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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生 速 递

党报热线 值班记者 王雁南·跑现场

在 基 层

记者跑社区

热心市民李先生，5 月 24 日下午拨打党报热线 2349995
反映，“由红星路大桥到如意大桥这一段的河东岸，有100多
棵树木都干死了，看着都让人心疼，每棵树得付出多少人的
劳动和辛苦？！大约在10天前，我曾打过‘12345’反映过这种
情况。我多次打电话反映的目的，就是想有人来重视和关心
这些树木，树木也是有生命的，又是花钱买来并付出劳动种
下的，春天时，还开着花呢，现在就都死了，太让人心疼了。”
他还说，退休后，他每天都沿洸府河遛着玩，近几年来，洸府
河沿岸被治理绿化美化的景色特别宜人，每到一处，各种花
草树木、健身场地都让人留恋忘返，但前些天却发现红星路
大桥到如意大桥这一段的河堤处很多树木都枯死了，特别心
疼，希望有关部门重视管理一下，别让好景致被破坏影响了
居民心情。

接到电话后，5月26下午5时许，记者来到了李先生所反
映的河东岸，现场发现确如李先生所说，河岸步行道两侧一
些树木干死了不少，一些工人正在忙碌着，有的用电锯将枯
死的树木正从根部伐断，有的正在浇水，临近如意大桥处，多
个喷头正在为绿植进行喷灌。
根据新伐断的树茬及干树穴由
南到北，记者粗略数了一下，共
计有 60 多棵死掉的树木。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自称自
己就是在此干活的，他手持水
管正在为树木浇水，边浇水边
与记者聊起来。据他介绍，这
是去年种下的一批樱花树木，
是由江苏购进的苗木，由于根
部受害，一些树木出现了假活，
春天时还有的开了花，现在枯
死了大约有七八十棵。按李先
生的说法，当记者提出是不是
因没浇水旱死的时，他否认了
此说法，并说“这里的工程还没
有交接，承包方也想把树种活，
就是树苗出了问题，造成枯干
后，又没有及时更换，带来了不
好的影响。”

河岸边为何这么多树枯死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徐倩 苏建钢

随着夏季时令水果集中上市，为解决
城区周边瓜果自产自销农户进城销售难
题，方便市民就近购买，市城市管理局在不
影响交通、环境的前提下，按照便民利民、
疏堵结合、统筹兼顾的原则，在市区范围内

设置了27处夏秋两季瓜果临时销售点。
“因城区部分路段修路，今年的瓜果临

时销售点位置、数量，较往年有一些变化。”
市城市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自2013年
以来，市城市管理局在城区设定夏秋两季
西瓜临时销售点，为方便周边瓜商进城售
瓜、市民就近购买，深受市民喜爱。“夏季时
令水果集中上市，根据往年经验来看，不止

是西瓜大量销售，桃、杏等其他品类的水果
也面临销售难题。”该负责人介绍，今年他
们将名称更改为瓜果临时销售点，就是为
了让更多瓜果自销农户“有地可待”。

“在不影响交通和市容环境的前提下，
按照便民利民、疏堵结合、统筹兼顾的原
则，结合我市创城工作要求，经过科学选
址，在任城区、高新区、兖州区、太白湖新区
设置27处瓜果临时销售点。”市城市管理局
相关科室负责人介绍，瓜果临时销售点从6
月1日开始，将持续到9月30日。

该负责人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复杂，他们将严格要求销售点所在辖区
执法部门加强监管、即时保洁，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另外，瓜农应
服从城管执法人员的引导和管理，自觉遵
守《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的规定，不得在公布的临时销售点以外占
道经营；不得擅自扩大临时销售范围，严重
影响市容和交通秩序；不得高声叫卖，严重
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不得圈占临时销
售点，排挤其他瓜农销售等。该负责人补
充说，如存在上述禁止行为之一，经说服教
育仍不改正的，将依法予以取缔，并进行登
记，禁止其进城销售。进城售瓜的瓜农可
以拨打各区的公开咨询服务电话进行咨
询，提前做好进城销售准备工作。济宁市
城市管理局3160001咨询投诉热线随时受
理瓜农朋友的咨询和投诉。

