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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宗锋

4月8日上午，在东昌府区侯营
镇苏庄村举行的“信用+美丽乡村积
分兑换”活动中，村民现场领奖，喜
笑颜开。

虽然所得奖品不过是香皂、洗
衣液等日常用品，但在村民心中，做
好响应政策号召、打扫干净自家房
屋、与邻里和睦相处等日常“小事”
就能领奖，还是让人既意外，又开
心。

苏庄村党支部书记苏怀民表
示，此次信用积分兑换活动，只是一
个开端，未来还会充分发挥信用积
分的“赋能”作用，让群众都参与进
来，建设美丽乡村。尤其是在移风
易俗方面，要让积分制“说话”：村民
起带头作用的，有创新举措的，都要
加分奖励。

以积分制引领移风易俗，此举

让人眼前一亮。长期以来，对以铺
张浪费为最大“特色”的陈规陋习，
群众早已认清危害、深恶痛绝，但苦
于没人带头，往往不敢轻易改变。
在有些村子，红白理事会带领大家
推出了一些改革举措，比如白事去
掉盘盘碗碗，只上一碗大锅菜；喜事
严控烟酒标准，限制酒席数量等等，
赢得一片叫好声。但不可否认，缺
少有力“抓手”、规则意识不强、攀比
之风兴盛等因素，依然还是文明新
风的“拦路虎”。

移风易俗，无法靠一纸禁令推
动，但同“信用+积分”挂钩，把无形
的道德标准转化为有形的信用激
励，营造良好氛围，培育文明风尚，
不失为一项创新之举。我们期待基
层在移风易俗方面出台更多针对性
强、行之有效的办法，更期待越来越
多的乡村投入到移风易俗的创新实
践，让文明新风吹到群众心坎里。

为积分制引领移风易俗叫好

■ 沈欣欣

“家”是一个简单平凡的字眼，却能带给人无限的温暖
和力量。

在茌平区，有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幸福的家庭，他们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着家庭的和谐美满，感染着身边的
亲朋邻里，向人们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他们就是薛守刚
一家。

薛守刚是茌平区星曜置业发展中心的一名职员，妻子
赵丽红是茌平区金号织业有限公司员工。4月11日，笔者
走进薛守刚的家，感受他们淳朴温馨的家风，解锁省级文
明家庭的“幸福密码”。

初见薛守刚夫妻二人，淳朴的脸上写满真诚。对以往
生活的点滴，薛守刚仍历历在目。

2003年，薛守刚的父亲突发脑出血，连续昏迷了7天，
住院一个多月，落下严重的后遗症，瘫痪在床。

父亲患病后，薛守刚每天下班后骑自行车往返15公里
路回家悉心照顾。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只能骑自行车，来来回回自己
也习惯了。”薛守刚回忆说。在他的悉心照顾下，父亲的身
体终于好转，能够下床走路了。

2007年，薛守刚的母亲得了脑萎缩，后来也瘫痪在床，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无疑给这个家庭又增加了一层压力。

“我母亲得病之后，脾气变得异常暴躁，动不动就打人
骂人。”薛守刚说。然而，薛守刚和妻子不嫌弃不计较，每
天给两位老人喂水喂饭、洗澡、洗衣，照顾得十分周到。

生活的重压让薛守刚的身体出现了异样。2009 年 7 月，薛守刚因为肚子痛
去医院检查，得知自己得了溃疡性结肠炎。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他瞒着父母在医
院治疗了一个多月。

住院期间，大量的激素药物导致薛守刚面部肿大，出院后回到单位，同事们
几乎认不出他。他仍然拖着虚弱的身子，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照顾父母。

2012年，母亲去世之后，他把对母亲的思念转换为对父亲更加悉心的照顾，
理发、剪指甲、掏耳朵、洗澡等都包揽在身上，父亲逢人就夸孩子伺候得好。2013
年冬天，薛守刚和妻子商议后，又将在老家孤身一人的叔叔接到自己家里细心照
顾。薛守刚夫妇的孝心和善良让乡亲们十分敬佩，并以他们为孝敬老人的模范
来教育子女。

多年来，薛守刚一直参加无偿献血活动，2018 年成为了太阳花志愿服务中
心的志愿者，节假日经常参加扶老助困活动。疫情防控期间，他积极协调社会组
织开展防疫消杀工作，为乡村一线防疫人员送去援助物资。

“这么多年来，我们夫妻俩相互支持，孩子听话懂事，一家人其乐融融，对
我来说已经很知足了，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我还想帮助更多的人。”薛守刚笑着
说道。

