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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乡讯（通讯员 李爱国）当前虽是
隆冬时节，但置身于金乡县胡集镇三皇村，
大街小巷两旁树木绿意盎然，街道干净整
洁，文化广场上欢声笑语，呈现出一幅欢乐
祥和美丽乡村新画卷，这是该县大力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民家门口乐享“生态红
利”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金乡县顺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制定出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方案、乡村治理分工方案和攻坚会战
考评办法等系列文件，建立县级领导和部门
联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责任机制，实现
了所有镇街和行政村包保联系全覆盖。开

展了“小手拉大手，共创美丽庭院”等系列活
动，同时在新闻媒体开辟“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专栏，设立“脏乱差”问题曝光台，宣传报
道经验典型，曝光问题鞭策后进，形成了人
人关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人人参与村庄清
洁行动的浓厚氛围。

为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到实
处，该县先后投入资金4.8亿元，高标准建
设了覆盖全县的生活垃圾配套设施，建设
13处镇街垃圾中转站，购置35辆垃圾运输
车，配备密闭式垃圾箱体1000余个、垃圾
桶2.2万余个、保洁员1200余名，形成了村
集、镇运、县处理的高效运行模式。同时，
建成镇级污水处理厂6个，311个行政村的

生活污水实现无害化处理，全县村庄生活
污水治理覆盖率达到50%以上。完成农户
改厕11万余户，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92.93%。大力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畜禽废弃物利用率达到90%以上，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到97.2%以上。建成“四好
农村路”135.6公里，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
达到1954.6公里，全部村庄实现了村村通、
户户通。开展农村道路亮化工程，所有村
庄主街巷亮化覆盖率达到100%。创建“美
丽庭院”示范户13005户，建成国家级森林
村居3个，省级森林乡镇4个，省级森林村
庄10个，省级重点村120个。获评国家卫
生乡镇1个，省级卫生乡镇实现全覆盖，省

级卫生村达到342个。
坚持环境整治与建章立制同步并举，

制定出台了《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制度》、《商
铺门头环境卫生三包制度》等办法，建立农
村人居环境“红灰榜”和“荣誉榜”，营造了
你追我赶、竞优争先的浓厚氛围。实时开
展学习参观、交流经验、比学赶超系列活
动，催化民风、家风、乡风向善向好。建立
工作台账，挂图作战，坚持“日记录、周梳
理、月报告、季点评、年总结”，确保任务落
实有据可查、失责可追。同时，采取定期督
查和不定期暗访相结合，及时跟踪工作进
展情况，以严督严考倒逼工作推进落实，确
保了乡村“颜值”持续提升。

多措并举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金乡：“乡村颜值”持续提升 农民乐享“生态红利”
本报兖州讯（通讯员 王洪玮 鲍文洁）1月21日，兖州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巾帼志愿阳光站”掌声阵阵，由济宁市妇联、民政
局、教体局及兖州区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单位开展的“把
爱带回家”寒假儿童关爱服务“四送”活动启动，来自兖州区的50
名学生将得到慰问金和包括毛衣、篮球等物品在内的大礼包。

去年8月，全国妇联启动了“巾帼志愿阳光站”项目，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重点关爱“一老一小”志愿服务活动，
在全国选定35家示范点，兖州区是全省唯一一家。半年来，兖
州区抓住“阳光站”成立的契机，动员全区10个镇街新时代文明
实践分中心、397个实践站的妇女组织和8万名妇女开展救助
老人、关爱儿童等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结合疫情防控，
在全区实施“清洁家园看笑脸”志愿服务项目，以镇街、村居为
单位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摸清贫困老人家庭状况，开展为老人
洗一次衣服、搞一次庭院卫生大扫除、清理一次卧室、打扫一次
厨房、消杀一次厕所等“七个一”活动，并建立了“积分制”嘉许
褒奖机制，常年坚持，改变贫困群众精神风貌，增强脱贫信心，
让老人有尊严的生活。

新春佳节将至，兖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巾帼志愿阳
光站”超前谋划，提前行动，针对“一老一小”困境群众开展以牵
手关爱为主要内容的扶贫济困活动。“阳光站”与区妇联联合发
出《把“爱带回家”寒假儿童关爱服务“四送”倡议书》，为10个镇
街的50名困境家庭儿童送上了温暖；与春晖社工团志愿服务队
一起为全区142名困境儿童每人送去了价值60元的图书，让孩
子们快乐过大年；与人寿保险公司联手为40名儿童送去500元
慰问金和两份大礼包；与新驿镇爱心企业一起为辖区15名贫困
家庭儿童送去了过冬衣物、学习用品等。

