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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晨）“感谢工会
举办的剪纸体验活动，让我们感受到
了非遗的魅力。”4月27日下午，在位于
临清市新华路街道的好友养殖有限公
司的“职工之家”，由聊城市总工会、临
清市总工会联合开展的“庆‘五一’学
非遗文化剪纸”活动正在进行，公司职
工董兴华一边剪纸一边高兴地说。

开展学非遗文化剪纸活动，是市总
工会庆“五一”系列活动中的一部分。

致敬劳动者，礼赞劳动美。在“五
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聊城市总工
会精心准备，扎实开展各类庆祝活动，
并以此致敬劳动者，礼赞劳动美，团结
动员广大职工为聊城高质量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据了解，系列活动主要包括：举办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座谈会，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录制播出“畅谈中国梦 共话劳动美”
“五一”特别节目，邀请全国劳模、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齐鲁工匠、最美
职工等先进模范参加。同时，在主流
媒体开设“‘五一’我在岗 劳动最美
丽”宣传专栏，对市总工会亮点工作和
劳模工匠先进典型进行集中宣传报
道；精心制作劳模精神宣传视频，在城
区各类户外大屏每天滚动播放；在“齐
鲁工惠“App推出”庆五一 惠工季“活
动；开展“‘工’同悦读 工声聊亮”线上
职工阅读分享会，号召职工拍摄“打
卡”视频，在阅读中不断沉淀、成长；依
托“职工之家”等服务场地，开展多彩
的文体活动，丰富广大职工的精神文
化生活；为进一步提高全市职工的厂
务公开民主管理、职代会等方面的相
关知识，市总工会开展庆“五一”学习

“两个条例”答题送话费活动。

致敬劳动者 礼赞劳动美

我市庆“五一”系列活动丰富多彩

■ 本 报 记 者 赵宗锋
本报通讯员 杨晓翠

“社区安排我在办公室做疫情电
话随访工作，工作不仅不累，还有份工
资收入。”4月11日，是东昌府区柳园街
道龙山社区公益性岗位人员李健上岗
的第一天。提起上班感受，他连连称
赞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今年我50多岁
了，之前哪里想过，还能领上工资。”

与李健一样，近期从就业困难群
众变身“工薪族”的，还有家住金柱大
学城小区的市民赵慧。此前，因为年
龄偏大，她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柳园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了解到赵慧的
烦恼后，积极为她“牵线搭桥”，帮她申
请了公益性岗位，现在她每个月有一
千多元的收入。“感谢政府想着我们，
让我既能上班，又能照顾家庭。”赵慧
说，“公益性岗位真是为民着想的民生
工程，感谢柳园街道，感谢国家的好政
策。”

“公益性岗位的设立，不仅解决了
一大批困难人群的‘就业难’问题，也
解决了街道和社区人力不足的难题。
现在社区创城、疫情防控等工作任务
比较繁重，公益性岗位人员上岗之后，
大大缓解了社区一线人员的工作压
力。”4 月 15 日，在公益性岗位座谈会
上，新时代社区党委书记程卫峰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柳园
街道在做好大龄失业人员和城市零就
业人员等特殊群体的就业安置工作
中，充分利用这些人“人熟、地熟、情况
熟”的优势，对公益性岗位统筹调度，
安排他们协助社区做好防疫宣传、防
疫消毒、秩序维护等疫情防控工作，使
其成为疫情防控的“生力军”。从3月
份开始，柳园街道严格按照政策要求，
根据社区提报岗位需求，共开发岗位
263个，其中乡村岗位70个、城镇岗位
193 个。该街道对这些公益性岗位进
行灵活调剂，确保岗位安置合理、合
情、适合、适用。

就业困难群众变身“工薪族”

本报讯（记者 张承斌）4月21日
以来，一则关于一名男子见义勇为、爬
楼灭火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开来，网
友纷纷为该男子的英勇事迹点赞。事
发当日，该男子在灭火后便悄悄离开
现场，网友开始自发寻找这位灭火英
雄。4月26日，市民张先生致电聊城日
报社党报热线2921234反映，灭火男子
名叫王付兴，已经被找到。记者随后与
王付兴取得联系，听他讲述了发生在几
天前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灭火过程。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4月21日18时
左右。王付兴路过聊城供电公司第四
家属院时，突然看到该小区一栋居民
楼二层窗户有火苗窜出，并能看到明
显烟雾。“不好，着火了！”王付兴快速
奔跑到该小区门卫室，取出两个灭火
器就要去灭火。由于灭火心切，到了
楼下他才发现攀爬难度较高，便再次
快速折返回门卫室搬出一架梯子。随
后，他便在着火居民楼东侧墙壁架梯
攀爬到着火楼层。现场一名社区网格
员将灭火器递给他。

