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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

跑现场

社会广角

共享电动车的推广，方便了市民出
行，应当得到及时的维护和妥善的爱
护。但近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
共享电动车的车筐中存有吃剩的食
物、还未喝完的饮料瓶、各种塑料包装
袋……变成了垃圾筐，脏乱不堪。希望
相关单位及时保洁，让共享物品更安全
卫生。 ■记者 梁琨 摄

一大早，市民张先生从济安桥路路过时发现，人
行道路面新换了几块砖，修复了此前的破损，十分平
整。“昨天，碰到正在步巡的执法人员，顺嘴说了声，他
们第二天就把路面问题解决了。为他们的处理速度
点赞！”张先生笑着伸出大拇指。

原来，执法人员接到市民反馈后，将现场情况拍
照发到协作联动群内，市政工作人员随即前往进行
修复，以最快速度恢复路面，消除安全隐患，保障行人
出行安全。

问题虽然细微，但处理及时、精准，还得益于市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支队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深入推进。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效能水平，市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将网格化管理作为城市精细管理
突破提升的有效路径，建立“分级包保、全员下沉”工
作机制，将支队负责人、科室、大队所有人员，全部科
学合理编排至各个网格、路段，明确各路段网格长、包
保人员，采取步巡工作法，全面、细致排查发现网格内
各类问题。

“内部加强联动，外部形成合力，共管共治，努力
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精美精致。”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支队有关负责人说。他们不断加强与住建、交警、市
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外部协作联动，强化与市政、环
卫、园林等部门内部沟通协调，加大与各“路长制”单
位、产权单位的衔接配合，实行分头巡与联合巡相结
合、自查与互查相结合、自改与互帮相结合，建立健
全各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分工负责、协作联动、共管共
治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攻坚的良好工作局面，确
保各类问题全面有效处置解决，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效
能水平。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孔宏业

“网格化”管出精细化

当下，正值“三夏”农忙时节，务农
人员出行量增大，各种交通违法现象也
随之增加，连日来，邹城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大队组织警力走进农村将交通安
全“播种”到田间地头，全力为“三夏”农
忙保驾护航。

“老乡咱们驾驶农用机械时，尤其
是上路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器械
盲区。安全在前，才是根本。”在田间地
头，民警以“一盔一带”为主题，一边向
农民朋友宣讲交通法律和交通安全知
识，一边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结合

“三夏”期间群众出行集中、农用车辆出
行增多的情况，特别是对摩托车、低速
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驾驶人进
行面对面地宣传教育。

活动中，民警还向村民讲解了一些
典型事故案例，告知农民朋友们农用车
辆非法载人、驾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
盔、超员超载、无证驾驶及酒驾醉驾等
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引导驾驶人和
群众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做到生产、
交通安全“两不误”。

近日来，麦收进入关键阶段，农用
器械连轴上场。邹城交警抓住麦收契
机，到田间地头与农民群众“零距离”宣
传交通安全知识，增强农民群众的交通
安全守法意识，为确保农村道路交通安
全畅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 梁琨

田间地头
“播种”安全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摄影报道

“每天坚持来做康复，孩子进步很大，现
在认知各方面都非常好，说话说得也很多
了。”在金乡县宏大医院儿童康复中心，患有
语言障碍的杰杰（化名）正在接受专业训练。

“这个中心康复与教育相结合的‘康教融合’
新模式，增添了亲子教育课堂、学前教育班、
专注力训练等项目，按照孩子的不同需求分
区域进行康复和教育，我为这项润禾‘公益项
目’点个大大的赞！”杰杰的妈妈激动地说。

今年5月，金乡县残联将残疾儿童救助业
务与全县扶贫助残工作深度融合，打造出独
具地域特色的金乡助残品牌“润禾公益”。一
直以来，“润禾公益”团队秉承“未来收获的希
望，创造未来精彩人生”理念，促进残疾儿童
全面发展，为残疾儿童未来创造不一样但一
样精彩的人生。

今年助残日期间，金乡县润禾残健融合
文化服务中心在县图书馆揭牌，县残联为中
心捐赠了轮椅、助行器、四角拐等残疾人辅助
器具，还组织30名残疾儿童在图书馆多功能
厅开展无障碍观影、读书阅读等活动，增强残
疾人文化交流互动，受到群众一致欢迎。

2023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列入金
乡县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金乡县残联充
分发挥县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牵头部门职
能作用，强化多部门协作，共同推进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深化“党建+康复”引领，将残疾儿
童康复与县残联“润禾公益”品牌深度融合。
多形式广泛宣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利
用微信公众号、微视频、广播电视、宣传册等
多种途径，让惠残助残政策家喻户晓。

