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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张妍）3月8日，时庄街道
卫健办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时庄大集开展

“学习雷锋精神 关爱计生家庭”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前来咨询问诊的群众络绎不绝。“你

的血压没有问题，继续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健康饮
食，少油少盐……”“您如果有需要，可以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定期领取叶酸。”医务人员为群众提供
心肺听诊、血压测量等检查，对居民所关心的问题
耐心解答，提供专业化意见和建议，普及医疗常识，
指导大家选择合理膳食，保持健康良好的生活方
式。同时，志愿者们向群众热情地宣传新型婚育文
化、计生奖励扶助政策、托育服务政策、“两癌”筛查
等内容。活动现场发放宣传彩页600余份，义诊60
余人。此次义诊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代雷
锋精神，为辖区居民提供了便利的健康咨询平台。

时庄街道

关爱计生家庭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武鹏）“同学们，‘雷锋出
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呀？”“说明了雷锋非常喜欢做好事，就算是在火车
上他都在帮助别人。”“那你们是不是也要像雷锋叔
叔一样，做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啊？”“对！”3月5日
傍晚，在陵城镇星家村“满天星”助学所里，宣讲员
和学生们热情洋溢地分享着雷锋故事，学习着雷锋
精神。

为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
务精神，陵城镇积极组织志愿服务队深入开展“学
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带领大家重温雷
锋的先进事迹，营造比学赶超、争当先进的浓厚氛
围。

在星家村“满天星”助学所，“陵听 聆听”国防
教育宣讲志愿服务队讲师齐瑜同志结合雷锋的生
平经历和自身的部队生活，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国防教育课。

在小果庄村文明实践站里，孩子们一边聆听着
关于雷锋的生活点滴，一边动手创作“学雷锋”手抄
报，用流畅的线条、缤纷的色彩描绘着雷锋的先进
事迹，表达了自己向雷锋学习的坚定信念。

青年志愿者纷纷深入村庄、学校，谈学习心得、
讲好人好事、做义务劳动，用实践唱响新时代“雷锋
之歌”。

“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更加了解了雷锋助人为乐
的精神和革命先辈的奋斗历史。我们也一定会珍
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做对社会有用的
人！”星家村林子衿同学真诚地表达了向榜样学习
的志向。

三月春风处处暖，雷锋精神代代传。在雷锋精
神的感召下，陵城人奋发向上、忘我奉献，涌现出一
大批学雷锋的先进典型、道德模范，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社会影响。

陵城镇

雷锋精神代代传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李继琳）在防山镇齐王坡
小区有位年轻的“雷锋理发师”，两年多来坚持给老
人、小孩、环卫工人免费剪头发，邻居都说这个小伙
子人真好。他就是理发师刘亚龙。

“我的白头发太多了。”刚坐在凳子上，赵奶奶
就笑着跟理发师小刘说道。小刘一边给奶奶系围
帘，一边笑着说：“谁都有老的时候，长白头发很正
常。重要的是要保持年轻心态。”一句话说得赵奶
奶开心地笑了。“我这头发就是他剪的，已经来过两
回了。”74岁的王希林老人说，他和周围几个年纪大
的人都到这里理发，剪头免费，并且手艺也不错。

刘亚龙说：“我没什么别的手艺，给老人小孩免
费剪头发，算是回报家乡吧。”齐王坡小区党支部书
记牛中兴对这位年轻的“雷锋理发师”赞不绝口：

“给小区里的老年人理发分文不取，这是一种乡情、
一种奉献。小刘已经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伍，今后我们会一起为社区的老年人提供更多更优
质的服务。”

防山镇

为“雷锋理发师”点赞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孙硕）“同学你好，你知道
民法典吗？一块儿学学法律知识，还有小礼品送给
你。”一名身穿红马甲的普法志愿者正在学校开展
普法活动。

雷锋纪念日这天，曲阜市昌平中学七年级一
班的学生在网格员的带领下，组成青少年普法志
愿服务队，在学校“摆摊”开展了普法志愿活动。
活动现场同学们争相领取“学法徽章”“普法书签”
等普法小礼品。参加手工制作的同学在风筝上书
写下“遵纪守法，人人有责”“学习法律，遵守宪法”
等文字，“普法风筝”在校园中飞扬，法治理念在青
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法律既能规范人们的行为，又能保护大家的
权益。”在教室里，一堂法治课正在进行中。应青少
年普法志愿服务队的邀请，尼山司法所、尼山镇综
治办的普法工作人员来到学校，和同学们分享法律
知识。“要想当好普法志愿者，首先就要自己学习好
法律知识。”普法工作人员鼓励青少年志愿者学习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未来更
好地开展校园法律志愿服务打下基础。

