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2月15日 星期二 民生□责任编辑 王雁南 梁琨 视觉编辑 班璇 电子信箱 minsheng2349995@126.com

电话：2349995

民生报道部主办 倾情服务百姓 真情关注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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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琨

新年伊始，记者在新春走基层活动中
来到邹城市太平镇太平四村。“2021年12
月6日星期二，邹城市太平镇太平四村每周
三的‘党群夜议会’提前开了一天。”循着这
份会议记录，一件件心系全村百姓急难愁
盼的事再次被翻开。

2021年12月6日晚上6点左右，省派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队邹城市
太平镇太平四村工作组成员、村两委、种植
大户、党员代表、群众代表，聚在村委办公
室里，你一言我一语地商讨着摆在眼前的
大事。“去年的小麦播种得就比往年晚，如
果电缆得不到及时维修，本村近800余亩
的农田就得不到灌溉，村民所面临的不只
是减产，还有可能致使良田绝产。”参会的
种粮大户杨文玉、董文安情绪有些激动。
2021年年中的汛情，让农田变水田。也正
因这次汛情，村里一条灌溉水田电缆被雨
水浸泡短路烧毁，而这一问题直到2021年
12月5日灌溉前才发现。

“不仅要修，还要尽快修！”省派“加强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队邹城市太平
镇太平四村工作组组长武玉宝坚决地说。
通过商议最终确立方案，多方筹集修缮款3

万余元。并于次日紧急开展电缆修理工
作，当天下午农田就得到了灌溉，消除了良
田减产或绝产的隐患，直接帮助村民避免
经济损失50余万元。

这是省派“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工作队邹城市太平镇太平四村工作组驻村
以来，通过“党群夜议会”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事的一个缩影。据了解，自开展下派帮
扶工作以来组织开展“党群夜议会”21次，
帮助帮扶村解决实际问题13件，也正是这
一件件事的解决，工作组获得本村群众的
支持、认可和拥护。

“太平四村，是省里重点关注的‘美丽乡
村问题村’。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2020
年10月，带着这个疑问，在组长武玉宝的带
领下，工作组成员赵洪、韩涛、李智勇在村委
的陪同下，就着手开展“入户走访民情调研”
工作。通过对全村710余户、2600余名村
民的多次走访，工作组了解到，原来的村委
大院比较破旧，党建管理比较薄弱，村两委
班子不健全，又因其靠近邹城工业园区，年
轻党员和不少村民都在外忙着打工挣钱，村
里就剩下“一老和一小”，老百姓诸多“急难
愁盼”的问题亟待解决。

解决村里的问题，就得问计于村民。工
作组根据村内实际，配强村委班子，为太平

四村打造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并修缮村委
大院，完善各项办公职能，打造党建宣传栏，
实施制度上墙，建立了党群服务中心。为搭
建党群沟通平台，工作组探索建立“党群夜
议会”工作制度。“村里的年轻党员和村民白
天在外打工忙工作，下班回家也都很晚了，
即便有什么问题或诉求，也没有沟通渠道。
我们就在每周三的傍晚五点召开‘党群夜议
会’，把村里的党员、村民代表聚在一起，大
家畅所欲言，谈一谈村里的大事小情，既能
解决问题，也能提高村里的聚合力。”武玉宝
说，通过“党群夜议会”，不仅能解决与村民
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自觉、主动地参与到本村治理中来。

得益于“党群夜议会”这一工作制度，
不少与村民息息相关的大事小情得到妥善
解决。“妻子瘫痪在床，上有两位老人常年
用药，下有两个孩子正在读书。全家的担
子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而我腰椎不好只
能打些零工。是武书记他们跑前跑后，帮
我们办了低保，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通
过“党群夜议会”的商议后，武玉宝亲自到
邹城询问，顺利为村民郑作庆一家办低保，
缓解了一家的急难。郑作庆也难掩心中的
感激，特意定制了一面“心系群众解民忧 精
心帮扶心连心”的锦旗送到村委大院，交到

武玉宝的手中。
自2020年12月9日至今，通过党群夜

议会制度，工作组和村两委已先后解决了
饮水安全、路灯、生产路硬化等群众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为帮助太平四村村集体增
加收入，工作组结合村建筑行业人员较多
的优势，成立了“劳务派遣公司”；通过实地
调研、考察，通过与村“两委”商讨成立“太
平四村经济合作社”，引进蘑菇产业进行种
植培育；已谈妥的软木生产基地一旦落地，
老百姓就能在家门口打工致富……

