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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报道部主办 倾情服务百姓 真情关注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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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基 层

记者跑社区

监 督 台

民 生 速 递

真 情 时 刻

人 物 故 事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摄影报道
本报通讯员 杨天方 程帅 苗海龙

“我们共实施完成各类试验示范项目61
项，成功培育大蒜新品种5个，目前正在申请
新品种保护，已获得农业农村部新品种保护
办公室初步审核合格，选育有推广前途的大
蒜品系7个，培养有价值的辣椒品系8个，适
合推广的辣椒品系4个，培育甜糯玉米新品
种3个，已进入省审申报流程，引进推广海南
甜糯玉米13种……通过近两年的发展，现
已推广大蒜良种6万余亩、辣椒10万余亩，
棉花良种8万余亩，每亩地老百姓能增收
1000多元！”4月3日，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金乡）大蒜产业研究院大蒜资源圃基地，金
乡大蒜产研院副理事长杨建强，提起农民土
里刨金、种出“好日子”，他脸上露出自信的

笑容。
在他身后是

全国大蒜品种最
全的国际大蒜种
质资源圃试验种
植基地，共有 451
个大蒜试种，设立8
大示范方，9 个大蒜
试验项，45 个处理方
案，一畦畦蒜苗，阡陌成
方，一排排红黄标识，记录着
每垄试验的重点方向，绿油油的
蒜苗长势各异，有的叶宽碧绿、长势旺
盛，有的茎壮叶厚、茁壮成长，有的叶黄叶
窄、茎状细长……这里就是杨建强扎根田间
励志“十年磨一剑”，实现自己伟大“种业梦”
的主战场。

素有“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
乡”美誉的金乡县，是全国著名的大蒜之乡，
但由于常年重茬种植，出现土地板结、大蒜
重茬病增多情况，影响蒜农的收入。杨建强
看到身边农民兄弟心急如焚、束手无策后，
他进行了深入调研，并主动到中国农科院、
湖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拜
访，寻求秘方良药，破解农民增收难题，提升
金乡大蒜产业技术水平、培优培强“金乡大
蒜”品牌价值。通过与国内外多名知名专家
教授交流，杨建强有了种业强国的追求，为

实现自己的“种业梦”，他积极
与山东省农科院对接，共

建了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金乡）大蒜产业
研究院，落地建
设了中国农业
科 学 院——
山东省农业
科学院协同
创新基地，
成 功 搭 建
了 合 作 共
享共赢的新
型研发服务
平台，构建了

“政产学研金
服用 ”协同联

动、融合发展、互
惠共赢的新格局。
杨建强介绍：“大

蒜产研院破除了制约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的思想障碍

和制度藩篱，着力解决金乡大蒜品种退化、
土壤连作障碍和栽培技术标准低等问题。
通过构建开放的新型研发服务平台、供需紧
密结合的创新机制、科企优质资源的共享体

系等，加速了科技成果产出和转移转化。”
为促进大蒜种质资源的创新和品种的

优选，他还积极与中国农科院、中国科学院、
山东省农科院、中山大学等32家科研院所及
高校合作共建，建成核心良繁基地500余
亩，高标准种植试验示范基地2000余亩，异
地繁育基地一处，承接各类试验课题300余
项，多个项目纳入了乡村振兴双百工程、乡
村振兴挂图作战项目名单。

“科技强，则农业强；科技兴，则产业
兴。作为一名科技领头人，只有充分发挥技
术优势，把新品种、新技术带给广大农户，帮
助农户增产增收，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杨
建强说。

农业基础设施是大蒜产研院可持续发
展的“先行资本”、“基础工程”和“长效工
程”。为进一步加强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增
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杨建强先后投资
7000余万元，实施了农业示范工程、病虫害
绿色防控工程，新建储存能力8000吨的种
子库和科研楼、专家公寓等，为科研提供了
便利化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

