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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厚峰 本报通讯员 胡倩

近年来，济宁市人大代表、金乡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服务中心主任代彦涛，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率领产业园全体
干部职工，立足大蒜产业，以基地支撑、产业融合、链条延伸、产
品升级为发展方向，突出生产、加工、物流、科研、文化、示范、服
务等板块融合发展，构建绿色优质大蒜种植业、大蒜特色产品
加工业、现代农产品物流业、农业休闲旅游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为一体的大蒜产业集群，有效推动金乡县大蒜产业提档升
级。产业园于2018年底以全国第三名、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
绩通过认定验收，成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推广大蒜机械化发展

代彦涛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负责人，在大蒜种植基地
内连续四年进行机械化耕种收试验，向农户推广大蒜全程机械
化。在代彦涛的带领下，产业园联合全县的两家国家级合作示
范社京信合作社、董亮农机合作社及玛丽亚机械，共同成立了大
蒜农业机械化服务联合社，向全县推广大蒜机械化播种15万亩、
机械化收获12万亩，为大蒜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利用有机肥替代化肥、水肥一体化喷灌等，
不断推进土壤改良修复，在基地安装了“四情”检测、物联网、气象
监测等设备，同时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可降解地膜等技术。

注重产业发展质量，打造大蒜公用品牌

为提升大蒜产业发展质量，代彦涛主持与山东省标准化研
究院合作，建立了金乡大蒜产业标准体系，为金乡大蒜产业的发
展提供指导，提升大蒜产业的发展质量。目前，已收集大蒜相关
的11项国际国外标准、134项国家标准、124项行业标准、57项
山东省地方标准、14项团体标准及3项企业标准，同时还制定
发布了《金乡大蒜种植技术规程》《大蒜冷藏保鲜技术规程》等4
项团体标准，《脱水蒜片等级规格》《蒜片脱水加工技术规范》
《黑蒜》等5项团体标准正在制定，旨在构建大蒜产业标准信息
数据库，涵盖从大蒜生产、产品、加工、流通、质量追溯到管理服
务等全部过程，为有效指导大蒜的生产流通标准化奠定了基
础。在培育区域公共品牌方面，代彦涛以“金乡大蒜”为基础，
全新设计了品牌logo，并在“2019年中国大蒜产业博览会”开
幕式上向全球进行发布。目前，代彦涛正主持实施公用品牌授
权工作，在全县大蒜生产、加工、物流企业筛选优质企业，授权
其在产品上使用公用品牌logo，享受“金乡大蒜”的品牌效应。

代表履职与业务相联结，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代彦涛始终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
农民利益作为代表履职和推进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大
力发展订单农业、股份合作，让农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赢得农
民的真心支持和广泛参与。他深入群众，在种植基地探索土地托
管、半托管模式，实施“基地+农户+合作社+企业+品牌”的模式，由
政府引导，企业流转土地、种植管理、创建品牌，合作社提供农机、
农技服务支持。产业园范围内已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30余家，带
动农户1.1万户，57%以上农户入社，年培训新型职业农民300余
人次，园区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0%以上。

代彦涛还严格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项目建
设中，先后为项目解决各项问题、难点80余次，在民意“5”来听
行动中，收集协助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30余项，在大蒜科普体
验馆为群众讲解科普大蒜知识2000余人次，以实际行动为金
乡大蒜产业的发展和乡村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唱响大蒜产业振兴曲
——记市人大代表代彦涛

声 明
本人王福民（身份证号：37081119670308601Ｘ）不慎

丢失与山东火炬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杨枊国际新
城Ｊ２幢０３单元１１层１１０２号房的《济宁市商品房买
卖合同》原件，合同编号：201400331029，声明作废。

声明人：王福民
２０２１年8月1４日

■本报通讯员 王洪玮 姬瑞敏

2021年7月30日早上6点半，台风“烟
花”刚刚过去的第一时间，兖州区10个镇街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324个村居实践站的

“巾帼志愿阳光站”的1634名“邻家大嫂”统
一行动，逐一敲开本村居孤寡老人、家境贫
困儿童的家门，检查是否受灾，询问身体生
活情况，帮助整理室内外卫生。“这只是志愿
服务一个缩影，文明城市创建、乡村振兴、巩
固脱贫成果等处处展现‘巾帼红’，这是一支
群众身边不走的志愿服务队，是文明实践的
靓丽风景。”兖州区妇联主席蔡学梅表示。

