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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济宁
日报社、济宁广播电视台组织的“济宁好人之星”评选现已结
束。经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最终有10人入选“济宁好人榜”，
其中2人当选“济宁好人之星”。现将评选结果公布如下：

“济宁好人之星”名单

葛 昕 微山县韩庄镇中心小学教师
陈吉矿 兖州区颜店镇屯二村村民

入选“济宁好人榜”名单

朱天澍 曲阜市水滴公益服务中心辅导员
刘晓玉 微山县实验小学副校长
曹鲁宁 任城区明珠·新奥苑小区居民
孟吉柱 梁山县水泊街道马振扬村村民
朱维同 任城区喻屯镇朱庄村党支部副书记
李洪彬 山东长缨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丹 汶上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王邦秀 梁山县小路口镇王蜂楼村村民

2022年7月份
“济宁好人之星”评选结果公布

济宁好人之星

■本报记者 鲍童 本报通讯员 庄严

在梁山县的大街小巷，活跃着一支800余人的“习语润
儒乡·理响梁山”宣讲团队，他们以充满“烟火气”的故事、接
地气的方言土语，把深邃的道理通俗化、科学的理论大众
化，引导广大基层党员群众从党和国家大事、身边发展变化
中，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通过一系
列的巡回宣讲活动，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全、讲准、讲透，为广
大干部群众精心烹制出一道道“理论大餐”，真正把党的创
新理论的“丰富营养”传递到千家万户。

宣讲语言有“土味”

“在开讲之前，我先考考大家，大家说说看，被八路军誉
为平原游击作战模范战例的一次战役曾经发生在我们梁
山，那么，是哪一次战役呢？”

“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喜讯传四方，走大街、穿小巷，
我来把会议的精神来宣讲……”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是忠诚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报告。”

这些场面，在梁山县基层宣讲活动中并不鲜见。面向
基层的理论宣讲，贵在用老百姓的语言说老百姓的事。今

年7月份，梁山县精心组建了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先进模
范等8支宣讲队伍，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巡回宣讲活动。宣
讲团成员立足于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现状，用事实说话，
用数字说话，用切身感受说话。同时运用山东快书、朗朗
上口的顺口溜等百姓语言，重点讲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省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党史故事、惠民政策，让干部
群众听得懂、听得进、记得住、传得开，从而引导全县干部
群众切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要求，用党的创新理论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

宣讲案例有“鲜味”

梁山县整合各类理论宣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各类场所，通过一张张黑白斑
驳的照片、一件件生动形象的文物，宣讲员将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党的创新理论政策讲得鲜活、具体，讲出了“新味道”。

同时宣讲活动坚持线上宣讲与线下宣讲、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相结合，鼓励8支宣讲队伍开展线上宣讲，进一步扩
大了宣讲覆盖面和影响力，呈现出了“新形式”。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全会通过的《决议》上究
竟说了什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怎么走？哪些内
容和梁山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结合这些热点时事，综合

考量不同群体的特征和需求，梁山县及时向8支队伍宣讲员
下发宣讲素材，组织开展了“分众化”“靶向式”有针对性的
宣讲活动。对机关党员干部，侧重宣讲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实质；对基层党员干部，侧重宣讲如何提升社
会管理创新能力、化解社会矛盾、推动乡村振兴；对“两新”
组织党员、退休退职和流动党员，侧重宣讲如何创先争优、
当好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的引领者；对广大基层群众，侧重
宣讲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党的富民惠民政策、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大意义，以及红色文化和黄河文化在梁山的传承与发
展等。

宣讲效果有“香味”

“人民城市齐力创 我为梁山做贡献 创建成效大家享 干
在实处走在前 梁山城乡大变样 美丽幸福新梁山……”听了
四位宣讲员的三句半宣讲，社区的群众纷纷点赞。

基层宣讲既要讲好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大道理”，也
要讲好事关一家一户柴米油盐的“小幸福”。宣讲员深入田
间地头、蔬菜大棚、工厂车间、文化广场等日常工作生活场
所，与老百姓站在一起、坐在一起，结合群众生产生活实际
和普遍关注的“一老一小”等问题，用理论的“温度”焐热群
众的内心，使群众不出家门就能了解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

八支队伍进基层 理论宣讲“有滋味”

■本报记者 徐斐

农业强，则国家强；农民富，则国家富。嘉祥县乡情农作物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华锋大学毕业后，胸怀创业之志，在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创建农作物专业合作社，带领农民增
收致富，力争以优异成绩勇当乡村振兴排头兵。