“因为有浓烟，室内只能看到火

苗，其他啥也看不到。灭火时，我怕脚
下的雨搭不牢固，为了防止掉下去，我
就用左臂用力勾住防盗窗栅栏。”就这
样，王付兴总共用完了4个灭火器才将
火势控制住。此时，消防车已经赶到，
准备下来的王付兴才感觉到左臂阵阵
酸痛。

4月26日上午，记者在着火现场见
到王付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
天，事发楼层依然能看到明显的着火
痕迹。

王付兴告诉记者，他今年36岁，是
聊城市特战救援志愿者协会梁水镇站
站长，同时还是东昌府区人民武装部
民兵应急连的一名民兵，工作之余，他
充分利用时间，积极参加各项救援行
动和训练活动。他坦言，这让他在关
键时刻挺身而出有了更多底气。

事情发生后，王付兴一直没有跟
别人提起过。“作为一名党员，关键时
刻就要挺身而出，为人民群众服务。”
对于自己见义勇为的行为，王付兴谦
虚地说。

爬楼灭火的英雄找到了
本报讯（记者 曹天伟） 记者从

4月27日召开的市政府新闻办“做到
‘两统筹’夺取‘双胜利’”主题系列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面对严峻的疫
情防控形势，我市坚持抓常态长效，
筑牢安全防线。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接种新冠疫苗1430万剂次，日最大接
种能力22万剂次。

我市把加强疫苗接种作为常态
化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确保应接尽
接。截至目前，累计接种 1430 万剂
次，日最大接种能力22万剂次。全市
3岁以上常住人口覆盖率93.4%，60岁
以上人群接种覆盖率91.32%，符合条
件人群加强免疫接种率为95.19%。

在入聊返聊人员管控方面，坚持

超前防范，自2021年8月9日起就在
火车站设立检测服务点，免费核酸检
测 89.56 万人次；强化对进出中高风
险地区货车司乘人员管控，在全市42
个入聊路口设置疫情防控服务点，有
效降低公路疫情输入风险；严格冷
链、非冷链及邮件快件管控，守严进
口冷链食品和环境防线，严格进口高

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管理，做到消
毒和核检全覆盖；对境外邮件设置10
天以上静置期，将收件人纳入重点人
群管理，严防因物导致疫情输入；在
核酸检测方面，将检测范围扩大到35
类重点人群及其他经研判具有风险
的人员，并加密了检测频率。

全市累计接种新冠疫苗1430万剂次

■ 本 报 记 者 林金彦
本报通讯员 相宝光

4月26日上午，身穿白色防护服
的医护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再次来
到周志深家里 ，为他进行核酸采
样。“你们服务真周到，辛苦了！”家
住东昌府区梁水镇镇周庄村的周志
深患小儿麻痹，行动不便。每次做
核酸检测，医护人员都为他上门采
样。

这是梁水镇镇全员核酸检测的

一个温暖镜头。当天是梁水镇镇进
行第三次全员核酸检测的日子。这
天早晨 6 时，120 余名机关工作人员
根据镇党委、政府统一安排，分赴18
个核酸采样点开展采样工作。在各
个采样点，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在有序采样的同时，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整个过程有条不紊。

中午 11 时，该镇邢屯村党支部
书记邢涛带领医护人员来到该村村
民邢继梦家中。“大爷，您好，我们今
天又来给您核酸采样了。最近您的

身体怎样？”医护人员边说边坐在邢
继梦老人床边上。

“这家人情况十分特殊。”村党
支部书记邢涛介绍，“老两口常年患
病、行动不便，每人一辆轮椅，儿子
也是残疾人，连续三次采样，我们都
会到他家里来做。”

“我们这家人可给大家添麻烦
了。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们很幸
福。谢谢大家了！”邢继梦感激地
说。

该镇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人许

尚涛介绍，梁水镇镇需要工作人员
上门提供核酸采样服务的群众有
400多人。每次核酸采样，工作人员
会优先上门服务，绝不漏掉一人。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
疫情防控的第一要务。”梁水镇镇党
委书记盛颖鹏说，“梁水镇镇地广人
多，疫情防控任务相对繁重，但我们
有决心、有信心，把疫情防控工作做
好做实，守好全镇人民群众的生命
健康防线。”

“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们很幸福”

本报讯（记者 孔祥雷）为提升全
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营造全社会爱
鸟护鸟的良好氛围，4月24日，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在东阿县洛神湖国家湿地
公园组织开展第41个“爱鸟周”主题宣
传活动。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悬挂
横幅、现场解说和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
向群众宣传爱鸟护鸟内容，科普野生动
物保护法律法规及生物安全知识。