2020年8月，兖州区被全国妇联授予
山东省唯一“巾帼志愿阳光站”，区妇联以此
为契机，打造“村村都有巾帼红”志愿服务品
牌。实施“巾帼红”照亮小庭院工程。在每

个村建立一支7至10人的巾帼志愿者队
伍，做美丽乡村建设的领航员、宣讲员、评比
员、监督员。全区25万名妇女开展为孤寡
老人清理一次室内卫生、整理一次厨房、清
洗一次衣物等“七个一”清洁家园活动，带起
了孝老爱亲文明新风尚。推广“积分制”工
作模式，调动了广大妇女参与文明实践、改
善乡村环境面貌的行动中来。全区440个
村居“美丽庭院”示范户达到了一处绿植美
家园、一个书柜学浩瀚、一条家训扬家风、一
张合影映笑脸、一面红旗竞当先“五个一”创
建标准，成为“可复制”的经典案例。

“你们放心上班去吧，把老人交给我，吃
饭喂药的事我来做。”“全国最美家庭”、兖州
区龙桥街道薛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杨振环
几乎天天揽这样的事情，她手里攥着好几家
邻居的钥匙，谁家有事都愿意找她帮忙。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是兖州“巾帼红”的常态化
工作。为解决老人们吃饭问题，在上级支持
下她们在有条件的村居开办了“幸福食堂”，
按当地生活习惯，60岁以上老人每天只交5
元钱伙食费，午饭和晚饭就可以在食堂吃，
一周一食谱，天天不重样，吃得饱吃得好。
每半月城里饭店大厨亲自来掌勺给老人们
送上大餐；每周城里豫剧团、电影队、曲艺说
唱团轮流“改善”老人们的文化生活。

“点亮微心愿”是兖州“巾帼红”为孩子
们量身定制的志愿服务品牌。今年以来，实
施了“爱心助读”“六七课堂”等项目，组织开
展了自身保护、暑期防溺水、困境家庭儿童
关爱等活动，让8万名少年儿童受益。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巾帼志愿阳光站”与新
华书店联合开办“端信书屋”，为孩子们提供

“四点半”陪伴与作业辅导。截至目前，“巾

帼红”为困难儿童发放“爱心包”330余个、
新图书8000余册。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巾帼
红”持续移风易俗，积极引领文明新风尚。
区妇联发挥“巾帼志愿阳光站”作用，通过

“最美家庭”等评比，一人传一家、一家带全
村，遏制高价彩礼，简化丧事程序，去年下半
年以来为400多名群众操办红白事，节约费
用高达上千万元。为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接
地气、聚人气、有活力，兖州“巾帼红”定期组
织村民对身边的道德现象开展评议，评选出

“兖州好人”“好媳妇、好婆婆”“婆媳互夸”
“诚信经营户”“美丽庭院户”“星级文明户”
等，去年以来先后评选文明户8720户，好媳
妇、好婆婆300余人。老百姓学有榜样、做
有标杆，“身边好人”“道德模范”带动村庄文
明，引领群众向上向善。

兖州：暖心的“巾帼红”

任城区仙营街道开展面塑、青陶、济绣等非遗项目进社区活动，让居民在体验中了解传统文化，树立
非遗传承与保护观念。图为仙营社区组织的一场葫芦烙画教学活动，受到社区居民的喜爱。

■记者 杨国庆 通讯员 李勇 摄

■本报记者 梁琨

19年来，张桂莲持之以恒、坚韧不拔，
默默承担着生活重担，无怨无悔、无微不至
地照料着家中的三位老人，养育着一双儿
女，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展现出一位农村妇
女善良、坚韧、孝顺的美丽形象。

今年47岁的张桂莲，在1997年嫁到
汶上县郭仓镇黄庄村。丈夫宋训顺在外
打工，她则在家务农、照顾着公婆、未婚的
叔公公和一双儿女，日子虽然清贫，但夫
妻俩乐观上进、孝顺大度，一家人过得其
乐融融。

可天有不测风云。2002年，张桂莲的
婆婆因重度糖尿病双目失明，公公又突患
脑梗致半身不遂。丧失自理能力的公婆、
常年需要照顾的叔公公、未成年子女，生活
的重担一下子砸到张桂莲肩上。突然而至
的艰难，并未让善良的张桂莲退而却步，她
直面困苦，毅然决然地扛起生活的重担，细
心细致地维护着这个家。

婆婆刚双目失明时，情绪非常不稳定，
常因小事动气。张桂莲总是坐在她身边轻
言细语地陪老人说话，好言宽慰。为了给
婆婆解闷，张桂莲还常常骑电动车载婆婆
到处走走，找村里老人们聊天。有时，张桂
莲还带着婆婆上街逛逛，为老人买些衣服
和日常用品，想尽办法让老人开心。即便
如此，婆婆偶尔也会牢骚几句，但张桂莲从
没有半句怨言，她始终认为老人就是老小
孩，哄哄就好了。婆婆也早已习惯了她的
照顾和陪伴，逢人便夸：“在家有儿媳妇陪
着不孤独，外出有儿媳妇搀扶不害怕。桂

