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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二，本报《党报热线》栏目刊发《共享头盔防疫安
全要重视》提到，在疫情防控的当下，作为共享电动自行车
上路必配物品，安全头盔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此，记者
联系了相关部门及个别共享电动自行车所属公司，了解当
下对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消杀举措。

“《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出台实施后，驾驶电
动自行车上路必须佩戴头盔，共享电动自行车也不例外。
驾驶员首次被查未佩戴头盔将被予以口头警告，再次被查
将被处以罚款。”市交警部门有关工作人员介绍。随后，记
者又联系了市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支队非机动车治理
办。该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严格约束电动自行车停
放秩序，努力保障市容整洁。同时，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他
们不定期指导各公司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新规实施后，我们公司陆续为所辖电动自行车配头
盔，覆盖率现已达到98%。并根据主管部门要求，积极落实
防控措施。”哈啰出行济宁城市经理杜经理说，共享电动自
行车量大，停放点多且散，而且流动性较大，存在一定消杀
难度。杜经理介绍，他们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在电动自
行车出库前对车辆进行集中消杀。同时，对街面上的车
辆，组织运营维护工作人员不定期喷洒消毒各停车点车
辆，其中优先对人流量大的商场、超市、医院、公交站点等
场所附近的停车点车辆进行消杀。另外，要求巡检工作人
员用喷壶对车辆的头盔、车把、坐垫进行防控擦拭。

共享物件防疫消杀莫大意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巩玉霞

从昔日的环境治理“老大难”到现在的村庄“后花园”，从
“拆违赌点”到现在的“景观亮点”，如今的南坝村干净整洁、绿
草环村、树木成荫，推门而出，眼前之景犹如一副生态长卷，而
群众亦是“画中人”。

“之前村子到处是破旧的老房子，也拆不掉。从湖东大堤往下
看，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村真是埋汰，又脏又乱。”微山县昭阳
街道南坝村党支部书记李会介绍，今年以来，昭阳街道以南坝村为
示范点，立足自身条件，以党建引领“微更新”理念，提颜值、顺民
心、留文化，走出一条环境整治与乡土文化相融合的新路子。

文化铸魂，让乡愁记忆“留存”。乡愁的记忆是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结婚“三大件”，还有盛米盛水的黑陶，就连那段残存的麻绳
也承载着乡村故事。在南坝村，村民们翻箱倒柜，找出有些泛黄陈
旧的老物件，转变成乡村文化的装饰品。“这个磨盘我记得特别清
楚，是我父亲和几个大队部的人一凿一凿刨出来的。小时候的夏
天，它在我们村中央，是大人孩子晚上的聚集地，听着蝉鸣，拉着家
常，一会一簸箕玉米面就出来了。”68岁的孙大爷抚摸着磨盘上岁
月留下的痕记回忆说。这些普通的老物件早已退休，但却是村庄
发展的见证。“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而走过的
每一步都是艰难的也不能忘记的。这每一个物件的上故事，我都
会念给孩子听，是怀念更是传承。”村民李女士感慨说。

顺势融合，让微调整“顺民心”。“咱们村变了，但说变也没
变。大处没有变更，但是每个过去不如意的地方，都得到了修
整。而且这么一设计，给咱老百姓带来一种出门就是景点的感
觉！”李大哥满意地说。据介绍，南坝村坚持村庄调整以民为
本，突出群众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充
分调查民意的基础上，保留原有格局和大个绿植的情况下，就
地取材，坚持原貌，在原资源上做节点、增元素、嵌文化，让周围
群众和院落以元素的方式充斥“画面”，让画在村庄、人在画中。

管家护理，让村庄诗意“栖居”。流水、茶吧、小公园，还有白
墙灰瓦的文化墙……如今南坝村，一改过去的脏乱差的旧貌，变
身诗意的栖居地。如何留住心悦于民的改变？“村庄环境管理贵
在可持续！”街道有关负责人介绍，为破解村庄环境管理“只管前
半段，不管后半程”难题，南坝村以“2+X”的管护模式让村庄受益
者、管理者同步，即由2名村公益岗人员全天管理，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和村网格员将其作为倡树文明新风、传承良好家风、挖
掘村庄历史文化的花园阵地，用乡村文化润民心。

