃园里
种植的品种较多，从 6 月开始，黄桃开始成熟直
到立冬，最后一批冬桃上市，将近半年的时间可以
进行采摘。桃园里还种了 100 来亩苹果，紧邻桃
园还有一片草莓大棚，各种水果错季形成互补，使
得西头村一年四季都有果，一年四季都有收益。

今年是桃园建成的第二年，果树还处于抚育
期，林下经济就已经见效益了，今年仅出售花生、
地瓜等便可收益 50万元。下一步，西头村将利用
桃园的收益引进可以远程遥控的履带打药机、自
动套袋机、自动施肥机等一系列科技含量高的管理
设备，实现桃园的现代化，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要想提高我们产品的竞争力，就必须走现
代化、机械化的道路。现在还提倡起了无污染、无
公害，下一步，我们也要引进物理杀虫等技术，做
到绿色种植。再加上村里已经建起的农村淘宝，
有了品质优良的产品，再借助电商平台，就能让我
们的产品销得更广、走得更远。”陈云说。

“桃园发展起来了，我还想在村里搞田园综
合体建设。”陈云说，村文化底蕴深厚，有大云寺
佛文化，再借助董梁高速出口给村子带来的机遇，
我们要把村建成景点旅游、农园采摘、登山拜佛为
一体的旅游胜地。果园可以采摘，水库可以垂钓，
山路可以骑行。贫穷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贫困村” 已踏上富裕路，对于村子的未
来，陈云已充满了希望。

一家三代接力公益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王建 李弦德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人们都在投身做公益，无论是志愿者组织，还
是企业协会，都纷纷走入社区、广场、敬老院
做志愿服务，他们的爱心善行激励影响着更
多的人进入到志愿者队伍中。在孟子故里邹
城市一个叫做东滩矿的地方，一个一家三代
爱心接力的故事就感动着很多人。

闲不住的老郭头

“干啥去，这么早？”“去 5号楼，李老家
水龙头坏了！”

早 7：00，59 岁的郭相银背着绿色电工
包，与楼下锻炼的邻居老张打着招呼。

郭相银是兖矿集团东滩矿退休工人，一
辈子没当过官，但他有一颗服务居民的心。看

到小区居民站在楼下聊天，他便到市场上买
来几个马扎子，供大伙闲聊时坐。他还将别人
丢弃的小桌子、旧凳子，修补好摆在楼下供大
伙使用。

每当蝉喘雷干，绿荫下三五一桌象棋扑
克热闹喧天的时候，总有人探头问：“见老郭
没？俺家灯管又烧了，我也不懂电，不敢鼓
捣？”“他在 9 号楼呢，站楼下喊喊，又不知
给谁家修东西呢？”

邻居们说“老郭热心肠手艺好，谁家水
龙头坏了，下水道不通了，洗衣机、风扇等小
家电坏了，都找他，他热帮忙，闲不住。”

郭相银所在的小区由于建成较早，有户
孤寡老人家的储藏室老化严重，下雨就漏，放
在里面的东西都长毛了。郭相银得知后，多方
联系，找有关部门协调沟通，终于把老人家的
储藏室修缮一新。

社区孩子多，每天孩子们放学后，特别是
节假日，凑到一起不是骑着电瓶车在街道上
乱窜，就是在楼区内乱涂乱画、踢足球、嬉戏
打闹，玩着玩着，一言不和，就出现打架斗殴
现象。居民们都感到头疼，郭相银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怎样把这些孩子管起来呢？

于是，他又积极奔走联系、劝说，让他们
参加书法绘画班、兴趣辅导班等，渐渐地，在
楼区内疯玩的孩子少了，许多成绩差、调皮捣
蛋的孩子在学习上都有了很大进步。

2014 年，在他和其他 9位退休职工的推
动下，成立了小区义工队。婚丧嫁娶，他们去
帮忙；楼梯肮脏，他们常打扫；晚上楼道黑暗，
他们自己安装节能灯；下雨、下雪天，他们一
起扫雨、铲雪……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用自己微薄之力去
帮助别人，就是在快乐自己。”郭相银说，“还

