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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济宁 报

青岛西海岸新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古琅琊
台作为尧帝时代祭祀春分的测候所——旸谷隅
夷之地，是测量春分节气的基准点，也是考古界
认定的我国地面遗址尚存的最早天文台之一。
姜太公在此设四时主祠，更让此地与中国古代四
时文化、二十四节气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二十四
节气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5月21日上午，备受各界观众广泛关注的
“见东二十四节气集报暨名家书法展”在青岛西
海岸新区档案馆兰台展厅拉开帷幕。现场展示
陕西日报2024年全年12个月份出版的二十四
节气报纸特刊10米拼接长卷。

此次展览由山东省首家连体报馆“见东连体
报馆”馆长孙见东精心策划，突出融合了琅琊四
时文化与书法艺术。展览将陕西省日报出版的
二十四节气主题系列报纸，与24位书法名家以
节气为主题创作的书法佳作并置展出。观众通
过观展，既能透过铅字版面，触摸历史温度，感
知节气文化的时代延续，又能在笔精墨妙的书
法作品中，领略传统文化与艺术创新碰撞的绚丽
火花。从立春的万物复苏，到冬至的寒梅映雪，
每一件展品都能唤起人们对自然、对传统的敬畏
与热爱。

（通讯员 崔启昌 摄影 安殿堂）

搭建观展平台 传播节气文化

5月21日，正值小满，记者跟随市救助管理
站工作人员来到泗水县，对两位曾流浪现返乡的
人员进行回访。

初夏时节的泗水县乡间小道上，救助站工作
人员带着米、面、油等慰问品，先后来到苗馆镇黄
阴集村和高峪镇亮庄村。走进高峪镇亮庄村钟
德伦家的小院，石榴花开得明艳灿烂。当天一
早，钟德伦特意去超市买了水果和瓶装水，满心
期待地等着大家到来。市县两级民政干部、镇街
负责人、荣军医院医生、慈善义工等组成的慰问
团队刚一到小院，便关切询问起钟德伦家的近
况，小院一时间热闹起来。

钟德伦的弟弟因患精神疾病，七年前意外走
失。这些年，钟德伦四处寻找却始终杳无音讯。
直到2024年2月28日，济宁市救助管理站接到
商丘市救助管理站的电话，弟弟终于被护送至济
宁，随后顺利回家。“感谢大家对我弟弟的照顾，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只要有我在，就一定会
一直照顾他。”钟德伦言语间满是感激。据高峪

镇民政科工作人员王雪云介绍，钟德伦的弟弟回
家后，民政部门为其申请了特困人员供养待遇，
如今每月可领取政府兜底救助金，生活有了基本
保障。

当慰问团队来到苗馆镇时，同样的温情故事
正在另一个院落上演。53岁的臧先生因患精神
疾病长期流浪在外，2024年5月被市救助管理
站护送回家。此次回访，臧先生气色明显好转。
工作人员与其家属深入交流，仔细询问生活近
况，医护人员同步为他检查身体，为后续精准帮
扶收集信息。

“救助管理工作关乎民生底线，开展源头治
理和精准帮扶是长效机制。”市救助管理站业务
科科长王建强告诉记者，自2022年开展“爱住我
家”公益行动以来，救助站通过深入社区走访摸
排建立“一人一档”动态管理体系，针对困难群众
的不同情况定制政策衔接、心理疏导等帮扶方
案，实现“救助一人、温暖一家、影响一片”的社会
效果。

从精准核算到上门服务，从数据跑腿到跨部
门联动……近年来，我市聚焦养老保险业务标准
化建设，通过制度创新、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织密
织牢民生保障网，让社保服务有精度更有温度。

“到账了！一分钱也不少！”金乡县退休人员
张淑芹收到养老金调整补发短信，难掩喜悦。这
份精准的背后，是济宁社保系统的“双保险”机
制。我市待遇核算实行AB岗交叉核对，手工计
算与系统验算“双线校验”，确保数据“零误差”。

