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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鞋来啦！”康复老师的一声欢
呼，汶上县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的孩子们一
拥而出，盼望着尽快穿上为自己“量脚定
做”的矫正鞋。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制作，前几日，大
部分矫正鞋送到了孩子们手中。在适配
现场，试穿了矫正鞋的孩子们一个个小心
翼翼又兴奋不已，家长也是激动地看着孩
子们的一举一动。矫形器专家耐心为孩
子及家长讲解了矫正鞋穿着行走过程中
的注意事项，并进行了科学细致的指导，
确保让这一双双矫正鞋能给肢残儿童带
来舒适的、有效的穿着效果。

“做矫正鞋的师傅按照要求，对籍籍
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科学评估，并进行
现场取模。”籍籍妈妈告诉记者，今年6岁
的籍籍存在脚外翻等问题，造成行走不
便，在康复中心康复4年多了，大夫建议给
孩子配矫正鞋。“此次适配矫正鞋，起到了
平衡身体、矫正畸形、改善和恢复行走功
能的作用，我感觉效果非常好，远超我的
预期，通过这短短十几天的矫正，也让我
感到孩子以后能够走得更好。”籍籍的妈
妈激动地说。

“一些患儿因脑性瘫痪等脑部发育不
良诱发的运动障碍，而穿上定制矫正鞋
恰能起到平衡身体、矫正畸形、改善和恢
复行走功能等作用。”县残联相关负责人
介绍，根据《山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
施办法》，为有辅助器具需求的残疾儿童
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孩子们穿着的这
些矫正鞋正在其列。该负责人介绍，矫
正鞋的购置不需要个人和家庭出资，由
专业机构对肢残儿童进行量脚测量，适
配后附带四次适应性训练，帮助孩子们
尽快适应矫正鞋。

据介绍，今年5月，汶上县残联对本县
所有脑瘫、智力障碍等导致肢体残疾需要
适配矫形器具的特需儿童进行了筛查摸
底，统计出98名适合适配矫形器具的特需
儿童，并邀请济南的矫形器制作专家为这
些孩子进行现场取模、适配。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谢凯丽

“量脚定做”的
矫正鞋来啦！

巾帼不让须眉，女足精神鼓舞着国人。为促进济宁市女子职业足球联赛队伍发
展，普及青少年儿童足球项目，7月7日，济宁橙风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将于近日带
领济宁首支女子职业足球队参加2022年全国女子足球乙级联赛。“希望能在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为家乡争光。”22岁的闫珂如来自曲阜，从小学六年级接触足球，已在足
球赛场上打拼了近10年，当得知家乡成立的职业俱乐部招募队员时率先报了名。

“参加此次联赛意义重大，这是济宁女足走向职业赛场的首次比赛，也为济宁女
足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俱乐部负责人崔瑞表示，近年来，全民健身日益普及，竞技
体育逐步提升，足球作为市民广泛参与的全民健身项目备注瞩目。济宁市橙风足球
俱乐部不仅建设了俱乐部的训练基地，还加强足球文化建设工作，吸引更多足球爱
好者关注足球。 ■记者 梁琨 摄

前几日，我市迎来大规模强降雨。为积极应对暴雨天气，
做好安全防范，7月6日，根据省市区发布的气象信息，任城区
观音阁街道科学部署，完善强化应急指挥系统，各社区、各部门
奋力防汛排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彰显担当。街道组织工作人员冒雨对
辖区内展开地毯式巡查，对辖区低洼地带、地下车库、危旧房
屋、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进行安全隐患的排查和立即处置。在
危险区域路口设置标识和栏杆，安排专人引导疏散的车辆群
众。在部分积水路段，工作人员纷纷化身“推车侠”，把熄火车
辆推到安全地带。其中，东发社区还用大喇叭循环播放防汛注
意事项，广泛宣传防汛安全知识，提高居民群众防汛应急能力
和意识。