该县残联简化流程优化服务效能，实时
掌握残疾儿童康复需求，儿童康复救助申请
实行“一门受理”，申请人“最多跑一次”即可
办结，发现一例、救助一例，今年以来已有304
名肢体（脑瘫）、智力、孤独症和听力等儿童进
入机构进行免费康复训练，同时为46名残疾
儿童发放基本型辅助器具，切实解决残疾儿
童及其家庭“出行难、护理难、负担重”问题，
着力改善提升残疾儿童的生存状况。

县残联积极发挥综合协调作用，残联、卫
健、教育、财政等部门沟通联系、协作配合，建
立“康中促教、教中融康、医教结合”闭环工作
模式和教育，根据残疾儿童不同年龄、不同时
期、不同状况，打造“一生（学生）一表（课程
表）、一案（教案）一法（训练方法）、一段（阶

段）一标
（标准要求）”
模式，制定多样化、个性化康教融合“套餐”，
实现每个阶段科学发展智力、补偿身心缺陷，
开展“送康上门”“送教上门”，促进县特殊教
育学校和金乡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建立长期合
作，让更多的适龄儿童逐步过渡，接受正规义
务教育，增强社会融入能力。

金乡县残联副理事长冯爱丽介绍：“坚持
‘救小救早’原则，对全县有康复指征的障碍
儿童，继续开展康复训练、肢体矫治手术、人
工耳蜗和辅助器具适配等一系列救助项目。
通过‘润禾公益’关爱残疾未成年人系列活
动，帮助更多的残疾儿童平等参与社会，享受
幸福人生。”

“润禾公益”
润泽残疾儿童拥有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梁琨 摄影报道

6月8日，梁山县赵堌堆乡的黄河滩上，艳
阳高照。瓜田里，瓜农陈公远在地里低头小步
慢走，不时扒开瓜秧仔细查看西瓜的长势。“黄
河滩上的优质水土加上豆饼、香油渣等有机肥
料，这样种植出来的西瓜个大、沙瓤、汁多、味
甜，富含多种矿物质，甜度足有13.6，好吃得不
得了。6月17日西瓜节，欢迎大家来品尝！”陈

公远骄傲地说。
都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对陈公远的话，

记者也是半信半疑。瓜田里，陈公远停住脚步，
摘下一个西瓜，切开那一刹，西瓜的浓香扑鼻而
来。记者拿起一块品尝，香甜的西瓜汁在口腔
爆开，口感确实沙甜爽脆。

看着记者惊诧的表情，陈公远笑着说：“赵
堌堆乡在黄河滩区，这里土层深厚、沙土肥沃，
排水性、通气性俱佳，是西瓜生长的绝佳土壤。”
除了土壤条件优渥，在西瓜成熟期，黄河滩区昼
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水分充足等条件，也非
常有利于糖分的积累，能够显著提高西瓜的含
糖量。在种植过程中，以农家肥及蚯蚓养殖生
产的蚯蚓粪为主要肥料，浇灌黄河水，亦有助于
西瓜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吸收。

正是这“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的叠加，才促
成了黄河滩西瓜的沙瓤、汁甜、富含多种矿物质
的好品质。如今，“黄河滩西瓜”已是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享有“籽如宝石瓤如蜜，滩区西
瓜甜到皮”的美誉。

“我每年都种六七亩西瓜，一亩地挣七八千

块钱，一年下来，纯落个几万块不成问题。家里
的小日子过得丰盈富足，我心里很满足。”陈公远
坦言，像他一样在黄河岸边生活的农户还有很
多，大家伙一同走上了“甜蜜”的致富之路。

“现代农业的长远发展，必须形成品牌，才能
真正致富一方百姓。”赵堌堆乡相关负责人介绍，
赵堌堆乡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户发展经济
作物，将有着悠久种植传统的黄河滩区西瓜列为
重点项目加以引导扶持，使瓜农逐步走上规模化
种植、无公害栽培、标准化管理的新型农业产业
道路。经过精心培植发展，目前已形成12个西
瓜种植专业村，主要种植有丰收3号、兴农3号、
新农8号、黑美、黑旋风、章优王子等10多个品
种，面积达3000多亩，年产量1.2万吨。

今年，赵堌堆乡三星村成立了党支部领办
的梁山星河种植专业合作社，47户瓜农加入合
作社，吸引有成功运营经验的专业人士担任合作
社监事，注册西瓜商标，开办“西瓜节”，开拓直播
等线上营销渠道，对西瓜营销进行规范化运营，
全力推动西瓜产业发展，把“滩区西瓜”做成“富
民产业”，让更多人品尝到黄河滩西瓜的甜。

黄河滩西瓜甜了赵堌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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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农时 确保颗粒归仓