要将做善事的家风一代代传承下去。”

女儿、女婿接过爱心传承棒

在“情暖东滩·志愿服务”团队，有一对
80 后夫妻很是引人注目。他们就是郭相银的
女儿郭娟、女婿张朋。

35 岁的郭娟是矿校一级教师，全国优质
课一等奖获得者，她还获得了济宁市优秀教
师、邹城市最美青年等荣誉称号；张朋是矿调
度信息中心监控队副队长，煤炭行业优秀技术
能手、兖矿“十大杰出青年技工”。

2001 年，刚参加工作的郭娟，班上有一个
叫丽丽的（化名）小女孩，因她比同龄孩子矮
小，郭娟便亲切地叫她“小豆豆”。原来“小豆
豆”很小时，爸妈就离异了，妈妈没工作，她们
就和姥姥一起住在了矿区。为了生计，妈妈去
外地打工，她就留在了姥姥身边。一次，郭娟去
家访，家里一贫如洗，这让郭娟很是震惊。丽丽
告诉她，姥姥外出捡废品了。等孩子姥姥回来
后，她们聊了好久好久，临出门，她拿出兜里当
时仅有的 200元钱。

此后，郭娟每个月都会给“小豆豆”200
块钱，有时还会送点水果、蔬菜，一坚持就是 3
年。郭娟说，有时感觉自己就是“小豆豆”的妈
妈，每时每刻都想着她、挂念着她，所以时刻就
想着照顾她。

2013年，郭娟接到“小豆豆”在 QQ 上发
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一直笑呵呵的郭娟却躲到没人的地方哭
了：“我的小豆豆长大了！”

后来，“小豆豆”又发来她参加学校志愿
者团队义务活动的各种照片，因为她得到郭
娟的关爱，她要把这份爱继续传播下去……

10岁外孙加入市义工志愿者协会

3月 5 日，是学雷锋纪念日，也是郭娟
的生日。每年的这个时候，郭娟全家都会走
上街头巷尾或敬老院去做义工。
郭娟说：“很小时，爸妈就告诉我，如果有能
力了，就多帮助帮助别人。”

“有儿子后，我又把爸妈的话，一字不
差地讲给儿子听。儿子见我们去做，自己也
主动央求跟着去。小区有了捐衣箱，儿子经
常将自己穿小的衣物洗净叠放整齐，捐出
去。”

儿子张鑫垚今年已 10岁。去年冬天下
大雪，看姥爷郭相银在楼下清理道路，他便
套上棉服跑下楼，同姥爷一起干。回家后，
扬着冻得发紫的小脸蛋告诉妈妈：“老师
说，要用善于发现的眼睛去发现身边的美，
我觉得，在我眼里，我姥爷就是最美的！”

郭娟很受感动，十岁的儿子不仅学会
了煮饭、洗衣、收拾房间，节假日、寒暑假，
他还跟着爸妈走上街道、社区、广场、田间，
在严寒和酷暑中体验环卫工人的辛苦，民
警的辛苦，农民的辛苦……如今，张鑫垚获
得各类奖项 30 余项，去年还加入了济宁市
义工志愿者协会。

别人都在空间和微信里晒自己或外出
或郊游的靓照，而郭娟晒出的则是好友、学
生家长、同学们参加志愿活动的照片，她还
经常联系校方老师，纷纷走上街道、社区做
义工、做善事。

她说：“如果每个人都能伸出一双手，
多做一点好事，多献出一点爱心，社会就真
的会很美好！”

26日 3条城际公交将开通
惠及194万人

■本报记者 鲍童 梁琨

12月 1 日，记者从济宁交运集团了解到，济宁至泗水、微
山、梁山城际公交将于本月 26 日正式开通运营，将更好地满
足济宁中心城区和三县群众的往来需求，进一步拉近了济宁
中心城区与三县的距离。这 3条城际公交线路开通后，我市将
有 16 条城际公交、1 条快速公交线路通往我市各个县市区，
也标志着我市所有县市区实现了县县通城际。