7日凌晨，工作现场仍是一派紧张有序、热火朝天的抢险景
象，大家脸上早已分不清汗水与雨水。 在华城路桥洞，因地势
低洼，积水已有腰深，这可难坏了回家的居民，应急救援队员立
即拿出准备好的救生衣和游泳圈，在他们的引导与帮助下，几
位居民顺利走过了危险区域。“太惊险了，没有救援队员我们真
不知道怎么回去了。”一女子感激地说。

眼下已进入汛期，观音阁街道将始终绷紧防汛这根“弦”，
强化措施、落实责任，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最大程度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齐文娅 摄影报道

暴雨袭来，他们在守护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张庆余 刘从敏 李靓

年到半百的狄方由，是济宁经开区疃
里镇狄家村人。因高位截瘫，只能与轮椅
为伴的他现在已成为济宁天久工贸公司的
一名员工，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使他
过上天天开心快乐的好日子。

狄方由在家里虽是个独生子，但却因
为家庭生活贫困，并没有享受过娇养的偏
爱，为了让家里生活宽裕一些，聪明懂事
的他，反而很早就学习经营帮衬家里。农
闲时间，他从不愿意闲着，先是利用网络
开展绿化苗木销售，后又给奶品厂加工奶
盒，再后来，他看到干建筑行业比较挣钱，
他又跟着别人加入到建筑行业。但万万
没想到的是，2015年7月的一天，他在一建
筑工地施工时，不慎从高空意外坠落，致
使胸椎损伤，造成高位截瘫。经医院抢
救，命虽然保住了，但下肢却失去了行走
功能，只得与轮椅为伴，这下子可把要强
的他甩向了万丈深渊！

“我这辈子算完了，完了……啥也不
能干了……”看到前来看望他的亲友们
说，他低着头，难过地喃喃自语着。大伙

这样劝那样说，他看似听进去了，但又有
谁能经受得住这种打击？他暗中不知哭
过多少回，对生活前景失望到了极点，他
甚至有时都想到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2018年的一天，他从一位伤友那里了
解到，济宁天久公司正在开办“希望之
家”，是专门为脊髓损伤者开办的。他抱
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公司，找到董事长李
宪庆，怯生生地问道：“董事长，像我这样
的人，还能在这里干点儿啥不？”李宪庆望
着他那十分渴盼的神情，怜爱之心油然而
生，当即答应他：“可以先在这里做康复。”
并对他进行了好一番鼓励。

来到天久公司的“希望之家”，狄方由
看到那齐全的康复设施、和自己一样的病
友、和蔼可亲的康复师傅，原来的一切自
卑、忧伤、怯畏感随之消除，一种家庭般的
温暖涌上心头，从此，他融入到了这个大家
庭，康复训练起来十分认真。不久，他便加
入到辅助性就业岗位，负责烫料、贴包装资
料、包装手套等。这些活儿干起来，他感觉
得又顺手、又轻松，顿时又充满了信心，与
工友们工作在一起，有说有笑，自己又能靠
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了，他顿时又找回了
那个要强的自己。

黑暗中见到光明的人，对光明无比敬
仰；困境中找到工作的人，对工作十分珍
惜。狄方由对天久公司为他提供的这份工
作机会，万分珍惜，他把对公司感恩化作干
好工作的动力，干起活来从不知疲倦，每天
都是早上岗，晚离岗，还经常在下班时，把手
里剩下的活儿再带回宿舍去做。他对工作
的热爱，还引发了他的创新思路——从网上
看到有一种电剪子，能剪裁比较厚的布料、
皮料，还能剪圆口型料子等，功能很好，他就
兴奋地网购了一套。经在公司试用实验，效
果惊人——用电剪子剪裁手套口，不仅比手
工快几倍，质量还好，为公司和员工带来了
双重效益。当人们都赞赏他时，他动情地
说：“天久不仅让我重拾希望，还给了我一片
新天地，在这里不光每个月能挣几千块钱，
空余时间还能进行康复锻炼，为公司做什么
都心甘情愿！”