6月9日，在高新区王因街道万亩高标准
农田的小麦收割现场，金色的麦浪中，收割机
轰鸣向前，割麦、脱粒一气呵成，现场一片丰
收景象。农户抓紧农时，有序开展夏收作业，
全力保障全区12.5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据
农情显示，截至6月11日，全市小麦应收面积
560.07 万亩，已收541.45万亩，占应收面积
的 96.68%。总计投入机械数量，收割机
19036台次，播种机16658台次。

“小麦品种好，长势也不错。收完后，合
作社专人收购，一点也不用操心。”看着满地
金黄的小麦，王因街道魏家庙村村民魏光钦
高兴地说。

为保障“三夏”生产顺利进行，全市农业
农村系统抽调258名工作人员、成立86个工
作督导组，建立了市、县、乡、村“三级包保、四
级联动”工作机制。同时，各县市区持续落实
好夏粮机收网格化包保责任，“人、地、机”相
匹配。

“农谚有云，春争日，夏争时。当前，气象
条件有利于小麦的收获、晾晒和存储。各县
市区要抓住晴好天气有利时机，已成熟的地
块抓紧抢收，一块不漏；未完全成熟的地块雨
前适时抢收，努力避免灾害天气可能带来的损
失。”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各级各部门
要严密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晴天”和“阴天”两
个抢收预案，组织成立小麦机收应急作业服务
队、农机抢修服务队，做好支援准备。同时，做
好小麦烘干应急预案，每台烘干机应急烘干
包保到镇街、到村，充分挖掘烘干潜力，提前
调试烘干设备，适时投入小麦烘干生产。

备足机械 马力全开保夏收

为保障麦收时节农机正常运转，各地农机工作人员也
是忙得不亦乐乎。“以前用镰刀割麦子，一个壮劳力一天割
不了2亩地，现在农机专业合作社有了‘新农具’，一天一
台能收 100 多亩地，速度快、效果好，一个麦季也用不到
10天时间。”泗水县俊昌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俊
昌说。据介绍，今年，泗水县农机部门充分发挥农机主力
军作用，大力推广大型、智能型、先进型的农机新装备，全
县新增高性能联合收割机51台。同时，进一步强化农机
手机收减损培训和麦收作业现场监测调查，有效提升机收
质量，力争颗粒归仓。截至目前，泗水县全县应收小麦面
积34.7万余亩，已收34.1万亩，占应收面积的98.27%。

自4月下旬起，梁山县农机中心就开展了“送检下
乡”服务。同时，为确保农机手依法依规安全驾驶，梁山
县组织农机驾驶员资格考试，保证了农机手在“三夏”作
业来临前持证上岗，安全驾驶。为做好机收减损工作，微
山县则开展了机手技能比武。“发挥机手经验优势，通过
高效机械，降低损失程度。并在前期组织安全理论培训
和应急演练，预防安全事故，保障三夏生产安全平稳。”微
山县农业农村局农机生产科科长於波介绍说。

据了解，全市600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根据不同
县域间、不同镇域间小麦成熟期进行统筹调配，实现农机
作业效率最大化，人歇机不停。同时，全力保障15部小
麦机收服务热线电话、64个跨区作业接机服务站、90处
农机优惠加油站点24小时有效运行。全力做好应急准
备，176个小麦机收应急作业服务队、34个农机抢修服务
队，随时做好应急支援准备，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
快、用得上。

夏种夏管 生产紧锣密鼓

“三夏”是抢抓夏粮丰收的关键期，更是优化秋粮
布局的重要时期。据农情信息显示，截至6月11日，
全市玉米(纯作)意向种植面积436.14万亩，已播
315.83万亩，占意向面积的72.41%；水稻意向种植面
积59.13万亩，已播4.49万亩，占意向面积的7.59%；
大豆(纯作)任务面积64.65万亩，已播13.89万亩，占
任务面积的21.48%；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面
积25万亩，已播6.61万亩，占任务面积的26.44%；甘
薯和夏花生已播面积分别为8.8万亩和 1.25万亩。

“针对夏种，要抓住当前墒情较好的有利时机，
及时贴茬抢种玉米、大豆等秋作物，确保夏播质量、
一播全苗，实现苗齐、苗匀、苗壮，为秋季粮食生产
打下坚实的苗情基础。针对夏管，要把技术关口前
移，抓好病虫草害的绿色防控和施肥浇水的精准用
策，着力解决秋作物生产中后期田间管理难题。”市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专家徐成忠说。