“瓜果地图”出炉
今年市区设置27处临时销售点

天气越来越热，随着高温天气
的到来，高温补贴也来了！高温津
贴作为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并不
是可发可不发的“福利”。

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

《关于发布企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
准的通知》（鲁人社发[2021]64 号）
要求，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
员每人每月 300 元；其他作业人员
每人每月 180 元。全年按 6 月、7
月、8月、9月共4个月计发。

企业在岗且提供正常劳动的
职工列入发放范围。职工未正常
出勤的，企业可按其实际出勤天数
折算发放。

《通知》要求，各类企业要切实
履行防暑降温工作主体责任，按照

《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
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防暑降
温制度，落实防暑降温工作措施，
调整工作时间，减轻劳动强度，确
保夏季生产安全和职工身体健康；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
加强对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指导督促
企业制定和落实防暑降温各项措
施，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按照《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
护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日最高
气温达到40℃以上，当日应当停止
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至
40℃以下，全天户外露天作业时间
不得超过5小时，11时至16时应当
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
到35℃以上至37℃以下，用人单位
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
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户外露
天作业劳动者加班加点。

用人单位不得强迫劳动者在
高温天气期间工作。因高温停止
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用人单位不
得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

按照《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
护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用人单
位应当按照规定向在高温天气期
间工作或者户外露天作业的劳动
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清
凉饮料和含盐饮料；提供的清凉饮
料等不能充抵防暑降温费。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
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投诉；违
反本办法，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在
高温天气期间工作的，或者未按规
定标准发放防暑降温费的，由县级
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 2000 元
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 王雁南 整理

高温来了
高温补贴也来了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邹灵 摄影报道

5月24日下午7点左右，任城区古槐街

道关帝庙社区塑料三厂居民楼顶外墙皮朽
坏严重，加之楼顶天台上面长出了树苗，树
根拱凸起外墙皮，在大风作用下一块带有
水泥的砖块掉落在地面上，此时正是下班

放学回家的时间，楼下是人来人往，若再次
发生脱落，后果不堪设想。

7时30分，接到居民电话反映的社区
书记任四全下班没回家，就直接来到了关
帝庙社区塑料三厂居民楼顶，对存在安全
隐患的地方进行着及时维修清除。

塑料三厂宿舍楼由于属于物业弃管
小区，由于社区疫情防控需要，人员有
限，社区党委书记任四全在得知此事后，
就直接骑着车子赶往群众反映的居民楼
处，查看现场情况，并上楼爬到楼顶上，
拔除了楼上树苗，清除松动墙体，又将裸
露出的墙面及其它安全隐患点进行了加
固修复。

过往居民们看到社区党委书记不顾个
人安危，为群众办急事、揪心事都是感慨：

“太感谢社区领导了，真是把老百姓放在心
上，以后咱老百姓进出路过就不再提心吊
胆了。”

任四全却说：“解决老百姓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是咱社区工作的头等大事，
能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是我们
每一个社区干部都应该做的。”

墙皮脱落砖块掉地 社区书记动手除隐患

又是一年端午节。为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
强社区温馨感和凝聚力，济
阳街道运河社区组织开展
了“我们的节日——‘粽香
沁人心，浓浓邻里情’”包粽
子活动。

活动现场，包粽子“老
手”周阿姨带领大家分工合
作，淘米、洗粽叶、调粽馅、
剪粽绳、包粽子，其乐融融，
一派喜庆气氛。不一会儿，
三角形、枕头形等一只只漂
亮粽子瞬间成型，浓浓的节
日气氛拉近了居民的心。
冀阿姨说：“现在条件好了，
会包粽子的人不多了，但端
午节包包粽子，感受一下老
祖 宗 的 传 统 还 是 很 有 情
趣的。”

香喷喷的粽子煮好后，
志愿者们送到小区门口卡点
处疫情防控值守人员和小区
内高龄老人手中，为他们带
去节日的祝福与关怀。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李琰 摄