通过在天久希望之家的康复锻炼，狄方
由身体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从最初的身体
僵硬、二便没有知觉，到现在的完全自理、轮
椅上能活动自如。加之辅助性就业的成功，
他又被转入稳定性就业岗位，他觉得自己的
人生又有了价值，变得越来越自信，他还成
了天久公司的励志楷模。

“天久”让他过上天天开心好日子

近日，微山县公安局马坡镇派出所接辖区居民报警，称本
村一位99岁老人放在家中的3千余元现金被盗了。接警后，民
警迅速赶赴现场展开侦查，通过仔细勘查与耐心询问，终于帮
助老人找到了因记错位置而“丢失”的养老钱。

7月7日10时许，马坡镇派出所相关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在
周庄村一居民院落见到了委托报警人和情绪低落、懊悔自责的
99岁老人。在询问中，老人诉说：自己年事已高，平时也不外
出。同时坚称对家中存款的位置记得非常清楚，现在钱没了，
就是被坏人偷走了。看着老人心情焦急、老泪欲滴的状态，听
着老人恼恨交加、喋喋不休的唠叨，处警警员一边温和地安慰
老人，一边迅速对案发现场展开了缜密细致的勘查。经过近30
分钟的反复查验，民警发现老人家中门窗完好无损，屋内也无
明显翻动痕迹，房屋周边一切正常。综合多方面的现场信息，
民警分析在此情形之下，老人的钱款被盗的可能性已然很低，
结合当事人近百岁的年龄及其记忆力偏差和很多老人喜欢把
钱藏在自认为隐蔽地方等等特性，民警推测可能是因老人健忘
记错了存放地点。于是，他们便在与老人耐心轻松的沟通交流
中，一点点获取线索，筛选有用信息，并对可能藏钱之处再进行
搜寻，最终在其家中一角落的陈旧抽屉内找出了3460元钱，在
其儿媳的见证下，悉数交到老人手中。

见到失而复得的养老钱，老人一下子破涕为笑，直呼“老
了，没用了。”看着老人哭笑不得的模样，民警一面赞赏老人健
康长寿缓解尴尬局面，一面奉劝老人还是要把现金存在银行里
既保险又方便。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王金

老人存款“被盗”民警帮找回

连日来，在洸河路与火炬路十字路口
南边的机动车道上，经常出现有拦车送东
西的人，一开始是一组两人，后来增为两
组四人。他们穿行于行驶的机动车之间，
拦截车辆向车内送抽纸。被拦之后，有的
司机伸手接过抽纸包，有的视而不见继续
行驶。这种在机动车道上拦车送东西的
行为，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不仅容易造成
剐擦，还容易造成道路拥堵，尤其在上下
班高峰期，希望有关商家不要采用如此营
销手段，不利安全，又影响城市形象。

■记者 王雁南 摄

在 基 层

社 会 广 角

监 督 台

百 姓 故 事

■本报记者 梁琨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
木。今年初，我市出台《济宁市荒山绿化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年)》，计划自
今年起开展大规模荒山绿化行动，用3年时
间完成6.76万亩荒山绿化，全面消灭市域内
宜林荒山，打造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周边
和高速、国省道两侧可视范围内等重点区域
山区森林景观，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屏障。

定把荒山变成青山

济宁现有荒山 7.098 万亩（含退化林
地），其中宜林荒山占6.76万亩。受自然条
件限制，没有绿化的荒山多为难啃的“硬骨
头”，年年种树不见树。

如何让荒山披绿，济宁市明确了“时间
表”，清晰了“路线图”。从东部山区到西部
丘陵，从交通沿线到重要生态区位，全面拉
开荒山绿化的大会战。济宁市将在3年时
间里，全面完成重点县（市、区）现有宜林荒
山绿化工作。根据《济宁市荒山绿化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22-2024)》，当前济宁市宜
林荒山涉及曲阜市、泗水县、邹城市等8个
县市区、32个乡镇(街道)、294个自然村。