守护雷锋精神，就要实践于行。近年来，曲阜
市通过组织青少年开展普法等志愿活动，培育志愿
服务精神，不断提升中小学生的法治素养，种下了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种子，为推动曲阜平安校园、
法治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尼山镇

普法志愿服务进校园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李晓晗 董文宇）
“我年纪大了，孩子又不在身边，银行的设
备搞不明白了。多亏了小陈，帮我们把养
老金领了出来。”近日，王庄镇袁村村民王
大娘高兴地说道。一大早，袁村村级代办
员陈芳就将为村民张大爷代领的养老金送
入王世娥大娘手中。自从王庄镇全面推行

“民生代办”制度以来，村民们开具各类证
明、申报补贴、代领代办等大大小小的事
情，都可以找代办员办理。

为了真正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做到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解决群众

办事难的问题，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
里”，近年来，王庄镇建立健全镇、村、组三
级上下联动为民办事综合服务平台。镇
政府建立便民惠民服务中心，村级党组织
设立为民服务站，在村组或村干部家中设
立民事代办点。代办与村民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的一些事务，包括各种支农惠农资
金的领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
（居民）养老保险、计划生育各种证件的
办理，民政优抚、政策咨询、反映问题
等。各村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科学合理
地设定办事范围和内容，并根据群众需

求不断完善。
王庄镇党委书记李萌表示：“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难、我有所帮。‘民生
代办’制度是全面落实‘解忧百家事’的重
要举措，将便民服务向基层群众延伸，架通
便民服务‘连心桥’，激发农村党员干部的
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跑出为民服务

‘加速度’。”截至目前，全镇共代办群众事
项1200余件，获得村民一致好评。随着这
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推广，王庄镇的居民
将会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生活品
质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王庄镇

“民生代办”跑出为民服务“加速度”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刘颖 陈倩）“这个叫弓
钻，头上可是有金刚钻的，全指着它打孔的。”在
孔子博物馆，师傅荀金国正在给青少年游客讲
解锔瓷的工具。锔瓷技艺走进博物馆，对从业
20余年的荀金国来说这是头一次。过去走街串
巷挑的是一家人的生计，今日博物馆开展览，炫
的是老祖宗的手艺，传承的是工匠人的精神。

据了解，为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孔子博物馆专门策划了2024年“孔子博物馆过
大年·黄河文化大集”活动。今年初荀金国老师
便收到了孔子博物馆的邀请函，面对这份诚挚的
邀请和沉甸甸的责任，荀老师没有迟疑，他说：

“锔瓷的师傅在咱曲阜已经很少了，我腿脚灵便，
咱曲阜有需要，我一定到！”

老物件里传承自强不息的精气神。展台上，
弓钻、砣钻、钳子、锤子、剪刀……各种工具吸引
了不少游客。由于很多器具是荀老师自制的，每
当有游客来体验时，荀老师都会将工具背后的故
事讲给大家听：“这个热熔枪是我当年学艺时通
过一遍遍地试验研究出来的，这其中费了不少功
夫。”游客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既感慨传统手工
艺人的艰辛，又被他们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精
神打动。

展览会后，荀师傅收到了游客寄来的一个破
碎不堪的民国年间狮子壶。一周后，这把壶在荀
师傅手里焕发了新的光彩，完成了华丽蜕变。孔
子博物馆的展览让荀师傅坚定了保护和传承非
遗技艺的信心。最近他又将游客喜爱的锡器茶
叶壶进行了改良，一个个传统又不失典雅的茶具
展现了民间手工艺人的执着与坚守。

民间技艺
走进孔子博物馆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谷思维）3月8日，石门
山镇妇联组织镇机关女干部、村妇联主席等40
余人，赴孟良崮战役、沂蒙红嫂纪念馆参观学
习，激励大家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
绩，展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风采，谱写新时代
的巾帼华章。

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
聆听讲解员对孟良崮战役的详细介绍，仔细观看
珍贵的史料、实物展品，亲身感受革命烈士不畏
艰难、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同时了
解到，“沂蒙六姐妹”带领全村男女老幼筹军粮、
做军鞋、烙煎饼、送弹药、救伤员，用瘦弱的身躯
托起战争胜利的希望，展现出别样的巾帼风采。

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大家参观红嫂故居，
了解沂蒙人民踊跃支前、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感悟“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开展革
命劳动实践教育活动，深刻感悟军民鱼水一家
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观看红色
实景演出，了解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永远铭记
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石门山镇