“老大难”变身“后花园”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韩洪启 摄影报道

“这可咋办啊！”5月10日，金乡县鸡黍
镇翟庙村种植大蒜的岳某夫妻俩站在满是
积水的大蒜田前，满脸愁容，叹声不断。原
来，前天夜里该村一新建鱼塘在对鱼塘换
水时，水管不慎泄露，水流到岳某家的蒜田

里，造成岳某家3.7亩正在地里晾晒的大蒜
被淹。

事情发生后，岳某通过村委会找到鱼
塘承包人之一李某，要求对方赔偿。村委
会对此也进行了多次协商，均未达成协
议。无奈之下，岳某来到鸡黍镇反映情况，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随即受理了该申请。

接到调解申请后，调解员立即赶赴事
发地，第一时间进行调查走访、现场勘验。
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后，调解员一边邀请岳
某一家来到“诚源”调解室进行调解，另一
边视频连线李某进行在线沟通。岳某称被
淹掉的大蒜共计3.7亩，按市场价每斤1.5
元计算，损失达到了1.3万元，加上之前已
经套种的棉花和辣椒苗，共计损失有2万
元。鱼塘承包户李某则认为，这只是一次
意外，自己在事故发生后已及时展开抢救，
极力避免损失扩大，可以减轻责任；事发后
他也派人了解了情况，并初步统计了损失，
损失金额没有岳某所说的那么多。调解过
程中双方情绪激动，调解员及时转变调解
方式，安抚双方情绪，让双方都冷静下来。

调解员分析认为，双方的主要矛盾点
在于责任分配及损失数额。经过调解员说
法说理，引导换位思考后，鱼塘承包户李某
愿意承担岳某损失，但就大蒜受损数量及

价格提出异议。找到矛盾纠纷的切入点
后，调解员要求双方收集证据、寻找证人并
约定进行再次调解。

两天后，调委会联合镇信访办组成调
解专班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第二次调解。
岳某这次提供了大量的事发当日现场视频
和照片，并提出两条赔偿方案：一是受淹大
蒜全部由李某收获，李某支付给岳某13000
元；二是大蒜仍归岳某，李某按照每亩地
2000元的数额补偿岳某。经过这两天的沉
降，蒜田里已基本没有积水，从现场情况
看，大蒜受损情况也比之前预估的好很多。

根据双方情况，调解员们分别站在双
方的立场上有针对性的开展调解。经过调
解员耐心地劝说、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
解，签订补偿协议：鱼塘承包方代表李某一
次性支付给岳某大蒜补偿款3500元，岳某
之后将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对方
提出任何费用要求。最终双方在鸡黍镇调
委会调解员的见证下签订了调解协议，握
手言和，一场纠纷得以顺利化解，蒜农岳某
一家脸上终于露出了笑颜。

鸡黍司法所秉承为民服务的宗旨理
念，立足辖区内调解工作，倾情用心为政府
服务、为群众解忧，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维
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大蒜田被淹之后……
法 援 在 线

在 基 层
党报热线 值班记者 梁琨·跟踪

记者
跑社区

5月19日，正值开展第五轮次常规核酸检测时期，任城区观
音阁街道后营社区在核酸检测点入口和出口处分别设置了“学
习强国”宣传展板，在保证现场秩序合理有序的情况下，志愿者
利用居民排队时间，为大家介绍学习平台的特色栏目及主要内
容，现场指导社区居民下载“学习强国”软件，以“学习强国”平
台为依托和支点，将党的最新理论送给群众。