“我们将充分发挥‘巾帼志愿阳光站’在志愿服务中的作
用，持续关注‘一老一小’困境家庭群众，巩固脱贫成果，确保贫
困不反弹。”

兖州

把“巾帼志愿阳光站”
建成群众温馨“驿站”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李维博）梁山县赵堌堆乡实施“三区
同建”，让滩区居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加快辖区基础设
施建设，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

建设宜居的“小城镇聚集区”。滩区2419户7365人将陆续
入住，认真做好入住前的各项工作。推动搬迁工作的同时，做
好旧房拆除及土地复垦。在小区管理上，洽谈的社区物业尽快
落地，以社区党委为主，探索“社区党建+X”工作管理新模式，
在社区规范、社区治理上下功夫，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水平。

建设宜业的“家居产业园区”。进一步细化产业园区二期
规划，打造原木集散地，一是通过运河从长江口直达梁山港，二
是借助黄河通航，从东营入海口直达梁山赵堌堆黄河港，大大
节约国外原木运输成本。新建标准化厂房3万平方米，提档升
级四条总长近16公里的道路升级改造及绿化、亮化、美化工作；
家居产业园服务中心投入使用，再引进2个以上大项目落地。

建设宜农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对集中连片土地肥沃
万亩良田，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党支部+合作社”的模
式全部流转，增加村集体收入，打造成市级农业样板亮点。通
过招商引资，推动大的农业集团公司落地黄河滩，实现规模化、
集约化种植特色经济作物，打响“黄河滩西瓜”地理商标。加快
建成黄河风生态旅游景区，拉长水浒文化旅游链条。

梁山县赵堌堆乡

“三区同建”
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

■本报通讯员 刘新红 孟祥宇 雷夫幸

一碗粥一片情，一口粥一口福。1月20日，曲阜市小雪街
道小埠南村精心熬制了腊八粥，免费送到老人和精准扶贫户家
门口，也送上寒冬里暖暖的节日祝福。

腊八节一大早，小雪街道小埠南村幸福食堂的志愿者就忙
碌起来。在该餐厅厨房里，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正在熬
制。为了熬好这锅粥，志愿者们格外用心，各种配料都是精挑
细选，考虑到老人们的口味，专门把粥熬制的糯香软绵。趁着
热乎劲，志愿者们把腊八粥一碗碗打包好，配上鸡蛋和蔬菜，送
到了18位孤寡老人和精准扶贫户手中，小小的一碗粥，却承载
着浓浓的情意，也为他们致以腊八节美好的祝福。

浓情腊八节 粥到暖人心

■本报通讯员 李印峰 黄爱佳

为保障市民菜篮子更加丰富，促进蔬菜
产业现代化发展，济宁市农科院成立了特色
蔬菜科研创新团队，多年来他们坚持以科研
为基础、以生产需求为导向，科研与生产相
结合，共同开展特色蔬菜产业重难点领域的
科技攻关。十二名相关专业的专家，共同合
作，打出组合拳，在大蒜、辣椒等特色蔬菜的
产业转型升级、种质创新、新品种选育、优势
产区转型升级关键技术等多个方面合力攻
关，全方位指导菜农，避免了过去单打一的
弊端，效果特别显著，受到广大菜农的欢迎，
有力促进了我市蔬菜产业健康发展。

科技创新 推动产业高质发展

“扁叶直茎调众口，粉身碎骨慰佳宾”，
大蒜自古以来就是饭桌上不可或缺的蔬
菜，体积虽小，产业却大。金乡常年种植大
蒜60万亩，素有“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
蒜看金乡”之美誉，辐射带动周边种植大蒜
200万亩，是一项非常好的富民产业。但
由于常年种植，存在种质资源退化、连作障
碍严重等问题，面对这些难题，蔬菜创新团
队迎难而上，充分发挥项目、技术、人才优

势，围绕产业需求，在良种繁育、病虫害绿
色防控、栽培模式和技术创新、技术培训和
指导、机制创新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有效
工作。为此他们强化了新品种引进与培育
工作，系统选育了济蒜1号、济蒜2号等优
良品种，为大蒜主产区解决种质资源、种性
退化、品种更新换代等难题提供了技术支
撑。同时针对金乡县独头蒜需求量大，全
部依靠从云南购进的现状，他们开展了独
头蒜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研究，功夫不负
有心人，他们也因此获得2项发明专利。
面对大蒜套种辣椒栽培模式下大蒜机械化
采收难以实施的问题，他们开展了大蒜优
质早熟新品种选育等试验，为大蒜机械化
采收、辣椒机械化种植提供依据。此外，针
对辣椒生产易受涝的问题，他们开展了“大
蒜—辣椒—棉花”三种作物套种技术的试
验和推广，新的栽培模式经过试验取得了
良好的综合经济效益。