绿化面积之大、工程量之巨，在济宁尚
属首次，而绿化难度也非常之高。济宁范围
内均为泰山山脉之余脉，以青石为主。山体
土壤瘠薄、引水上山难度大是困扰荒山绿化
的两大问题。“受客观原因影响，尼山区域的

山体对树木种类的要求较高，更宜种植抗旱
耐寒、生命力顽强的树种。”有着24年护林
经验的曲阜市尼山镇护林队负责人钱国介
绍，为保障树木成活率，树种要有特别的讲
究。

据介绍，荒山绿化三年行动实施后，能
够扩大区域内森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增
强森林生态功能，推动国土绿化由规模速度
型向数量质量效益并进型转变。同时充分
发挥森林与湿地的生态功能，将尼山区域建
设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

“目前，正抓住雨季墒情较好的造林关
键契机，逐一落实造林各项工作，同时做好
前期造林补植。”市林业保护和发展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冯延宁介绍，截止到7月10
日，全市已完成荒山造林4.46万亩，其中尼
山区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4.24万亩，荒山
造林完成率96.4%。

“五个专门”留下山绿

既要栽得上，更要保成活。新植树苗一
周内要浇三遍水，最后还要覆上薄膜保持水
分，精心抚育。地处泗水县圣水峪镇的尼山
后山上，今年春季，工人们每天都在约50°
的山坡上挖坑栽树。“条件艰苦、施工难度
大，大家像养育孩子一样呵护每一棵树苗。”
山东高速生态环境集团尼山国土绿化示范
试点项目泗水片区负责人邵志杰介绍。

“今年面对冬春极端干旱天气，采取一

系列严格的栽植质量和栽后管护浇水保苗
措施，荒山绿化质量得到了有效保障，从近
期市指挥部逐山头开展的质量检查看，针叶
类枝叶保鲜率和阔叶类枝条萌芽率平均在
85%以上。”济宁市荒山绿化工作指挥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对照全年的任务目标，全市
约有10-15%（5000亩左右）的造林任务需
要在雨季完成。而在这之前，工作重心由保
障质量下的造林为主，向造管并重、以管为
主转变。

为稳步推进荒山绿化工程保质保量，我
市将逐山头细化落实“五个专门”措施，对各
个山头配备专门的绿化队伍、专门的蓄水设
施、专门的引水设备、专门的管护队伍、专门
的保障资金。“‘五个专门’是保障荒山造林成
果的关键，在今年春季全市荒山造林抗旱保
苗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冯延宁说，在接
下来的工作中，将严格落实“五个专门”工
作。实行全面封山育林，加快蓄水池、引水管
网、硬质隔离等永久性配套设施建设，严厉打
击羊群上山、人为破坏苗木和管护设施等违
法行为。常态化对每个山头持续开展质量检
查，将养护浇水情况、苗木成活情况、封山育
林情况和专人看护情况作为检查重点，一旦
发现问题，将纳入闭环整改管理，确保不漏一
个造林小班，不放过任何质量问题。

让群众吃上“生态饭”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把握好绿水青山
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多种树、种好树、管好

树，让一片片青山绿林，为济宁大地增添生
态底色，点燃绿色发展引擎，生态环境就能
美起来，人民群众的生活就能好起来。

我市积极探索山体绿化与增加农民收
入相结合的机制，算清“双碳”、绿化和增收
三本账，让群众在建设绿水青山中有收获，
实现荒山增绿、公益增岗、群众增收。

邹城市大束镇的村民高洪民就在村级
绿化队里。他的妻子患有疾病、儿子上学，
一家人全靠他自己养活。为改善生活，在种
地之余常到处打点零工：“今天干明天歇，活
靠不上，心里也没底。”春节过后，他就加入
了村绿化队，每天上山垒坑填土，干24天，
就挣了3000多元