■通讯员 齐文娅 摄

为提高老年防范诈骗“免疫力”，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和防范意识。任城区仙营街道秦庄社区利用核酸采样时间，向
老年人耐心讲解常见养老诈骗的套路及防范措施，努力构建“全
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格局，引导广大群众积极主动提供线索、
有效识骗防骗，用心守护“钱袋子”。 ■记者 梁琨 摄

民 生 故 事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何溪 摄影报道

“我老家是外地的，在曲阜上大学，受
此次疫情影响，学校实行了封闭式管理，
在校同学都不能外出到大厅进行教师资
格认定，下半年教师编考试在即，资格证
申请不下来，就不能参加事业编考试，同
学们都特别着急，没想到审批局的工作人
员到学校来认证了，心里特别感动。”曲阜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级研究生韩春
晓说。

本着“便民全方位、服务零距离”的理
念，在确保工作人员防疫措施安全的前提
下，近日，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审批
窗口”搬进大学校园，为2022届毕业生提
供教师资格现场认定“上门服务”，让广大
学生不出校园就可进行资格认定。

据了解，曲阜市2022年上半年中小学
教师资格认定现场确认原定于3月28日
——4月12日进行。后台数据显示，本次
教师资格认定网报人数近600人，仅曲阜
师范大学报名学生就有198个，前些时，由
于受疫情影响，为保证在校师生安全，曲

阜师范大学实行了封闭式管理，这些学生
无法到大厅进行现场确认。针对这一特
殊情况，行政审批服务局和学校进行沟通
交流后，决定组建小分队进校园为学生进
行认定，彻底解决了报名大学生们的燃眉
之急。

除上门服务外，该局还推出了“证件”
特殊审和免费寄两项创新举措。一是“证
件”特殊审。“居住证”是现场确认所需材料
中的一个重要证明，由于办理居住证至少
需要三个月，加上目前受疫情影响，“居住
证”的办理也成了广大外地在曲考生的“拦
路虎”。为了不耽误此次认定，该局通过向
省市汇报申请，最终确定了“居住证”特殊
审验方案，即考生可以以派出所出具的居
住证办理回执证明代替居住证，极大节省
了考生办理居住证的精力成本，确保按期
完成认定。同时，该局还将与派出所联合
查验，确保认定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二是

“证件”免费寄。鉴于目前疫情多点散发的
严峻形势，审批局今年为广大考生提供教
师资格证书免费邮寄服务，一方面降低了
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
也切实解决了申请人无法到场领取的顾

虑，真正将审批做到了“群众有需求，我们
就服务”，实现了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的
承诺。

该局还在审批现场增加帮办代办人
员，为学生介绍确认流程、指导填写表格，

及时解决办理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让高校考生全方位感受审批服务的高效、
便捷和贴心。截至21日下午，曲阜师范大
学在校报名学生已全部完成教师资格认定
现场确认业务。

“审批窗口”搬进大学校园

“平时没注意，现在把门头牌子这么
一清洗，顿时感觉咱这门店增色许多。”在
城区建设路与红星路口西南角的沿街门
面前，家住任城区阜桥街道粉莲街社区的
市民徐先生感慨道。近日，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支队执法监察一大队开展门头“洗
脸”专项行动，对沿街脏污、陈旧等有碍观
瞻的门头牌匾开展集中清理清洗，通过

“百日攻坚行动”，让市容换颜焕新。
“在行动中，执法队员提前向门头产

权人、责任人下达通知，动员商户自行开

展清洗，同时，安排清理人员携带清扫工
具上街，帮助个别商户和单位开展清洗活
动，加快门头‘洗脸’进度。”一大队负责人
孔宏业介绍，作为我市城市管理部门开展
精细化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门头“洗脸”
行动在助推城市颜值提升方面效果明
显。目前，大队共清理建设路、红星路、琵
琶山路脏污门头逾50家。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市容市貌水平，市
城市管理局自3月底以来开展市容“百日
攻坚行动”。按照行动要求，执法大队认