莲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她比闺女还要亲！”
相对于婆婆，公公患有脑梗、行动不

便，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缠身，身
体情况较差，张桂莲照顾起来更需细心和
耐心。她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况，按时按
点给老人喂药、翻身、洗脚、揉背、按摩、做
饭……无论何时，老人的穿着总是干净整
齐，屋里也闻不到一点异味。听说按摩有
利于脑梗恢复，只有初中文化的张桂莲便
挤时间学习按摩知识、向专业人士请教。
卧室的墙上始终挂着一幅穴位图，只要闲
下来，她就边看图边给公公做按摩。

如今，在她的悉心照顾下，婆婆依然身
体硬朗、精神矍铄，公公身体状况也有好
转。这一切都离不开她日复一日的坚持付
出和尽心努力。

结婚24年来，张桂莲习惯在清晨5点
醒来，简单梳洗后，便开始为一大家人准备
早饭，打扫院内院外的卫生。一切准备妥
当后，她才去唤醒公公、婆婆、叔公公三位
老人。自婆婆失明后，张桂莲每天坚持帮
老人洗漱，像照顾孩子一般熟练地为婆婆
洗脸、梳头。安顿好婆婆，她又赶回卧室小
心把半身不遂的公公搀扶到餐桌旁。这
时，住在隔壁的叔公公也已经来到家中。

“老人上了年纪，饮食上更要注意，不能呛
到，还要便于消化。”为了让老人吃上可口
的饭菜，张桂莲把食材切成小块、细条，用
高压锅做得软烂，顿顿饭都是荤素搭配、粗
细适中、营养均衡。

用过早餐，张桂莲便先把老人们带到
院子里晒太阳，为他们递去水杯，再来到叔
公公家中，清理房间、换洗床单被褥。干完

这些日常“规定动作”，张桂莲才回到三位
老人身边，给老人们按摩腿脚、剪指甲，陪
老人们说笑、解闷。“陪老人聊天，就得顺
着他们的心思来。他们心情好了，身体就
好，咱的家才好。”感恩于张桂莲的无私付
出，丈夫宋训顺毅然决然辞去待遇日渐丰
厚的工作回到家中。“老人年事已高，正是
需要照顾的时候。而且，只要勤勉，在家
一样能致富！如今，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睦
睦，老人健康、孩子懂事，我们觉得很幸福、
很知足。”受张桂莲的影响，出嫁的女儿对

自己的公婆很孝顺，儿子生活中也十分懂
事，主动帮她照顾老人、做些家务。

“人生五伦孝为先，自古孝是百行原。”
张桂莲作为一名普通的农家媳妇，她很平
凡；但她这些年来一如既往、辛勤劳作、无
怨无悔、悉心照料三位老人的事迹却并不
平凡，彰显着一名农村妇女淳朴真诚的坦
荡情怀，感动着乡邻，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
褒奖，今年被授予“第八届山东省道德模
范”“第八届济宁市道德模范”称号。

久病床前有孝媳
——记第八届省市道德模范张桂莲

■闻道

世上百般唯孝为先，久病床前也
有孝媳。今年 47 岁的张桂莲便是我
们身边最生动的例子。二十年如一
日，张桂莲一直侍候双目失明的婆婆、
半身不遂的公公和生活不能自理的叔
公公三位老人，殷勤孝敬，日夜相守，
不离不弃。用诚意实心传递着真爱，
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世代沿袭相传
的“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感动着
乡邻，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褒奖，被授
予“第八届山东省道德模范”“第八届
济宁市道德模范”称号。

自古以来，尊老孝老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孝”始终作为人间亘古
不变的美好情操。“孝”以人间的一种
真情，引领个人的成长，推动时代的发
展，维系社会的稳定。像张桂莲一样
的道德模范，如同一盏盏明灯，点亮
千家万户，照耀人们心灵。小善聚大
爱，溪流成大海。他们使人相信，美
德从未走远，道德正能量始终存在，
向善向上仍然是社会主流价值观。
让我们携起手来以道德模范为榜样、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
做起，做文明人、办文明事，形成人人
学习道德模范，个个争当道德模范的
浓厚氛围，为济宁更加出彩谱写更新
更美的文明画卷。