2013年7月，李华锋成立了嘉祥县乡情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截至2020年共流转土地3000余亩，入社农户103户，覆
盖全镇30余个村庄，带动辐射2500余户农民，托管、半托管服
务面积30000余亩，有技术人员15余人，聘请大学生8名。实
现了统一供种、统一机耕、统一施肥、统一浇水、统一病虫害防
治、统一收割，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
益，使附近群众彻底从耕种劳务中解放出来，促进了农村劳动
力转移，服务面积达到 3 万亩以上。同时，该社主要进行大蒜、
洋葱、辣椒和苹果等果蔬的保鲜、储存、加工出口，为进一步完
善农作物的加工与销售，申请出口权，在嘉祥县乡情农业专业
合作社以及嘉祥县平均合作社的基础上，又于2017年注册了
山东祥恒农业有限公司。

李华锋充分认识科学种植的积极作用，注重做好与科研院
所的合作。2019年与浙江大学、济宁农业科学研究院进行了合
作，邀请相关专家在基地规划了专门的试验田，用于降解地膜
的实际降解效果的研究，对作物生长发育减肥进行实验等，基
地安装了水肥一体化系统，既节省了化肥、灌溉用水，也极大地
解放了劳动力，有效提高了灌溉、施肥效率，在预防土地盐碱化
方面起到良好效果。

自 2013 年合作社以来，李华锋竭尽全力去帮扶贫困户，优
先进行对贫困户义务农业服务，无偿给贫困户提供农作物的耕
种、收割和烘干等农业服务，平时农田用工贫困户优先录用，使
贫困户每年平均增收 7600 元以上。

勇当乡村振兴排头兵
——记市劳模、嘉祥县乡情农作物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华锋

暑期以来，随着大中小学陆续放假和省旅发大会后续效应影
响，我市旅游市场日渐升温，文旅部门强化行业培训、整顿旅游秩
序、倡树良好文明旅游行为规范，全力为游客营造和谐安全的旅游
环境。图为尼山圣境景区游客有序进行游览。■记者 刘项清 摄

劳动创造幸福劳动创造幸福

（上接1版A）明年开展中试产业化。项目实施后，通佳机
械将建成国内高压IV型储氢瓶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生
产研发基地，为氢能源汽车产业提供重要装备技术体系
支撑，助推我市氢能产业实现新跨越。

组建产业协同创新联合体也搅动了创新主体“产业
强链”的一池春水。在济宁高新区政策、资金的大力支持
下，山推股份牵头组建了山推工程机械协同研究院，聚集
了产业链上下游多家企业，以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攻关为
重点，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创新，精准实现创新技术与
成果在产业链上的转移转化。

勤修内功，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聚集创新要素，创新平台载体建设是关键。围绕打
造全链条的创新创业载体，济宁高新区高标准建设“济宁
创新谷”，向“创新谷”核心区注入优势创新资源，聚集高
端院所10余家，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实体运作的市级产业

技术研究院，培育省级以上科创平台208家、入选总量位
列全省前3强，3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在科技部考核
评价中评为优秀，麒麟岛、蓼河国际英才港、资本中心等
功能模块投入运营，形成了完善的创新链。如今，济宁高
新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5家、总量占济宁市四分之一，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高于济宁市平均24.4个百分点，
单位增加值能耗、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均居济宁市前列。

卓越的创新动能，来源于强健的人才支撑。近年来，
济宁高新区以全方位的服务保障、真金白银的奖补措施，
广纳海内外人才创业兴业，成为全省三家人才改革试验
区之一。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全方位的服务体系支
撑让广大人才免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千万级奖补资金
让广大人才创业有底气、创新有心气。依托省激光研究
所建设了全省首家光电产业技术研究院，一批面向高端
装备、医养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化
产业集群的研究所、重点实验室为产业发展持续赋能。

（上接1版B）
此外，市人社部门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稳

就业”“保就业”工作重中之重，作为实施人才兴济、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牵引性工程，坚持市场引领与政府推
动并重，就业创业与人才培养并举，普遍支持与特别帮
扶并行，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
举措，为高校毕业生返济就业保驾护航，为青年高质量
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社力量。共青团济宁市

委深入实施“青鸟计划”，精准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聚
焦重点企业，统筹用好青联、青企协等资源，在挖掘优
质岗位、精准推介匹配上下功夫，把待遇好、潜力大的
岗位送到高校毕业生手中，并结合青年人才需求特点，
合作设立13处“青年驿站”；打造了一批“济宁市青年
人才加速器”，形成了“科研院所+产业园区+行业企
业”三层布局、“人才提升+企业孵化”双轮驱动的良好
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