为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加快推动企业恢复活力、扩产
增效，鱼台县张黄镇派驻“助企攀登”工作人员，重点围绕企业疫
情防控、生产经营、安全环保等方面提供“店小二”式主动靠上服
务，推动企业增产提效。

在山东齐泰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现场，助企攀登干部杨支
援，全面深入企业了解发展现状和实际困难，认真分析梳理出企
业目前的一大难题就是项目缺少土地指标。他积极迅速地向县
助企指挥部汇报，跑流程、办手续、走审批，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
为，跟踪到底，服务到位，协助齐泰取得了47.96亩的项目土地指
标，解决了齐泰一直以来的难点问题；在项目有序推进过程中，土
方的缺少制约了项目的进展，杨支援又积极申请、协调各方，2万
方土方快速到位，解决了施工进程中的“卡脖子”问题，确保项目
如期完工。目前，该项目的手续安评、环评、能评正在有序办理
中，2号、3号、5号车间和仓库基础设施已完成，预计9月底达到
试生产要求。

张黄镇助企攀登干部沉到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现场，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一线指挥、一线督导、一线落实，既当好“指挥长”又
当好“施工队长”“突击队长”，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全力全速推进重
点项目，切实把“说了算，定了干、按期完”的要求落到实处。

通讯员 吴宝防

助企解忧纾困

日前，在曲阜市石门山镇佳禾鑫种
植合作社里，一万公斤早熟藤稔葡萄已
近成熟，一串串晶莹剔透、粒粒饱满的
葡萄被随时准备采摘。石门山镇董家
庄村支部书记孔令渭奔波在5个高标准
智慧大棚里，查看着葡萄看挂果的情
况，虽然忙碌但笑逐颜开。

董庄北村位于石门山镇政府驻地
以东，全村共有耕地1395亩，素有葡
萄、草莓、黄金梨等农作物种植传统，积
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2020年，村集体
因地制宜，依托支部领办合作社，建成
占地近200亩的果蔬种植基地，发展出

“大棚葡萄”“食用莲藕”“订单薯类”“粮
油作物”为主的四个项目，形成集设施
农业、特色农产品、高品质主粮为一体
的农业示范园区。

其中，该村“大棚葡萄”项目占地15
亩，建成高标准冬暖式大棚4个，种植葡
萄树 4000 余棵，可年产葡萄一万公
斤。“这一串葡萄大约在一斤半左右，口
感比较甜，因为早熟葡萄的价格要高于
正常葡萄的3至4倍，而且因为成熟的
早，天不是很热，没有虫害，所以不需要
打农药。如果明年、后年进入盛果期，
产量再增加百分之三十，这片葡萄大棚
可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余元。”捧着一
株即将成熟的葡萄孔令渭开心地说道。

与此同时，该村的“食用莲藕”项
目，也已建成标准化藕池2个，亩产食用
白莲藕2000余公斤，并与蔬菜批发商、
商超达成长期合作协议，实现定点收
购。“订单薯类”项目占地30亩，主要种
植红薯、紫薯，现亩产2500余公斤，采
取“合作社+企业”模式，与粉皮加工企
业签订合作协议。“粮油作物”项目以种
植小麦、糯玉米、花生等主要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140亩。目前，该基地年收益
达40万元以上，带动村民就业12人，下
步将积极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探索网
络销售渠道，努力发展成集采摘旅游、
生态观光于一体的农旅示范项目，为乡
村产业振兴、农民致富增收打下坚实基
础。 记者 梁琨

收获幸福果
农民笑颜开

·端午

现在，枯树被清理伐断

10多天前枯死的树木

在国际六一儿童节
来临之际，任城区消

防救援大队宣传人
员走进辖区幼儿

园，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切实增

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
逃生自救能力。活动中，消

防宣传员通过播放动画宣传
片以及授课的方式将消防安全知识展现出来，向师生们介绍了如
何正确报警，如何在火场逃生自救，居家生活中应做到“三清三
关”等消防知识，并通过现场提问和抢答的方式增强小朋友对消
防知识的理解记忆。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高德雨 蔡国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