“只要咱老百姓反映个问题，工作组就
没有不回应的。硬化了村里的路面，还安装
了健身器材；组织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看护帮
扶困难孩子，让孩子们安全、快乐过暑假；对
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过节有慰问，还经常
组织走访，宣传预防煤气中毒、防溺水……
他们就是俺们的知心人。”老党员王西真说，
他们懂民心，解民意，更为百姓谋发展。

“老百姓的事就是天大的事，要时刻把
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面对群众的交
口称赞，武玉宝却说工作组驻村时间有限，
就要更加用心用情用力地为老百姓办实
事，做好事，不仅要设身处地为村民解决

“急难愁盼”事，更要协助村委想方设法带
着村民谋发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党群夜议会”心系百姓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吕瑞峰

1月17日12时30分，鱼台县志愿者陈
传龙历时4小时30分，在山东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中华骨髓库采集点成功完成造血
干细胞捐献工作。备采期间，陈传龙还自
己亲手编织了一幅平安符，托工作人员转
送给远方的白血病患者，表达对患者的美
好祝福。

今年38岁的陈传龙是鲁泰环保建材公
司的一名员工。他平时就乐于助人热心公
益事业，经常参加义务献血活动，并于
2010年7月和工友一道加入了“中华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2021年国庆节期间，陈传龙突然接到
鱼台县红十字会的电话：“中华骨髓库有一
名血液病患者和您预留的造血干细胞初步
配型成功，请问您是否有意愿捐献？”放下
电话，陈传龙还真有些犹豫，父亲去世多
年，母亲年迈需要照顾，妻子怀有二胎身孕
再有2个月就要临产。如果捐献的话，会不
会有什么闪失？到底还要不要捐献？自己
可是家中的顶梁柱呀！

犹豫不决中，陈传龙想起在父亲得病
期间和去世后，虽说是一人撑起一个家，可
也得到了单位和社会的多方照顾和帮助。
如果自己此时放弃捐献，患者不知道要再
等待多长时间，说不定会错失良机失去生
命。几经思虑后，“人命关天，捐！一定要

捐！”陈传龙毅然决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
家人，身为小学老师的妻子很是通情达理，
家里的三位老人虽然担心，但也表示理解
和支持。

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陈传龙一边
照顾好妻子，一边安顿工作，积极配合高分
辨配型、体检等检查，郑重在捐献同意书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月12日，陈传龙依
依不舍地放下尚在襁褓中刚刚满月的女
儿，赴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实施捐献
造血干细胞。“能用这样的方式去挽救他人
的生命，我感到无比地幸运与自豪。”在鱼
台县红十字会和鲁泰控股集团干部职工举
行的欢送会上，陈传龙平静地说。

“近年来，广大市民逐渐认识到，造

血干细胞移植是拯救白血病患者最有效
的方法，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一件无损自
己健康而又有益于他人的事情，越来越
多的普通市民也积极加入到捐献者队伍
中。”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去
年 12 月 24 日，短短一个月，4位捐献者
先后完成捐献。在省城造血干细胞采集
医院，出现了济宁捐献者这个未走、那个
又到或同时捐献的动人情景，受到省红
十字会领导的交口赞扬。孔孟之乡扶危
济困、乐善好施、博爱奉献的文化底蕴，
影响更多的人加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队伍中来。据统计，自 2004 年至今，济
宁市共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55人，呈逐
年上升趋势。

点赞！为这场生命的救援

春节期间，来金乡县兴隆镇走亲访友，却遇见了逐门逐户上
门帮助村民安装推广使用“国家反诈中心”APP的网格员们，便决
定跟随他们走一走转一转。

周斌是兴隆周黑楼村网格员。由于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的多，
返乡过节的多，在街头只要遇到有说话聊天的村民，他都会凑上
去宣讲电信诈骗实例，宣传防诈骗知识，帮助村民安装推广使用

“国家反诈中心”APP。
“安装手机软件，要进行信息核实、最后开启预警功能。”走在

各村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网格员“苦口婆心”劝说的身影。
据了解，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网格员队伍在镇村多项工作

推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村划分的网格，兴隆镇50名网格员在相
对应网格内开展“国家反诈中心”App安装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由于农村留守老人较多，年龄偏大，又都比较追求健康，很容易
轻信虚假宣传掉入陷阱。为提高老年人防范意识，远离诈骗危害，网
格员们挨家挨户宣传欺诈老年人违法行为的特点和危害性，同时，对
有智能机的老年群体，手把手地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

“网格员来我家里给我讲了两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例，‘凡是在
短信、电话里有要个人信息、存款密码等涉及到钱财的都不要相
信，并要及时上报村委会’，还在我手机里安装了防诈骗软件，感谢
网格员让我们认识到了防诈骗重要性。他们都很辛苦，春节期间
都没不停歇。”村里老年人都说着类似的话语，感叹着，赞美着。