为守好待遇发放“精准线”，我市组织全员政
策培训，建立“初审—复核—终审”三级校验体系，
从信息录入到待遇计算实行双人双岗、双线核对，
确保“一人不漏落，一分不少发”。2024年以来，
全市累计修正各类数据误差200余例，养老金发
放准确率保持100%。

“没想到打个电话，服务车就开到了家门口！”
近日，金乡县卧床老人周广福通过社保热线预约
上门服务，工作人员当天携带设备完成资格认证，
并教会家属使用“静默认证”系统。这是济宁市

“特殊群体服务台账”的一个缩影。据统计，我市
将1.2万余名行动不便、留守老人纳入精准服务
范围，今年通过“流动服务车+远程指导”解决急
难问题4500余件，绿色通道办结率达100%。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万德龙）

让社保服务更有温度

“何老师，非常感谢您能帮我找到钱包，这里
面的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近日，市民王继苓
将一面锦旗送到济宁市普育回民小学教师何玉
建的手中，对他的拾金不昧表示感谢。“当时发现
钱包丢了，特别着急，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真
是太感谢何老师了。”失主王继苓不停地向何玉
建表示感谢。

事发当天，吃过晚饭后的何玉建像往常一样
出门散步。“当时我路过来鹤小区附近时，发现路

上有个袋子，捡起来一看里面是钱包，我检查了
一下，大概有现金4000多元，还有几张进货单，
可惜没有联系电话，失主丢失这么重要的东西，
应该会来寻找，我就在原地等待，希望能等到失
主。”何老师告诉记者，当时他等了很久，失主也
没回来找寻自己的钱包，于是他到附近的南池警
务站报了警。“我把钱包交给民警，希望借助民警
的力量尽快找到失主。”何玉建说。民警经过调
查，联系上了失主，并将钱包返还给对方。

5月16日上午10时，济宁经开区华润燃气有
限公司高中压调压站内警报骤响，一场由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城乡建设和交通局与经开区华润
燃气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防汛应急演练拉开帷
幕。随着总指挥一声令下，身着蓝灰色工装的抢
险人员迅速集结，模拟应对极端天气下燃气设施
防汛抢险全过程。

此次演练以“暴雨红色预警，门站设备区汛情
导致调压器故障”为背景，真实还原了“信息接
报—应急响应—抢险处置”的全链条应对流程。
记者在现场看到，水位监测组率先捕捉到气象预
警，疏散警戒组立即组织人员物资转移，抢险组冒
雨加固挡墙、抢修设备，后勤保障组同步切断风险
区域电力供应。短短35分钟内，参演队伍高效完
成设备切换、指挥器维修等9个应急处置科目。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我们特别设置了指
挥器失灵这个技术难点。”现场指挥乔宗新告诉记
者，演练中创新采用“双路供气切换+在线维修”
模式，确保在汛情期间不影响正常供气。调压班
组负责人带领团队仅用15分钟就完成备用管路
切换，展现出过硬的专业素养。

“通过实战检验，我们的应急响应时间较去年
缩短了28%。”据华润燃气应急演练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陈红波介绍，该公司已建立防汛专用仓
库，组建了包括巡线、维抢、调压等专业的复合型
应急队伍。演练结束后，评估组立即召开复盘会，
针对物资调运衔接等3个环节提出优化建议。

“近年来，受极端天气影响，全国多地出现强
降雨、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为此我们必须未雨
绸缪，通过实战化演练，查找短板、磨合机制、锻炼
队伍，确保关键时刻保障供气、安全运行。”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本次演练各工作组反应迅速、配合紧密，
展现了良好的应急处置能力，达到了检验预案、锻
炼队伍、普及知识的预期目标。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拾金不昧 为这位老师点赞！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胜男

“爱住我家”公益行动以爱为笔

让团圆与希望在小满时节绽放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苏茜茜

未雨绸缪筑防线

以练为战保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