弘扬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尹姝雯 陈文文）阳春
三月万物复苏，植树添绿正当其时。为培养少年
儿童爱护环境、保护绿植的意识，3月9日，鲁城
街道大成社区联合协约化党建共建单位曲阜农
商银行，开展“‘植’要有你·‘树’你最行”植树节
活动。

活动现场，以家庭为单位分组发树苗，有的
挥锹铲土、定点挖坑，有的扶树培土、浇水施肥，
一个个热情高涨、干劲十足，每个环节都有条不
紊，大家齐心协力，把小树苗栽入它的“小家”。
活动最后，孩子们与自己种的小树合影，和小树
比比高，一同成长。

植树节活动为大地增添了一抹“绿”，用实际
行动弘扬保护环境的风尚，培养孩子们主人翁精
神和环保意识。同时，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感情，
以小家融入大家，营造出“我在大成很幸福”的浓
厚氛围。

鲁城街道

植树添绿正当时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曲阜市各地抢农
时、忙春耕，忙碌的身
影在阡陌间穿梭，绘
制 出 一 幅 春 耕 农 忙
图。曲阜市组织各乡
镇及相关部门人员抢
抓春耕备播的关键时
节，引导农民提前做
好春耕生产各项准备
工作，全力下好粮食
丰产丰收“先手棋”，
确保全年农业生产开
好头、起好步。

■通讯员 雷夫幸
朱利民 摄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朱利民）当前正
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在息陬镇二张曲村
示范种植基地，一台马铃薯多功能播种机
正在播种耕作，开沟、播种、施肥、喷药，机
械一过马铃薯就种好了。绘就一幅繁忙
的“春耕图”，奏响一首乡村“致富曲”。

“为了高效利用土地，在收完水稻
后，我们抢抓农时栽种50余亩马铃薯，
预计亩产 3500 公斤，为村集体增收 50
余万元。”二张曲村党支部书记张军介绍

道。在去年香稻试点种植成功后，二张
曲村积极调整种植结构，持续加大新品
种的引进和新技术的应用力度，创新探
索马铃薯种植，将小马铃薯打造成群众
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从而让村民收获了
土地流转、售卖马铃薯、就近务工等三份
经济收入。

“俺这里干活每天能挣个七八十块，
现在种土豆，五月底收获后还能再种水
稻，一年四季有活干，再也不用出去打工

了，这好日子过得是一天比一天美……”
在这里务工的村民翟金峰说。

在曲阜市的统筹部署下，息陬镇认真
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
地制宜，多元化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积极鼓
励引导农业种植合作社、种植大户等发展
粮食作物，深入推进“村党支部+合作社”

“村企合作”两种发展模式，为产业振兴、
农民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息陬镇 绘就“春耕图”奏响“致富曲”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雷夫幸 刘倩）
初春乍寒，在小雪街道白杨店村的池塘
内，村集体种植的20余亩雪莲藕迎来了
丰收。这几天，村里雇来的藕农忙着采收
新鲜成熟的莲藕，大家收获满满，喜笑“莲
莲”。

一年好景在春耕。小雪街道的农业
种植户抓季节、抢农时，到处呈现繁忙的
农耕景象，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乐的
乡村振兴美画卷徐徐展开。

白杨店村藕田内，藕农们身穿橡胶服

立于其中，手拿高压水泵，在淤泥中一边
行进摸索，一边采收莲藕。随着高压水泵
的不断冲刷，一根根新鲜的莲藕逐渐露出

“真容”，白净净、胖乎乎，煞是惹人喜爱。
“今年白杨店村雪莲藕池预计每亩产

量达1500多公斤，年产量能达到2.5万公
斤左右。收获的雪莲藕主要销往村企联
合建立的莲藕分拣仓储中心，进行下一步
的分拣、切片、加工与制作。”小雪街道白
杨店村党支部书记孙广元表示。

在东凫村葡萄大棚里，同样呈现出一

派忙碌的春耕景象。果农们有的开沟施
肥，有的除草松土，有的正忙着剪去葡萄
藤上多余的枝条，农事活动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

小雪街道农业服务站紧跟农时，深入
田间地头，在小麦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
农药使用等方面给予技术指导。指导农
户因地、因苗、因时搞好土、肥、水管理和
病虫害防控工作；全面排查灌溉沟渠、水
井等基础设施，为春季农业生产做好充分
准备。

小雪街道 人勤春来早 农时催人忙

本报曲阜讯（通讯员 苏执力）随着春
耕备播工作陆续展开，作为农业大镇的吴
村镇统筹种业、农机等多方力量，组织专
业技术指导队伍，打响春耕备种生产“第
一仗”，下好春耕备播“先手棋”，确保不耽
误农时、不耽误农事。