每年的4月23日至29日是山东省
“爱鸟周”，今年的主题为“守护蓝天精
灵，共享美好家园”。近年来，我市通

过开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等生态综合
治理工程，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为动植
物的生长和繁育提供了良好条件，全
市生物多样性显著提高，动物的物种
数量也在增多。据统计，目前，全市野
生鸟类已增至近240种。我市已成立6
家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建成16个
自然保护地，基本形成全覆盖的野生
动物栖息地保护体系。每年夏秋季
节，成群的鸟类在黄河、金堤河、马颊
河、徒骇河等湿地区域栖息觅食，其中
包括白鹭、灰鹤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我市开展第41个“爱鸟周”主题宣传活动

■ 本报记者 林晨

“叮铃铃……”4 月 26 日一大早，
莘县农技推广专家岳雪龙的手机便
响了起来，原来是大王寨镇西王庄村
村民柴中和要建一座长100米的大型
拱棚，但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想请岳
雪龙去现场指导。

放下电话，洗刷穿戴完毕，匆匆
吃过早饭后，岳雪龙便驱车来到柴中
和的田间。“建拱棚时，要在棚的两侧
设置低矮的挡水墙，挡水墙的高度建
议以高出地平面15—20厘米为宜，能
够防止雨水漫灌……”岳雪龙耐心嘱
咐着大棚建设的注意事项。

眼下，正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时
期，“忙碌”成了岳雪龙的日常状态。
每天下地指导、网络直播间里互动、
微信群里解疑答惑……他的手机号
码，几乎成了广大农民朋友的“24 小
时科技热线”。

岳雪龙 29 年来坚持帮农民增收

致富。1993 年，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
的他，返回家乡——莘县河店镇，做
起了一名普通的农技推广员。“刚上
班时，我白天深入到镇上的各个村，
到了晚上，就用自己掏钱买的影碟机
给村民播放有关大棚黄瓜、香瓜的种
植技术。”岳雪龙回忆道。

“不为别的，咱就是农民出身，干
了这一行，就得对得起脚下的这片土
地。”岳雪龙说。

1996 年，岳雪龙成为河店镇农技
站站长，自此，他身上的责任更大
了。到外地学习先进的瓜菜种植技
术，回来后再搞试点、推广。在他的
推动下，河店镇早已成为远近闻名
的瓜菜种植大镇。

为了进一步提升实践能力，他还
与家人建了 2 座蔬菜大棚作为试验
基地，在不断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
大棚搭建、蔬菜种植、病虫害防治等
农技经验。带着这些宝贵的知识财
富，他的足迹不仅遍布莘县各乡镇，

河北、河南、内蒙古等地也成了他经
常光顾的省份。

2015 年清明节，岳雪龙行程 2000
多公里，应邀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
盟额济纳旗，免费为当地的农民讲
课。

为让更多农民受益，去年，岳雪
龙紧跟时代，开通了名为“莘县农业
岳雪龙”的快手账号。

一开播，岳雪龙就成了“网红”。
“岳老师，我的瓜得了蔓枯病怎么办
呢？”“请问如何进行土壤改良？”“如
何预防瓜果早衰？”“甜瓜裂瓜如何预
防？”……岳雪龙每周一、三、五晚上8
点半准时开播，每次都有4000 多人咨
询各类农业技术问题。

此外，他还建起5个微信群，并加
入了 46 个农技微信群，覆盖全县及
外省 1 万多名农户。在微信群里，岳
雪龙通过发送照片、视频等资料，及
时回答农户提出的问题，农户足不出
户就能解决种植难题。

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也是岳雪
龙一直思考的问题。去年，河店镇马
菜园村脱贫户岳凤明，因没钱翻新大
棚基础设施，大棚保温效果不好，导
致甜瓜的效益较差。得知此事后，岳
雪龙借给他 1 万元改造大棚，并对他
进行技术指导。“在岳老师的帮助
下 ， 我 这 一 座 棚 一 季 至 少 能 多 收
5000元钱。”岳凤明感激地说。

近年来，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岳
雪龙获得了市、县两级“五一劳动奖
章”“山东省最美农技推广员”等荣
誉，并被市总工会聘为“工友创业精
准助力行动专员”。

“29 年来，我和农民朋友们一起
成长，共同见证了家乡农业的快速发
展和变化。未来，我会一直做好农业
技术的推广，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多贡
献。帮助农民增收致富，我会永远在
路上。”岳雪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岳雪龙：永远在路上的农技推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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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8日上午，
兴华路徒骇河大桥通
车。

兴华路徒骇河大
桥连通兴华路和滦河
路，全长384米。大
桥是全国首座应用碳
纤维斜拉索的车行
桥。大桥通车后，成
为打通市中心城区与
开发区的一条重要城
市次干路，对进一步
完善城区道路交通体
系和城区公共交通系
统具有重大意义。

■ 商景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