各地同步推进秸秆禁烧工作，设置禁烧值守
点，确保每个地块24小时有人防、有人控、有人
管。“督促各镇街建立健全网格化秸秆禁烧管理机
制，设立375个禁烧值守点，配备人员3600多人，
结合视频监控系统，实行‘人防＋技防’全天候巡
查，做到‘空间覆盖无空白、落实无盲点、监督管理
无缝隙’。”任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圣伟介绍。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防诈、反诈意识，筑牢全
民反诈的第一道防线，针对近期冲上热搜的“AI换脸”
诈骗手法，近日，微山县公安局及时更新反诈内容，精
心制作宣传资料，组织语言沟通能力强、反诈工作业
务精的民警走向阡陌小道、街头巷尾和农户家庭等
地，心贴心、面对面地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行
动。不仅守住了百姓的“钱袋子”，还在充满泥土气息
的工作中融洽了警民关系。

“假如有一天，在外打工的亲人来电说让你转钱，
你会不会转？住校的孩子找你要生活费，你会不会
给？多年的好友找你借点钱，你借不借？公司的老板
要你打款，你到底该不该打？”面对民警抛出一系列
问题，乡亲们个个面面相觑，众说纷纭。看到人们的
犹豫迟疑，民警又进一步说：“在微信视频确认了人脸
和声音后，你们又该如何选择？”听到这里，村民们立
刻表现出了特有的纯朴善良：“都见到真人了，还有啥
说的？都是自己的亲人或熟人，那当然要给打钱了。”
见此情形，反诈民警立即展开了宣传教育工作。随着
一条条“警囊妙计”的呈现和细致剖析，也让更多的人
们认识到了越来越科技化的诈骗手段。根据“AI换
脸”诈骗案件等人工智能新型犯罪特征，民警深入浅
出地讲解了智能对话、声音合成、人脸置换、沉浸式拟
真场景等以假乱真的深度合成技术，诠释了犯罪分子
的无孔不入。同时，告诫广大乡亲们如若遇见此类问
题，可通过提问的方式进一步确认身份，故意设置些

“莫须有”的问题让对方回答，仔细辨别对方的方言口
语、口头禅，并采取“24小时到账”措施，预留处理时间
等，多渠道交叉进行身份验证，进而甄别出“真假美猴
王”。稍有怀疑，便要警惕，果断切断联系或请求警方
帮助，以免上当受骗。

通过此次进乡村反诈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等“警
囊”，乡亲们及时获取了有效分辨新型诈骗手法的知
识信息，“不轻信、不盲目、不转账”的反诈意识再度得
到加强。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王金

防“AI换脸”
新型诈骗有“警囊”

为资助帮扶困境儿童健康成长，济宁高新区柳行
街道乡村振兴第一书记服务队，走村串户摸排情况，
因人施策制定帮扶计划，汇聚社会各界力量，为困境
儿童照亮前行的道路。

府河村第一书记侯晓霞，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
王桥村村民王东患有哮喘病，妻子没有劳动能力，其
龙凤胎孩子王某笑、王某硕都在某中学就读初二，已
被列为政策帮扶户。由于家庭情况特殊，两个孩子一
直跟爷爷奶奶居住，没有独立的居住空间，随着两个
孩子年龄的增长，在学习生活上十分不方便。为解决
孩子们的生活困境，侯晓霞积极协调派出单位高新区
新政审批服务局，联系慈善总会特警义工团、爱心企
业对更多像王某硕、王某笑这样的孩子进行结对帮
扶，并向团市委申请了人均12000元左右的希望小屋
资金，对孩子的房间进行装修并配置床、床上用品、学
习桌、台灯等物品，让这些孩子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温暖。

针对入户调查中了解到的个别因病致贫的群众，
侯晓霞不辞辛苦多次登门，积极宣传讲解医保等相关
政策、办理流程，及时让这些群众享受国家惠民政
策。孙桥村的政策帮扶户宋某祥常年患有腰腿病，被
鉴定为三级残疾，其儿子宋某涵出生5个月就因病换
上了胫骨假关节，每3个月就要去济南治疗一次，每年
要换一次支架。宋某涵的母亲不识字，父母二人仅靠
打零工维持家用。为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侯晓霞不
仅帮宋某祥办理了慢性病手续，还为其儿子办理了转
诊手续。同时，协调联系济宁企业家协会慈善组织代
表侯志远律师、山东乐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靖龙送去
了衣服、牛奶等爱心物资，并制定长远帮扶计划，希望
爱心善举的传递，能帮助孩子们茁壮健康成长。

在侯晓霞等一批乡村振兴第一书记服务队队员
的奔走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爱心单位、爱心人士义
无反顾地加入到帮扶行列，助力每一位困境孩子健康
成长、成才圆梦。

记者 王雁南 通讯员 李庆平 李晓歌 白晓鑫

倾情帮扶困境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