真开展沿街静态市容问题摸排统计，梳理
现存问题，严格规范辖区施工围挡、社区
围挡、设施公益广告的设置，明确标准，更
换低档次喷绘广告，清理破旧门头牌匾，
细化乱悬乱挂、乱贴乱画等“十乱”行为的
治理。同时，加强辖区动态问题的清理整
治，严格取缔各类摊贩占道经营，整治非
机动车乱停乱放，规范校园周边环境秩
序，严格做好餐饮油烟监管、扬尘污染等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杨同霞 摄

清
脏
治
乱
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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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李倩 刘娜

今年73岁的张爱荣是汶上县苑
庄镇东演马村村民，与她年龄相仿的
姊妹不是含饴弄孙就是在家颐养天
年，而她还不辞辛苦地照顾高龄瘫痪
在床的婆婆。听到邻居群众对她的
夸赞，她却幸福地说：“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俺夫妻俩这么大岁数还有个老
母亲陪伴，这是俺们的福气。”

一根绳子连着婆媳俩

“娘，今天给你炖个白菜肉吧？”
“娘，我看你这两天胃口不太好，我给
你熬点小米粥。”这样的对话每天都
在张爱荣家出现，娘俩的相扶相持让
婆媳俩处成了亲娘俩。1926年出生
的婆婆苑刘氏，如今已96岁高龄。张
爱荣的丈夫苑立顺少年丧父，家里兄
妹4人。1970年张爱荣嫁给了比她
小两岁的苑家老大苑立顺，当时才21
岁的她看着还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和
因伤病困扰的婆婆，心里满是心疼，
张爱荣毅然决定和苑立顺帮婆婆撑
起这个家。

天有不测风云，5年前，婆婆不慎
滑倒，张爱荣和家里人将老人送往医
院，跑了几家医院，医生都说老人年
龄太大不宜手术，建议回家静养。就
这样，一个多月，老人只能躺在床上，
白天人多还有人可以帮把手，晚上为
方便照顾老人，张爱荣就直接睡到了
婆婆房间里的旧沙发上。她又怕睡
着了老人有需求自己不知道，她就在
自己胳膊上拴了根绳子连接到老人
的床上，“万一我睡着了，有事好让老
人拽绳子叫醒俺。”张爱荣说。就这
样一根绳子、一个老式沙发，张爱荣
卷缩着陪老人度过了最难熬的时
日。“那一个多月，老人真是受大罪
了，一下子瘦了近20斤。”张爱荣心疼
地说。“如果不是爱荣这么尽心尽力
地照顾，老人家早就撑不过去了。老
人能恢复的这么好，大夫都说是个奇
迹！”苑立顺感激地说。

一方小院其乐也融融

常言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张
爱荣就用行动打破了这种说法。自
老人摔伤后，大小便几乎都在床上。
为防止老人生褥疮，张爱荣每天都要
给她定时清洗、翻身、换衣，5年来，老
人没有生过一点褥疮。其他弟弟妹
妹看张爱荣这么劳累，都主动提出照
顾老人。张爱荣却说：“老人在我家
住习惯了，进城来回折腾老人受不
了，你们都安心上班忙工作就行，放
心吧。”

老人年事已高，牙齿所剩无几，
一顿饭吃完就得半小时以上，天冷
时，为让婆婆能吃到热饭，她就将饭、
菜放入热水盆内温着一口一口地
喂。等喂完老人，张爱荣的饭菜早就
凉透了。怕老人长时间躺着造成肌
肉萎缩，张爱荣就每天固定时间把老
人抱到轮椅上坐会，天好时就推老人
出去晒晒太阳，苑立顺经常笑道：“你
们娘俩这真是形影不离了。”

结婚52年来，她是丈夫的贤内
助、是婆婆的孝儿媳、是弟妹的好大
嫂，她从没叫过一声苦，没说过一声
累，她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孝老爱亲，
续写着“久病床前有孝媳”的佳话。

52年传“孝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