“谁承想，以前羊都不爬的荒山如今成
宝贝疙瘩了。”眼看着家门口祖祖辈辈面对
的荒山就要变青山，大束镇崮寨村党支部书
记李洪峰十分高兴。政府掏钱帮着修路、引
水、架电上山，村里也正计划着把好生态利
用起来，搞乡村游，让集体和百姓持续增收
致富。“前些时，每天有200多人在山上植
树，光我们村就来了120多人，留守在家有
劳动能力的都上山了。”李洪峰说。

济宁推行的“工程造林+镇村绿化队+
村护林队”模式，由村里组建绿化队伍承担
本村或邻村荒山绿化工作，包绿化、包养护、
包成活，盘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村民增
收。同时在土壤条件较好的地块，栽植桃
树、板栗、连翘等经济林树种，成活后由村集
体管理，林果收益归村集体所有，让村民们
吃上“生态饭”。

荒山变绿山 让群众吃上“生态饭”

蓄势待发蓄势待发 铿锵铿锵绽放绽放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李超 杨华英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和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是现代城市
的园林瑰宝，更是一方民众寄托乡愁的情感载体。近年来，嘉
祥县为古树名木认证建档，实现“一树一档”“一树一策”精准化
管理，为古树名木撑起“保护伞”。

驱车行驶在笔直宽阔的呈祥大道上，通过李楼桥西侧不远
处，在马路中央一株由护栏保护的树木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
棵树学名‘国槐’，距今已经有170余年的历史了，属于三级古
树名木。”嘉祥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林业保护发展中心主任王
如社介绍，在嘉祥有很多像“国槐”这种古树名木。据最新调查
统计，嘉祥县古树名木共有453株，隶属17科23种，主要为侧
柏、圆柏、国槐、银杏、小叶朴、青檀、皂角、黄连木，其中银杏为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青檀为中国特有的稀有单种属。经调
查认证，嘉祥县树龄超过1000年的古树就有3株。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千年古树又该如何焕发生机与活力？
王如社介绍，以黄垓冉子祠大柏树为例，嘉祥县对古树地上、地
下生长环境进行整治，在古树保护范围内埋设 8 套通气透水网
管，以帮助古树根系对水气的吸收利用。 将原有青砖进行拆
除，铺设砂石垫层和生态通气透水砖，在古树的根系营养吸收
范围内，砌筑四座复壮井，以有效增强土壤的通气透水性，增强
土壤肥力，并实现为古树根系高效给排水的作用。

“嘉祥县认真开展古树名木认证建档，规范登记造册，统一
编号，建立健全古树名木图文档案和电子信息数据库，逐步实
现古树名木‘一树一档’‘一树一策’精准化管理。”嘉祥县自然
资源与规划局局长程合玉介绍，推行古树名木“树长制”，按照

“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工作思路，将古
树名木保护纳入林长职责范围，逐一落实管护责任单位和具体
管护责任人，确保树树有人管，保护经常化，为古树名木撑起一
把“保护伞”。

近年来通过对古树名木的修剪、病虫害防治、树干防腐、空
洞修补、架设支撑和土壤改良等保护复壮措施，实施树体、地
面、根系全方位修复措施，呈现出老枝吐芽的喜人景象。目前，
嘉祥已完成满硐南山村国槐、金屯郭庄大银杏、孟姑集镇四合
村国槐、青山寺古柏等20余株重点保护古树和亟须救助古树的
修复保护施工。建设古树护栏、支撑、树洞、标牌等基础保护设
施20余套，安装古树地下透气孔、管网透水设施40余套，同时
清理了古树周围环境，显著改善了古树名木外部环境，确保古
树健康生长，再现枝繁叶茂。

护好古树名木
留下城市园林瑰宝

民 生 速 递

民 生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