种子被称为农业的“芯片”。“小种子”里
孕育“大丰收”，杨建强为实现自己的梦想，
正在施“良机”、育“良种”，积极打造成科技
成果转化的“加速器”、企业发展的“动力
源”，努力建成集良种“育、繁、推”、田间“技、
管、服”、仓储“收、藏、售”、加工“精、新、高”
等全产业链科技赋能、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现
代化产业技术实体，开展种业“卡脖子”技术
攻关，打好种业翻身仗。

经过两年多的励精图治，杨建强与他的
团队按照国家战略需求，不断加大科研、生
产、市场开发力度，向着“育、繁、推”一体化
发展道路前行，成功诠释了“一粒种，一颗
心”的初心使命，演绎着“小种子，大梦想”的
华彩乐章。

一位新农人的“种业梦”

花团锦簇的公园，干净整洁的楼道，摆放
有序的车辆……位于城市主城区的任城区仙
营街道，近年来的创城工作带来的显著成果随
处可见，生活在此的市民们，也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了城市环境提升带来的改变，不仅有环境
卫生的提升，一些不文明行为也在悄然发生着
变化。

“以前大家做生意，哪有不超门店经营的，
刚开始碰到执法队员或街道办的人来管理，大
家都不理解，出现争吵也就在所难免。”浣笔
泉路一家水果店的老板王先生说，后来，执法
队员和网格员经常过来发放关于创城的宣传
单，上门做思想工作，大家也逐渐开始理解创
卫的意义。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人人都是
参与者。

在秦庄小区居住，今年已70岁高龄的居民
姚申武对市容市貌的改善也深有体会。“以前
从市场里面走，人流量大，商贩多，一刮风，塑
料袋、小纸片就满天飞，垃圾桶周围全是苍蝇，
每次都掩鼻而过。”他说，这几年，秦庄菜市场
的环境好多了，菜品摆放井然有序，也不像之
前那样杂乱无章。每次出来买菜，都能看见社
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身影，忙碌着整治市场
秩序。也正是他们，让社区居民感受到文明的
美好。

创城改变了城市的环境面貌和市民的居
住环境，也影响着群众文明习惯的养成。

“要说‘创城’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最
直观的感受就是城市更有序，大家更讲‘规矩’
了。”兴唐大厦一企业员工刘先生发出这样的
感慨。刘先生说，以前不管是路边有没有停车
位，都见缝就停。现在大家都比较遵守交通规
则，主动停车入位，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而横
穿马路、闯红灯的人也越来越少。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我们是受益人，
也是责任人。”仙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
将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巩固和深化创城成果，
让创城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赵璟 李勇

“生活在此，
很满足！”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王建 郝凤法

“我想给你们送面锦旗去，这几年承蒙你们的照顾，
真心实意地想表达一下感谢！”“不用！不用！太客气
了！”

前不久，山东能源兖矿能源东滩煤矿机电工区职工
李海军，再次表示想给矿工会送面锦旗，可是还是被拒
收了。之后他又多次联系，均被告知“好好保重身体，安
心工作就行！”东滩煤矿工会负责人直言：“关心职工，帮
助他们解决困难是工会的重要职责，帮扶效果并不需要

‘锦旗’来证明。”
李海军是一名退伍军人，在部队服役期间，因外伤

导致下肢脉管炎致残，其妻子没有工作，高龄怀孕又因
双胞胎早产缺氧导致发育不良，生活很是艰辛。

在东滩煤矿就业后，日子渐渐有了起色，没想到李
海军又因突患肝脾囊肿，往返多家省市医院治疗的经济
压力，又将这个家庭短暂的欢乐一扫而空，“顶梁柱”每
天都面临着沉重的负担。

关键时刻，该矿工会伸出援手，立即按程序帮他申
请到临时救助，让他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得知他家
的情况后，无论是矿上发放大病救助金，还是了解到有
关爱救助政策，我们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他。”东滩煤矿工
会生活委工作人员说。