世上百般唯孝为先

■本报记者 徐斐

董宸羽是一个文静又不失活泼的女孩。她有梦想、有追求，有
爱心、更有担当，以良好的道德品质，优异的学习成绩，全面发展的
综合素质，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少先队员”，成为新时代好少年中的
佼佼者。

“知识就是力量”是董宸羽的座右铭。学习生活中，她求知欲
强、刻苦勤奋，坚定执着，课堂上专心专注，积极发言，敢于提出质疑
问题；课后及时复习，力求掌握每一个知识点，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疑
惑处；她喜欢和老师、同学们讨论问题，展开辩论，从中获益匪浅；不
管是课堂笔记还是作业，她都做得详细而缜密，时常在被老师拿来
展览，是同学们学习的典范，是同学心目中名副其实的“学霸”，是老
师的骄傲。

卓尔不群，竞展风采，她是搏击青春的奋进者。董宸羽是一个
怀揣梦想，并为梦想而努力付出的女孩。她爱好广泛，在钢琴、舞
蹈、演讲、写作、书法、绘画、法治科学、其他国家语言等多个方面，兴
趣浓厚。她先后考取舞蹈八级和钢琴十级证书；被学校评为“英语
才艺之星”，获得英语硬笔书法一等奖、“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
一等奖、山东省第七届青少年舞蹈比赛一等奖、中国第十四届“青少
年走进科学世界”科学实验金质奖、全国“小小科学家”科学体验金
奖，被评为济宁市“十佳小小科学家”；课堂学习之余，她还坚持自学
韩语、日语等课程。

在学校，董宸羽作为班长、学生会主席、少先队干部，除了完成
常规工作，还主持开展过“勿忘国耻 责任在肩”“创建文明城市”等
多个主题班会；在“法治灯塔照亮时代少年”宪法宣传周活动中，在
全校进行主题演讲，并给全体学生拟定、宣读学习宪法、捍卫宪法、
践行宪法的倡议书。此外，她多次参与济宁市“城乡少年手拉手”活
动，为农村留守儿童带去友爱和帮助；敬老院里，她是老人们最喜爱
的那个小姑娘；社区禁毒和反电信诈骗宣传的队伍中，也时常留下
她幼小的身影。她还是创建文明城市的小小志愿者，在十字路口协
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在小区道路整理共享单车……

作为山东省优秀少先队员，董宸羽出席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济宁
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少年先锋队山东省第八次代表大会。

做新时代向上向善的好少年
——记济宁学院附属中学学生董宸羽

本报微山讯（记者 孙逊 通讯员 杨阳）近年来，微山县大
力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人居环境改善工作，创新农村
垃圾处理模式，探索农村垃圾分类处理路径，建立县乡村三级
工作推进体系，科学、有序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减量化、无
害化、资源化”，城乡环境卫生得到显著改善，群众满意度明显
提升。

整体推进，创新农村垃圾处理模式。把城乡环卫一体化工
作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提升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
点，将城市环卫工作模式延伸到镇街、村（社区），在进一步完善

“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管理模式基础上，建立“统一收集、
统一清运、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的垃圾处理新模式，有效解决
了传统管理模式链条长、枝节多、重突击、重复作业以及容易造成
二次污染的弊端，实现了垃圾“收集运输全封闭、日产日清不落
地”的目标。配强保洁人员。每120户设一名保洁员，负责村内
生活垃圾收集、道路保洁，全县超标准配备了农村保洁员1900余
名。每名保洁人员按照一辆车、一张锹、一把扫帚、一个夹子、一
个簸箕、一份保险、两套工服标准，配齐了保洁工具。完善基础设
施。按每10户村民设置一个垃圾桶的标准，在全县农村布设
240升垃圾桶9000余个、3立方米垃圾箱2000余个，生活垃圾全
部实行封闭式收集。在各镇街设立1至6座垃圾中转站，全县共
设立26座。在全县配备大中型垃圾清运机械、车辆130余台，洒
水车16部，大型机扫车9部。提高保洁质量。大力实施精细化
作业和立体化保洁，实行数字化、信息化管理，所有垃圾运输、洒
水、机扫车辆配备GPS卫星定位系统，对清洁、运输情况实时监
控、实时调度。扩大全覆盖范围。结合湖区特点，致力解决以船
为家渔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对沿湖村庄和居民点、湖内散户
居民的生活垃圾污水情况排查，制定合理的治理方案，开展生
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试点工作，发放户用垃圾桶、污水收集桶
3000余个。将湖内生活垃圾，污水收集、转运、处理工作纳入城
乡环卫一体化体系，把县域河湖流域卫生保洁、菹草打捞和湖
内生活垃圾、污水收集等工作实施市场化运作。

微山：

创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