据了解，济宁至泗水、微山、梁山的城际公交将投放比亚
迪纯电动无站席公交车（12米）84辆。其中，济宁至泗水、济
宁至梁山线路各配置 24 辆，济宁至微山、济宁至两城线路各
配置 18辆。“本次选用的是纯电动公交车，续航里程可达到
340公里，满足了行车距离最远到微山的要求。和以往运行的
城际公交不同的是，这次投放的公交车将全部采用无站席公
交车，将不会出现站票。”济宁交运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运行时间上，开通运行后早班车时间为 6：00，末班车时间为
19：00，济宁至泗水、两城、梁山线路平均每 30 分钟一班，济
宁至微山线路平均每 1 小时一班。“后期将会根据线路客流
变化，适时调整增加运营班次。”该负责人补充说。

对于人们十分关注的票价问题，该负责人指出，济宁至泗
水 C620、济宁至微山 C621B、济宁至梁山 C622 均实行全程
一票制，其中，C620、C622 票价 6元，C621B 票价 5元。济宁
至微山的另外一条 C621A 以滕州界为节点实行分段计费，
济宁城区至两城滕州界以内、微山城区至留庄滕州界以内票
价 5 元，其余执行全程一票制，票价 10 元，随车配备乘务员。
另外，持普通卡享九折优惠，60 至 64 岁老人半价乘车，65 岁
以上老人免费乘车，残疾人、伤残军人免费乘车。

在本月 3 条线路开通后，将惠及 3 县 194 万人口；预计
日客流量 7000 人次，年客流量 257.3 万人次。至此，我市将有
16 条城际公交、1 条快速公交线路，实现城际公交网络济宁
地区全覆盖。记者了解到，自从 2013 年 6月我市首先开通济
宁主城区至兖州、曲阜、邹城、嘉祥城区的 6 条城际公交线路
以来，时至今日，济宁交运集团共运营 14 条城际公交线路(包
括 1条快速公交线路 B1)，其中，惠及了 4 区 2 市 4 县 650
万人口。仅在 2017 年 1 至 11 月期间，城际公交运送旅客就
达 1476.4 万人次；4 年多累计运送旅客 6123.9 万人次。目
前，14条线路平均日客流量近 5 万人次，高峰时段突破 7 万
人次。而这 3条线路开通后，我市共投放公交车 456辆，运营
总里程 705 公里，设置站点 466 个，预计日客流量达 6 万人
次，预计年服务群众出行 2100 万人次。

新闻链接：线路规划

1． 济宁至泗水城际公交线路。线路编号C620，以济宁汽
车北站、泗水汽车站为首末站，沿金宇路、G327、黄王路、崇文
大道、G104、曲阜弘道路、G327运行，途经任城区、济宁高新
区、兖州区、曲阜市、泗水县5个县（市、区），全长70公里。

2． 济宁至微山城际公交线路。线路编号C621A，以济宁
汽车总站、微山汽车站为首末站，沿车站东路、济邹路、S342、
S104、建设路、微山湖大道、薛微路运行，途经任城区、济宁高
新区、邹城市、微山县及枣庄滕州市 5个县（市、区），全长
115公里；线路编号C621B，以济宁汽车总站、两城公交枢纽
（需新建）为首末站，沿车站东路、济邹路、S342、S104运行，
途经任城区、济宁高新区、邹城市、微山县4个县（市、区），全
长52公里。

3． 济宁至梁山城际公交线路。线路编号C622，以济宁
汽车北站、梁山汽车新站为首末站，沿金宇路、济安桥北路、任
城大道、S337运行，途经任城区、汶上县、梁山县 3个县
（区），全长67公里。

12月2日，又到“全国交通安全日”。为提升
广大市民文明交通意识，全市各交警大队民警纷
纷行动起来，宣传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劝导不文
明行为，以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其中，任城
交警大队、市中交警大队、高新交警大队和北湖
交警大队的民警汇聚新世纪广场，向市民发放交
通安全手册。邹城交警大队还组织摩托宣传队在
辖区展开宣传。记者了解到，活动当天交警部门
还组织8个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大队、慈善义工团
及驾校学员150余人在城区主要岗区、路口开展
文明劝导服务及宣传活动。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张丹 张涛 孙志刚 摄