被纳入帮扶救助范围之后，李海军每年的治疗费用
负担也减轻了不少。“工会一直都在帮助我，否则，我早
就撑不下去了。”乌鸦反哺，羊羔跪乳。2020年新冠肺炎
疫情初期，李海军捐款1000元支援武汉抗疫，“让爱心
传递”成为他最大心愿。

为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李海军早就萌生了给矿工
会送面锦旗的想法，在与同事们交谈中，也表露过自己内
心的强烈愿望：“我除了要好好工作，感恩之心总是要有
的。”为此，他准备了一面写有“帮扶解困显真情，情系职
工暖人心”的锦旗，想亲自送到矿工会去，却被谢绝了。

“坚持从最困难的职工入手、最突出的问题抓起，贴
近民生需求，把职工可观可感的难题一件一件地办好，
这是每个企业工会、每名工会干部都应认真履行的服务
职责。”东滩煤矿工会负责人表示，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全力以赴交上优秀“成绩单”，才能够不断地给职工带来
稳稳的幸福。

一面被拒收的锦旗

■本报记者 梁琨
本报通讯员 刘菲 孟林

“非常感谢你们及时送医，争分夺秒救
人，挽救了一条生命、一个家庭……”近日，
货车司机许师傅委托同事赶到中国重汽集
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向王国鹏、郭莎等
几位重汽职工送上了写有“妙手回春救人
危难 爱心帮助情满重汽”的锦旗，感谢他
们的“救命之恩”。

提起二十多天前的一幕，仍然让人心
有余悸。3月14日上午8点，正在高新区
的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生产
厂区送货的许师傅，在厂区办公室走廊等
待装车时，突然感觉胸口剧痛，身体顿时失
去平衡，靠在墙边勉强站立。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公司职工王国鹏
看见。“当时许师傅的表情特别痛苦，问他
情况，他只能勉强说是胸口痛。”在单位接
受过急救培训的王国鹏顿时感觉有些不
妙，他刚刚转过头准备喊人帮忙，身旁的许
师傅却再也支撑不住，身体重重地摔在地
上，顿时失去了意识。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我瞬间脑子一
片空白，赶紧叫人来帮忙。”说起事情的经

过，王国鹏记忆犹新。“我用手试试他的鼻
息，感觉不到呼吸，身体僵硬地躺在地上，
肺部涨得很高，我下意识开始给他做心肺
复苏，持续按压胸口两三分钟，随着最后
一次按压，我感觉到他的肺沉下去了，呼
出来的气吹在我手上，眼睛也慢慢地睁开
了。”

就在王国鹏对许师傅进行急救时，办
公室内的郭莎、李佳等几名职工也听到了
王国鹏的呼喊，赶紧来到走廊，一边帮助王
国鹏实施急救，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向
接线员报告了详细的地址以及患者身体状
况。就在这时，同事们送来了速效救心丸，
郭莎按照急救培训时教授的要领，掰开许
师傅的嘴，把速效救心丸放在了他的舌头
下面。

“过了大约一分钟，许师傅开始浑身
抽搐，我们又赶紧掐他的人中，一直等救
护车来到，我和同事们一起把许师傅抬
上了救护车。听随车的医生讲，我们这4
分钟的急救操作很及时，提供的信息也
很准确，给他们后期治疗提供了很大帮
助。”救护车上，王国鹏和同事李佳一直在
安抚着许师傅的情绪，直到救护车顺利到
达医院。

后经医生诊断，许师傅是突发心肌梗
死，在接受完手术后脱离了生命危险。参
与救治的医生表示，要是没有前期连续不
断的心肺复苏抢救，争分夺秒把患者送到
医院紧急救治，后果将很难想象。