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的网格员们才陆续回到镇里，“我打了36
个电话”、“我帮18位老人安装了App”、“我走访了52户”……他们
交流着一天的工作成果，相互分享着成绩，开心着，幸福着，快乐着
……截至目前，周黑楼村推广使用“国家反诈中心”APP完成率已达
天衣无缝100%，其它各村“国家反诈中心”App安装使用率也在进
一步提升，逐步实现了全覆盖，提升了群众反诈防骗意识，增强了群
众不轻信、不点击、不泄露、不转账的自我保护意识，真正做到“宣传
不放松、反诈不打烊”。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郑文娟

网格员们的一天
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来临

之际，曲阜各街道社区开展了
丰富多采的志愿服务活动。
他们或走到空巢老人家中，倾
听老人诉求，帮助老人解决急
难愁盼问题，或开展“巧做花
灯·喜迎元宵”关爱青少年等
志愿服务活动。

在走访中，鲁城街道办事
处有关负责人听到一户空巢
老人家里没有电，当即安排中
心人员给这户老人交上三百
元电费。还与老人们约好，需
要帮助随时告诉他，并留下了
自己的联系方式。

巧做花灯的活动志愿者
向孩子们讲解了元宵节的来
历和传统习俗，向孩子们详细
讲解灯笼、传统萝卜灯的制作
步骤。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加
深了对传统节日元宵节的认
识，营造了幸福、和谐的喜庆
节日氛围。

曲阜团市委则联合市彩
虹公益服务中心共同开展了
我们的节日·元宵节暨曲阜市
希望小屋送温暖活动，为全市
59 户希望小屋服务对象送去
了节日祝福及棉被、书籍、米、
面、油等等过节物品。

在欢声笑语中，家长和孩
子们共同品尝着美味的元宵，
憧憬着新一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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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微山县昭阳街道
在三孔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
办“欢乐猜灯谜 喜庆闹元宵”活
动，组织辖区适龄儿童猜灯谜、
做灯笼、品元宵，让孩子们通过
参与活动增加对元宵节的热爱
与理解，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李冉 张秋月 摄

■

走基层

我们的节日 ·元宵节

在 基 层

记 者 跑 社 区

真 情 时 刻

正月十五闹元宵。为丰富居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任城区各社区组
织精彩纷呈的庆祝活动。14日上午，仙营街道秦庄社区仙西网格开展

“网格一家亲，邻里闹元宵”活动。猜灯谜、品元宵、套圈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让居民们体验传统美德和传统节日礼仪，感受到“大家庭”的温馨。
阜桥街道小闸口社区的工作人员则煮好了汤圆，为疫情防控门岗值守人
员、高龄老人、老党员送去，让大家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关爱的同时，弘
扬了“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社会美德，营造“家庭和美、邻里和睦”的
良好社区氛围。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李勇 王盼 摄

跑 现 场

“大爷，你行动不方便，还是我背着你去做检查吧！”患有高血
压、慢性支气管炎等多种慢性病的张淑芝大爷在郭楼卫生院主治
医师张格锋的一再坚持下，感动地伏在了他的背上。

2月11上午，汶上县郭楼卫生院主治医师张格锋在门诊接诊了
患有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等多种慢性病的张淑芝老大爷。张大爷
独自生活，平时靠在镇里修鞋挣点零花，2月10日，因感到憋喘、头晕
来独自骑三轮车来到镇卫生院就诊并做了核酸检测，2月11上午，拿
到核酸检测报告后准备办理住院手续，张大爷憋喘、头晕更加严重，
当时测量血压高达190mmHg，张医生初步诊断患者为慢支急性发
作，需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但老人因幼时患有婴儿瘫，行动非常
不便，医院里又没有电梯，张医生没有多想，便小心翼翼地背着大爷
一步步走到二楼心电图室、检验科，在顺利完成所有的检查后，又将
大爷背回自己的办公室休息。诊疗结果出来后，张医师又帮大爷办
理了住院手续，将张大爷背到住院部的二楼将其安顿下来后，才放心
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这时气喘吁吁的他已是汗流浃背了。

“太感谢张医生了，辛苦地把我背上楼，又背下楼。”73岁的张
大爷眼含热泪感动地说。得到救治的张大爷病情已逐渐平稳，张
医生一再表示，这只是平常工作中一件很小的事情，换做别人也
会和他有同样的举动。

在基层，像张格锋这样的医务人员还有很多，每天都会上演着一
幕幕感人的事迹，他们既是“白衣天使”，也是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他
们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崇
高职业精神。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董梅 马海燕 摄影报道

他背着病人的身影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