科技兴农 支撑产业快速发展

以科技助力产业发展，以产业带动脱贫
攻坚，团队每个人都是脱贫攻坚浪潮中的一
朵浪花。他们对接了梁山、泗水、鱼台3个
县、10个重点村、220个贫困户，认真调研分

析村集体经济及产业发展现状与需求，积极
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助力产业发展，帮助农
民脱贫。团队还派出科技副镇长和科技特
派员，支持大蒜全产业链发展。团队目前有
2名成员挂职金乡县科技副镇长具体负责
大蒜产业发展科技支撑工作，2名成员参与
了山东省科技特派员工作。此外，深谙扶贫
必先扶智的道理，他们加大了对农民的技术
培训力度。在农时季节，不时可见他们举办
现场观摩培训会指导农民的身影，从病害防
治到农药使用，让菜农们受益颇多。同时，
团队积极参加“鲁渝协作”，做好跨区域技术
服务工作。有3名成员到重庆市万州区参
加了“鲁渝协作”技术服务工作，示范主推新
品种15个，新技术13项，建立新品种新技
术示范基地5个，助力当地农业发展、农民
脱贫。

科企对接 提升特色蔬菜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科企合作是成果转化的重点工
作。团队积极与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
庭农场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服务。
通过项目实施，团队进一步推进科企合作
纵深发展，在山东贵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嘉祥县乡情专业合作社分别进行了大蒜的

新品种多点对比、水肥一体化、肥料减施、
生物降解地膜以及机械化种植、收获试验
示范工作，目前优质抗逆大蒜新品种及清
洁化生产技术已大面积推广，取得显著社
会经济效益。依托科企双方优势，团队开
展了多形式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培训，为企
业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32人，企业依托基
地、生产优势，为试验站提供了解生产、服
务生产的机会。双方又依托各自优势，承
担市县两级培训任务，联合培养专业合作
社、种植大户150余人，有效打通为农服务

“最后一公里”。
以农业科技创新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是农业科技工作者肩负的重大使命，
市农科院特色蔬菜科研创新团队将充分发
挥专业技术特长和优势，在今后的工作中
努力拼搏，再攀高峰，争取获得更丰硕的科
研成果，为我市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作出
新的贡献。

小团队助推绿色大产业
——市农科院特色蔬菜科研创新团队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张彦彦

三个多月以来，任城区喻屯镇蔡桁村村
民朱养波勇救受困群众的感人事迹，受到周
围群众的广泛称颂。

2020年9月1日下午五点左右，喻屯镇
顺河村村民李小叶接完女儿回家后像平时
一样反锁上大门，因为丈夫平时外出打工，
家里只有她和孩子，这也慢慢变成了她的习
惯。这时，她闻到家中有股焦味，只见东间
的房子浓烟四起。

顺着浓烟望去，李小叶发现东间房子里
火苗串动，浓烟滚滚，三岁的女儿也被浓烟
呛得哇哇直哭。被眼前景象吓懵的李小叶
忘记了呼救，抱起孩子端了盆水就往房间里
泼，火势越来越大。

滚滚的浓烟引来不少邻居聚在李小叶

家门口，然而李小叶家中大门紧闭，院子墙
头很高，村民都无法进去帮忙。正当大家束
手无策时，打算去工地干活的朱养波恰好开
车路过。见到这个情景，朱养波马上停车，
听说房内有妇女和儿童，情急之下朱养波踩
着墙根下停着的三轮车飞身越过了近两米
半高的墙头，进入院内。

“当时房间里面的火很旺，女人抱着孩
子，在里面不知所措。”朱养波事后回忆。
进去后他先把娘俩救了出来，随后端了几
盆水往着火点上泼，又拿了个锤子把门锁
砸开。邻居们蜂拥而入，帮忙救火。有的
找水桶端水，有的在房间用扫帚扑打火
苗。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扑救，大火终于被
扑灭了，而朱养波却默默地开车离开了现
场。