事后，为感谢王国鹏等人的付出，许师
傅的同事带着锦旗和礼品专程到公司表示
感谢。心有大爱，王国鹏留下了锦旗，退回
了礼品。“出门在外，不管是谁，在哪里，遇
到这样的情况，该救就要救。”这番暖心话，
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

危难之间见真情，几位中国重汽集团
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职工用实际行动挽救
了他人生命。而急救成功的背后，则是企
业员工们对急救知识的熟练掌握，更是该
公司重视安全生产的生动表现。据了解，
公司将急救技能培训活动作为企业安全生
产的重要环节，针对企业安全生产过程中
常见的外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搬运术、心
肺复苏操作进行理论培训和现场模拟演
示。生产一线的企业工人反复练习操作细
节，提升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对突发事
件的应急救援技能，提高公司整体应急救
护能力和水平，为切实预控人身安全风险
打下坚实的基础。

“黄金4分钟 ”挽救一条生命——

近来气温逐渐升高，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感受自然之美。
在兖州区牛楼小镇景区，游客们置身花海，与沁人心脾的花朵来
张合影，或与巨型稻草人亲密接触。景区现场虽是人潮涌动，但
秩序井然。景区物业人员介绍，游客们多会约束个人言行，文明
旅游蔚然成风，他们也时常提醒广大游客遵守景区秩序、爱护环
境卫生，共同维护景区文明秩序。 ■记者 梁琨 摄

连日来，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志愿服务进
基层活动。志愿者讲师向大家示范了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
实际操作方法，教授大家心肺复苏救护技能和自动体外除颤
器AED的使用方法。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红十字会系统
开展应急救护公益培训志愿服务“五进”活动74场次，受益人
数18491人次。 ■记者 梁琨 摄

近日，记者驱车在路口等候，一辆三轮车插
入机动车道。在日常交通中，常常见到此类车辆
随意变换车道、插队、逆行等不按交通规则行驶
的行为，也为道路安全带来很大隐患。希望相关
部门予以关注，及时治理。 ■记者 梁琨 摄

60岁的刘大爷是一位高血压患者，近日到嘉祥县医保定
点医院购买降压药时，发现忘了携带医保卡。在医院工作人
员指引下，刘大爷使用手机成功激活了自己的医保电子凭
证，“码”上办理了医保慢性病即时报销业务。原本二十多块
钱1盒的降压药通过医保报销，刘大爷只需支付七块钱。

近年来，嘉祥县持续深化医保电子凭证在医保经办全业
务、就医购药全流程的使用，逐步推动凭证从能用向好用、群
众从会用到爱用转变，医保便民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以前买药也有时忘带医保卡，要么回家再跑一趟，要么
自己全额支付买药钱。”前来买药的市民王女士感慨，现在就
医买药不仅报销的比例越来越多，而且用手机就能直接报
销，特别方便。

今年以来，嘉祥县依托国家医保信息平台支撑，在就诊人
数多、日均结算量大的7个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医保电子凭证就
医服务全流程改造，推动实现仅凭医保电子凭证，即可办理预
约挂号、诊疗检查、医保结算、报告查询等各环节就医服务。

同时，嘉祥县依托医保电子凭证线上身份核验能力，不
断完善线上亲情账户绑定、异地就医代他人备案等功能，助
力老年人、未成年儿童、失能失智等群体获取并享受掌上医
保服务。

截至目前，嘉祥县已有52.4万人开通电子医保凭证，累
计使用凭证超45.7 万次，“码”上即时报销就医买药费用
1900余万元，群众就医买药从“卡时代”迈进“码时代”。

“电子医保凭证的推广使用，让参保群众摆脱了实体卡
忘带、丢失等难题，确保了个人信息和医保账户安全，提升了
就医买药体验。”嘉祥县为民服务中心医保服务区负责人江
心良介绍说，他们将坚持从群众实际需要出发，有效融合传
统服务与智能方式，创新推出更多功能好用、群众爱用的“互
联网+医保服务”，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记者 梁琨

就医购药“码”上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