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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的《人生》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愿你是
生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哪一
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哪里当作你
的家园。我和《济宁晚报》的缘分，因喜爱看报
读书与写作而结，没有因为身体残疾和生活不
顺而沉沦，文学就是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

出生在农村的我，小时患上关节顽疾，断断
续续上到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在和病魔抗争的
日子里，是家人和亲朋找来的报纸和书籍，让我
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使灰暗的人生看见阳光。

2008年12月的一天，我偶尔看到报纸上
的征文启事，遂萌发投稿的冲动，忙挑灯夜战写
修文稿。当时，报社已实行无纸化办公，我没有
电脑，只好托邻村妹妹去城里网吧工作时，打成
电子版发到收稿邮箱。经过耐心等待，当年12
月25日，《俺村第一辆电驴子》在《都市晨刊》
（《济宁晚报》前身）“百姓故事——讲述”版发
表，令我欣喜不已。后来，我又参加了济宁中心
血站宣传无偿献血的征文，作品《千里走单骑
爱心洒济宁》获唯一的“一等奖”和三千元奖
金。经血站程云女士推荐，晚报记者张梦西对
我自强不息的事迹进行采访报道。

我除了写点征文，更多的是写新闻和故事
传说等，作品散见于省市报刊，我也成为街道
和报社的编外通讯员。对于关注我的人以及
报社的编辑和记者，我一直心存感激，是他们
无私的帮助和肯定，使我曾经枯萎的心灵，又
焕发出勃勃生机，用笔来书写人世间的美好。

俗话说：心平能愈三千疾，快乐和平静是心
灵最好的医生。读书看报和写作，让我的精神
充实心中有光，不再有“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
黯黯独成眠”的无谓烦躁和痛苦，心态与身体都
有不小的变化。

今生和《济宁晚报》不离不弃，是晚报的不
断鼓励，让我成为文学道路上的追梦人！

作者（右一）与母亲一起读报

自从鱼台县委党史研究中心派来第一书记
刘杰，鱼台县张黄镇武台村就迎来了“大变样”。

刘杰一到村里，就忙着解决教育、医疗、出
行、饮水、养老这些村民们最关心的问题。他经
常跑到田间地头，和村民们聊天，了解他们的需
求。他积极协调资源，给村里搞绿化，带领村民
整治环境，村里变得干净整洁。在农业生产方
面，他主动联系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给村民们提
供病虫害预警和天气信息，还请专家来培训指
导，让大家的收入增加了不少。

特殊群体也是刘杰的心头大事，他组织发
放残疾人辅具、捐赠夏凉被、在“三夏”时节看
望一线人员、开展“防溺水”活动，确保村民们
的安全。 （通讯员 邵天斌）

第一书记刘杰：

真情为民促发展

我和《济宁晚报》的缘分
刘吉振（汶上）

近日，市慈善总会印发《2025年全市“情暖万
家”慈善救助活动实施方案》，2025年元旦、春节
期间继续在全市开展以“慈善助困解民愁，温暖和
谐进万家”为主题的“情暖万家”慈善救助活动。
全市慈善总会组织计划列支善款1404.81万元，
对3.85万户城乡困难群众实施物资救助或现金
救助，帮助他们温暖过冬、温馨过节。

此次活动，全市范围内因大病、重残、自然
灾害、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家庭困难、尚未纳入
低保范围的城乡困难家庭，脱贫享受政策户、监

测帮扶对象、困难老人、孤困儿童、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等均可申请救助。其中，市直困难职工
家庭由市直单位在入户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拟救
助对象，填报相关审批表、汇总相关证明材料
后，报市慈善总会审批。资金配套项目按照县
（市、区）情暖万家实施方案所规定的救助程序
自主实施。

市慈善总会下拨资金，用于扩大困难群众救
助数量，不得冲抵县（市、区）计划列支资金。所
有救助款物于2025年春节前全部发放到户。

冬季的太白湖景区犹如一
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
力。元旦、春节期间，太白湖景区
将推出元旦捕鱼节、冰雪嘉年华、
过年逛大集、万人相亲大会等一
系列特色文化节庆活动，让游客
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冬日的温暖与
喜庆。 （本报记者 刘伟栋 摄）

“情暖万家”
慈善救助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苏茜茜 通讯员 路笃书

截至12月15日，我市农担贷款新增、在保、
累保规模等三项数据均列全国地级市首位，惠及
农业经营主体4万余户；金乡、邹城在保规模居
全省县市区前2位；全省农担业务前20的县市
区中，我市占据10席。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注重政策体
系搭建，在省内率先推出农担保费市财政全额补
贴、市级分险、贴息等政策，连续3年将农担工作
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连续5年以市政府名义制
定年度工作方案。

我市聚焦家庭农场、农村电商等9类经营主
体不同融资需求，优化开发担保服务方案39个，

全国首个“产购储加销”粮食全产业链农担贷款落
地邹城市，全省首个“鲁担惠农贷——‘兵支书’强
村贷”落地梁山县，全省首个“第一书记+农担政
策+普惠金融”贷款落地嘉祥县，实现了个性化、
多样化、品质化的农担服务。

我市持续推动金融助农“高效办成一件
事”，聚力搭建24小时银担网上“客户直通”平
台，贷款申请实现全流程线上无纸化，审批时长
缩短至1个工作日。在济宁区域内普及“鲁担云
贷”业务，50万元授信额度以下秒批秒办，实现
了线上申请、线上提款、线上监管，解决了农户
的融资诉求。

来太白湖景区

享受休闲之旅

均列全国地级市首位
本报记者 王艳茹

“我们平时使用天然气时，通过观察火焰的颜
色，就能知道燃气是否燃烧充分。”昨日，华润燃气
客户服务部经理魏海波告诉记者。

天然气主要成分为甲烷，在充分燃烧的时候，
火焰颜色呈淡蓝色，火苗高度大小均匀一致，内、
外焰呈分明的锥形，此时是最健康的燃烧状态。
然而经常做饭的市民也会注意到，许多时候火苗
会呈现出黄色甚至红色，这是什么原因呢？“在炒
菜时，空气中水分或油气量增大，会让火苗发生
变色；支锅架上金属离子在高温加热下，也会发
生变色。以上都属正常现象。”魏海波说，“风门
调节的位置不佳时，空气进气量不足、燃气燃烧
不够充分，火焰的颜色会发生变化；灶具出火口
被污垢堵塞，也会出现火苗变色的现象，这时，我
们就应该对灶具进行安全检查了。”

让火焰重新变蓝，才能保证燃气安全充分地
燃烧，市民首先要放上锅具，观察燃气灶火焰形状
和颜色。然后调试燃气灶风门，先调节至最小，再
调节到最大观察，观察火焰颜色与火力。“在调节风
门时，要记住最大、最小的状态，从大到小调节风
门，我们要调整至火力最强劲、火焰颜色最蓝的状
态。此外，还要检查灶具出火口是否被污垢堵
塞。可以使用细针或小刷子清理堵塞物，恢复气
体的正常流动。如果不会调节，可以联系华润燃
气的管家上门处理，不要自行操作。每次使用燃
气时，要注意保持开窗通风。”魏海波说。

@燃气用户！火焰颜色为啥不一样？

本报记者 李胜男

列支善款1404.81万元

我市农担贷款三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