本报讯 （记者 王培源） 乡村振
兴，教育先行。今年，东昌府区计划投
资1800万元，新建、改建农村教师周转
宿舍100套（新建87套、改建13套），目
前正在办理前期手续。

2020 年以来，东昌府区把农村教
师周转宿舍建设作为重要的民生实
事，多渠道筹措资金，全力推进建设，
精心打造农村教师的安心房、暖心房，
让他们扎根基层，安居乐教。

为吸引优秀人才在农村长期从
教、终身从教，东昌府区坚持把改善教
师居住条件作为大事来抓，全面推进
乡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优先满足最
边远的农村学校教师需求。2020年至
2021年，东昌府区投资2340.95万元用
于教师周转宿舍项目建设，建设了乡

村教师周转宿舍244套；其中，新建143
套，改建101套，覆盖了6个镇街的7个
偏远农村中心学校，覆盖率近54%。截
至目前，这些周转宿舍已全部投入使
用，为500 多名教师提供了安居场所，
统一配备了厨房、洗浴间、空调、衣橱、
床等必备设施，周转宿舍的卫生保洁、
安全保卫、日常维修都有专人负责，让
他们扎根农村、安心从教，农村教师的
获得感、幸福感及归属感显著增强。

今年新建、改建的农村教师周转
宿舍交付使用后，将满足200多名教师
的居住需求，进一步改善东昌府区农
村学校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吸引更
多优秀人才扎根农村教育，圆农村孩
子的成才梦想。

东昌府区

新建改建农村教师周转宿舍1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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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朱玉东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老年人因为
年纪大、免疫力不足等因素，成为高
危人群。如何守护好老年人的安全，
是养老机构面临的一场大考。

从 3 月 12 日起，东昌府区 31 家
养老机构进入全封闭管理模式，361
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舍小家顾大
家，贴心照料着1438位老人，用真情
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爱心乐章。

儿子马上结婚

她还在封闭区值守

“儿子‘五一’就要结婚，我还被
封闭在这里，婚房还没收拾，好多东
西还没有准备。”4月12日，聊城市蕾
娜范颐养中心社工师姜传红在电话
里诉说着当前的情况。

今年54岁的姜传红，在聊城市蕾
娜范颐养中心洗衣房工作的两年多时
间，几乎全程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
儿子的婚期定在今年‘五一’，本来想
着疫情期间给儿子办一场简单的婚
礼，没想到疫情又打乱了生活节奏。

和姜传红一样，42岁的社工师闫
言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和家人见面
了。家中15岁和8岁的两个女儿上
网课，丈夫既要上班，又要做家务，实
在无法分身照顾孩子，最后闫言把70
多岁的老父亲接来帮忙。

东昌府区爱心福利院的护理员
俞海燕，婆婆因病住院，丈夫在外地
工作，孩子在家上网课也需要人照
顾。俞海燕把孩子托付给亲戚照顾，
依然坚守工作岗位。

“大家都不能照顾家庭，但疫情在
前，我们每个人都要克服困难，用无微
不至的服务，消除老人的焦虑和不
安。”在内部恳谈会上，蕾娜范颐养中
心院长贾青松和工作人员交心谈话。

长时间封闭，不能照顾家庭，有
人难免产生焦虑心理。东昌府区各
养老机构负责人对员工进行心理疏
导。通过互动交流，彼此鼓励，每一

个人都坚定信心，恪守职责，守护好
老人们的安康。

小组护理更贴心

饭菜每天不重样

“你扶着大爷的背，他抓住大爷
的手，不要让大爷碰到胃管！”4月10
日，蕾娜范颐养中心的护理人员闫
言、秦荣霞、宋晓英三人一组，相互配
合，为周强老人进行身体清洁护理。

封闭管理期间，老年人护理工作
需更加细心周到，特别对那些失能、
失智的老人，需要特殊照顾。蕾娜范
颐养中心有51位老人，为了能更好地
照顾他们，颐养中心采取医生、护士、
护理员相互配合的小组式护理。所
有人24小时值班，护理团队每天监测
老人的生命体征、慢病管理、急症预
防，护理小组各负其责，协同照护。

“周一是红烧琵琶腿、木须肉、白
菜豆腐、素炒杏鲍菇，周二是油炸龙
利鱼、鱼香肉丝、香菇油菜……”记者
看到，颐养中心为老人们准备的菜谱
十分丰富，每天不重样。厨师席传法
说，他们提前做好菜谱，然后采买新
鲜蔬菜和水果，每顿四菜一汤，根据
老人们的口味，荤素搭配，保证营养
的同时，让老人们吃得安全放心。