在吴村镇的种子营销点，前来购买种
子的农户日渐增多。张庄村的种植大户王

守印来到营销点购买玉米种子，他拿起一
个玉米棒样品，小心翼翼地掰下玉米粒，放
到电子秤上仔细称量。王守印说，虽然品
种看着小，但掰出来的玉米粒却很饱满。

“为方便农户选种，营销点把玉米样品和
电子秤摆在台面上，让农户自己称、自己
选。今年公司备种可服务种植面积超8万
亩。”营销点负责人吴启发介绍道。

镇里的专业技术团队深入田间地头，
建起“田间课堂”，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开展
春耕技术服务，指导农户适时播种，确保春
耕物资准备充足，安全使用农机具。“我现
在正准备春耕，把肥料拉到地头，把土翻起
来整细，到时候才好播种。去年玉米价格
那么好，让我们感觉种下去的是金粒子。”
崔孟三村农户姜暴发说。

吴村镇 下好春耕备播“先手棋”

■本报通讯员 王晓丽

近年来，曲阜市姚村镇致力于建立健全
镇级养老服务体系，兜牢、兜好农村老年群
体的基本生活，提高农村养老服务的可及
性。积极探索购买服务加政府监管的模
式，创立了“金手杖”为老服务品牌，1649名
各类救助对象享受“物质类+服务类”救助，
为破解农村地区“养老难”问题做出了有益
探索。

老年人的“好拐杖”

“颜爷爷，我们来看您啦！”穿着“金手杖”
标志性暖黄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来到姚村镇
河口村颜景星老人家里进行探望。“快进来，
快进来，你们那么忙，咋又来?”颜景星老人热
情地说。“过元宵节了，给您送点元宵。您最
近身体怎么样？有啥不顺心的吗？”工作人员
拉着老人的手关切地问。

颜景星今年74岁，无子女、高龄独居，镇
民政办、村委一直记挂着他的生活情况。镇
民政办联合“金手杖”工作团队，安排服务人
员每月4次看望颜景星老人，还为老人设立
了紧急联络卡，不论大事小事，一个电话“金
手杖”就到家。

“国家对我这么好，让这么多可爱的年轻
人上门照顾我。这1000块钱就当我的一点
心意，送给需要帮助的人，也算我对国家做些
贡献……”老人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1000块
钱，委托“金手杖”的工作人员捐给慈善组
织。“金手杖”服务团队郑重接过老人的捐款，
心里暖乎乎的。

同颜景星一样的孤寡老人在姚村镇还
有许多。他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姚村镇
民政办积极探索，将购买服务与政府监管指
导相融合，打造出一个集医疗、照料于一体，
服务贴心、管理智能的新型照料服务品牌
——“金手杖”，旨在用全心全意的服务和行
动，做老年人的“好拐杖”。

分类施策 优化服务

农村养老有不同类型，在支持家庭承担养
老功能并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的同时，需要
分类施策。姚村镇民政办根据孤寡老人的身
体状况，将老人分为正常老人、半失能老人、全
失能老人。根据不同老人的意愿，安排一部分
老人住进所在辖区的养老院。另一部分不愿
住进养老院的老人，镇民政办则采取社会购买
服务的方式，引进照料护理新模式。“金手杖”
为老服务品牌将慈爱心贯穿于养老每一环节，
竭尽全力为长者提供最优质服务。

不管是在养老院居住的老人，还是独自在
家居住的老人，每月都可以领到补助金。在养
老院居住的孔大爷对笔者说：“我每月都有钱
拿，每天伙食这么好，这里照顾又周到，经常给
我检查身体，还给洗衣服……让我感到非常幸
福。”对于独居老人，姚村镇民政办根据老人的
身体状况制定不同计划，每月开展4次“金手

杖”服务，节假日、寒暑天会额外增加上门看
顾服务。

“金手杖”工作人员非常关注孤寡老人
的心理健康，常常和老人聊家常，逗老人开
心。团队还配备了专业的心率监测仪、血压
测量仪、体温测量仪、脉搏测量仪，以便随时
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定时进行统一体
检，把老人的健康时刻记在心里。

姚村镇还专门打造了一款“金手杖”
APP，将独居老人的信息全都收录在册，服
务人员按照APP要求做好服务，不漏掉一
户。服务人员配备专门电话，24小时开机，
听老人倾诉，了解老人需求，为他们提供最
优质的服务。

截至目前，全镇54个自然村的各类救
助对象1649人基本实现老有所养。其中，
大部分需要社会救助的农村老人住进了养
老院，263名特困老人得到关怀和照顾。“金
手杖”为老年人打造了一个温暖、和谐、人性
化的安宁之家。

姚村打造“金手杖”为老服务品牌

春耕备播春耕备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