“衣橱大半个被烧，当时孩子父亲辛苦

打工挣得的六七万元现金就存放在还未烧
到的衣橱里面，如果不是扑救及时，后果不
堪设想。他真是个好人啊，挽救了我们一个
家庭。”回想起惊心动魄的一幕，李小叶至今
仍心有余悸。

通过现场村民拍摄的救火视频，有人认
出了救火的小伙子是蔡桁村村民朱养波，在
村支部书记的带领下，李小叶母女找到正在
工地工作的朱养波，将一面印有“见义勇为
显真情，勇灭大火挽损失”的锦旗送到他手
中。

朱养波平素为人正直、热情，村里有啥
事，他都热心帮忙。家里有辆小型洒水机，
新冠疫情期间，朱养波就曾义务为村里洒
水消毒。最近两年，他曾经四次帮助邻居
救火。2018年，范李庄村村南有一家人用
电不慎失火，因为他家是板房，火很快着起

来了。当时村里的水都是定时供应，那个
时间段家家所剩的水都不多。后来村里给
朱养波打电话，说用他的洒水车抽水救
火。朱养波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立刻赶
了回来。

有了这次救火经验后，朱养波干脆自费
安装了一个洒水高炮，买了消防带，这样洒
水车既可以用作消防车，还可以用于路面洒
水。2019年11月，村里有老两口在厨房蒸
发面时不慎着火；12月底时，又有孩子放鞭
炮不慎造成房子着火，朱养波都在第一时间
开着洒水车及时将火扑灭，挽救了村民家庭
财产损失。

朱养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
普通村民临危不惧的英勇行为，展现了新时
代青年积极向善、灾难面前挺身而出的崇高
形象。

敢于灾难面前挺身而出
——记济宁好人、任城区喻屯镇蔡桁村村民朱养波

近年来，邹城市持续加大科技研发和技术改造力度，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图为泰山玻纤
超细电子纱生产线。 ■记者 刘项清 通讯员 王愿生 摄

冬 春 季 疫 情 防 控冬 春 季 疫 情 防 控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赵延怀）春节假期临近，人员
流动增加，疫情防控压力不断增大，为充分做好春节期
间疫情防控工作，汶上县康驿镇坚持把疫情防控宣传引
导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
式，多维发声，多方宣传，织牢疫情防控”宣传网“，打通
疫情防控宣传战线的最后“一公里”。

“视觉”宣传处处可见。在全镇各村悬挂张贴条360
幅，更换疫情防控LED显示屏213个，发放疫情防控宣
传单3.2万份，张贴疫情防控公告1万余份，确保疫情防
控宣传工作全覆盖、人人知、无死角。“有声”宣传时时提
醒。该镇出动9辆宣传车在各村进行巡回宣传，各村广
播喇叭传递疫情防控须知、防疫科普等内容，及时将疫
情防控宣传口号和相关知识传播到群众身边，做到防疫
宣传循环播放、防控知识家喻户晓。“在岗”宣传防控两
不误。各村组织村两委成员、乡医、党员、志愿者在一线
值班值守，严防输入。针对外来人员车辆，量体温，验健
康码。同时叮嘱来往人员要做好防护，切莫大意，既当
好防控员也当好宣传员。

汶上县康驿镇

织密织牢疫情防控“宣传网”

（上接1版）做好应急预案与事故处置。同时，他们充分利用
“7812345电梯安全平台”大数据分析，加大对电梯困人事件多
发小区、维保单位检查频次，综合采取企业自查、县级监督检查
与市级督导抽查相结合方式，实现了全市3.23万台在用电梯安
全检查全覆盖，有效防范电梯安全突发事件（事故）发生。

“保险+服务”加码居民乘梯安全
2020年，政府为全市居民住宅、公众聚集场所、机关事业单

位三类场所30131台电梯购买了安全责任保险，实现上述三类
场所电梯安全责任保险全覆盖。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创新电梯
安全保险模式，引导承保机构改变传统的只负责保险理赔的理
念，通过积极开展电梯维保质量抽查、安全隐患排查、老旧电梯
安全评估等安全防范工作，最大限度的减少理赔案件发生。目
前承保机构委托第三方机构已完成7台“老旧电梯”安全评估、
582台电梯“专家查隐患”和343台电梯维保质量巡查，助力监
管部门强化了电梯安全监管，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多
元共治、保险保障”的电梯安全管理社会共治新格局。

当前，智慧应急救援、大数据精准监管、定期安全体检、保
险加码安全，打出的电梯安全监管“组合拳”，正扎扎实实的守
护着百姓的电梯乘用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