开开心心做“任务”

视频探视不愁闷

“马奶奶，您这个剪纸做得真好
看，任务完成得不错。”4月10日，在
聊城市蕾娜范颐养中心的多功能文
娱活动室和综合康复室，社工师每天
给老人们布置各种各样的小“任务”，
带着他们一起进行折纸、绘画、肢体
康复等，生活氛围轻松活泼。为缓解
封闭式管理期间老年人的焦虑紧张
心理，各养老机构纷纷组织开展各种
休闲娱乐活动，让老年人在疫情之下
过得更舒心。

“中午刚吃了包子，血压很稳定，
不用惦记我，在这里挺好。”4月11日，

在东昌府区爱心福利院，护理员俞海
燕拿着手机，让苏金池老人高兴地和
远在济南的儿子视频聊天。苏金池
老人的儿子在济南工作，因疫情原因
无法探望老人，护理人员俞海燕就帮
助老人，通过手机让家属了解老人情
况，缓解老人的思亲之情。

隔疫不隔爱，东昌府区各养老机
构工作人员及时通过视频、微信群和
家属保持联系，随时沟通，让家属多了
一份安心，也让老人感受到家的温暖。

东昌府区民政局副局长杨阳表
示，全封闭管理以来，所有养老机构
把老人的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严格
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全体工作人
员 24 小时值守，用更贴心的服务关
爱老年人，为老人们营造了一个安心
舒适的生活环境。大家并肩携手，共
同守护老人们的身心健康，等待疫情
消散的那一天。

4月12日，聊城市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专仓的工作人员对进口食品消毒、装车。
聊城市采取多种手段守牢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底线，通过建立集中监管专仓，对进口冷链食品实

行集中核酸检测和预防性消毒。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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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左）帮助老人和家
人视频聊天，通过手机让家属了解
老人情况

本报讯 （记者 尹腾淑） 为有
效做好医药物资应急调拨工作，更
好应对突发疫情事件，4月16日，在
聊城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指导下，工
业运行与医疗物资保障组举行了疫
情防控医药物资调拨应急演练。市
工信局、市卫健委、市应急管理局、
市财政局，以及市（区）部分医疗机
构、市级医药储备库、部分重点疫情
防控物资储备（生产）企业、县级工
信部门参加了演练活动。

本次演练以节假日期间突发疫
情引发聊城市东昌府人民医院等部
分市县医疗机构医药供给紧张，市
医疗物资保障组应急调拨医药物资

储备支援为模拟场景，对各个环节
进行全流程现场演习。

在演练中，各相关单位按照既
定方案有序进行，市医疗物资保障
组及时启动《聊城市医药保障应急
工作预案（试行）》，市工信局、市卫
健委、市应急管理局、市财政局密切
配合、通力合作，快速从市级医药储
备库、部分重点疫情防控物资储备
（生产）企业精准调拨相应物资，按
时送往需求地点，简化了手续流程、
提高了工作效率，并及时补充库存
物资，恢复了储备能力。

演练过程中，各单位密切协作，
参与企业、医疗机构严谨细致，提出
需求申请、确认调拨、下达计划、实

施调拨等各个流程，衔接有序、环环
相扣、操作顺畅。演练结束后，上药
控股山东有限公司聊城分公司经理
胡立虎说：“通过参加此次演练，我
们锻炼了自身的应急处置能力，强
化了自身责任担当。作为国有企
业，我们将紧紧围绕聊城市委、市政
府的各项部署要求，以高度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全力完成应急防疫药
品保障供应，为医药物资保障工作
保驾护航。”

以练备战，防“疫”于未然。“通
过本次演练活动，进一步加强了我
市疫情防控医疗物资保障组快速反
应、高效处置的应急工作能力，达到
了预期设定的锻炼队伍、加强协作、

密切配合的初期目标，提高了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处置水平，积
累了宝贵经验，确保了我市医药防
护储备物资在关键时刻拿得出、调
得快、用得上，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演练现
场，总指挥、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吴明启表示。

演练结束后，市医疗物资保障
组随即召开了总结分析会。市工信
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峰认真总结了
这次演练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对
下步整改措施和工作重点提出了具
体要求。

以练备战 防“疫”于未然

聊城举行疫情防控医药物资调拨应急演练

守牢冷链食品安全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