陈女士说
今年暖气用的真糟心！
12月1日，微山县城区文化街一小区

居民拨打党报热线2349995反映，家里暖
气不热，给辖区民生热力打电话求助，却迟
迟不见维修人员前来查看。
“供暖之后，暖气片也热过，但是温度

一直不达标。”陈女士告诉记者，辖区供热企
业民生热力曾下通知11月25日送暖，之后
却突然又下通知延迟两天。11月27日，家里
终于来暖气，但送暖情况却让人十分糟心。
“家里一共6组暖气片，阀门全都打

开，只有两组是热的，这两组中的一组还是
一半热一半不热。后来，暖气片全都不热
了，暖气管一摸冰凉。”陈女士说，近来天
气频频降温，自己交了足额暖气费，家里却
不暖和，大人孩子都冻感冒了。

随后，陈女士便拨打民生热力电话。
“从27号供暖，我每天都往热力公司打电
话，对方只说‘问题记录下来了，会给领导
反映’，但却一直不见工作人员过来查
看。”无奈之下，陈女士只好自己花钱找工
人维修，从暖气片中冲出很多泥水。“可修
理后，发现回水管还是不热。我又打电话说
自己已经找人清理过暖气片，要求维修人
员过来查看回水管问题。”陈女士愤怒地
说，这才终于“盼”来了维修人员。

经过一番修理，家里的暖气终于热了起
来。但陈女士仍想不明白，全市其他县市区都
是11月15日供暖，这儿为什么要延迟10多
天？供暖工作开始后，热力公司的后续服务工
作不应如此敷衍地对待客户。 记者 梁琨

关 注 交 通

近日，在途径金宇路与共青团路路口时，记者看到某
品牌电动三轮车组织的宣传车队异常醒目，引起了不少
行人的瞩目。在等待红绿灯时，十多辆电动三轮车一字排
开在斑马线外等候，还占据了机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
的正前方的位置。如此“霸道”的宣传方式，确实博人眼
球，但也给交通秩序带来很大影响。 ■记者 鲍童 摄

真 情 时 刻

曲阜版“深夜食堂”
感动千里朝圣客

看过电视剧《深夜食堂》的观众，都会对其中的美食印象
深刻，特别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吃上晚餐而饥肠辘辘
的人们来说，深夜时分，能有人为你做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
菜，可以说是莫大的幸福。近日，现实版的“深夜食堂”发生在
初冬的曲阜。

11月 30 日，曲阜市旅游局办公室收到一封热情洋溢的
《表扬信》。信中提到 “感谢阙里宾舍让我们能在滞留高速
14 个小时后的深夜里，还能吃到美味的孔府料理，让我们体
会到了好客山东的好客之道。”

事情发生在 11 月 23 日，由日本入境的一行 15 人旅游
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朝圣祭孔。在从青岛赶赴曲阜的途中，由
于高速公路上前方一辆货车自燃，导致高速交通严重堵塞，旅
行团大巴车被迫滞留。原定于当天入住阙里宾舍，并在酒店用
餐的行程计划，也全部被打乱。心急如焚的领队立即与阙里宾
舍取得联系。酒店在得知此事后，一面安慰团队不要着急，等
待交警处理，一面做好准备工作，继续等待客人的到来。终于，
在 24日凌晨 4：30，备受煎熬的旅行团风尘仆仆地平安抵达
曲阜，一下车客人们便受到了酒店员工的热情接待。妥善入住
后，餐饮部门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制作了精美的孔府宴，让饥肠
辘辘的国际友人十分感动。散发人文光辉，充满脉脉温情的
“深夜食堂”让日本客人终生难忘。

记者 鲍童 通讯员 姜会银 翟海鹏

尚同温正在修剪枝干。■记者 鲍童 摄

在 基 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