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博兴讯 (通讯员齐明泉)博兴县博昌
街道为全面提升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工作中
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开设了“村官”计生
课堂，邀请县人口计生局领导，重点讲解了新
形势下如何加强规范化管理、做好育龄群众工
作；如何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有关
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如何依法
行政；妇科医疗保健常识和优生优育知识；药
具使用管理知识等等，受到了大学生“村官”
的欢迎。这次培训班为计生工作再上新水平奠
定了良好基础。

博昌“村官”计生课堂开班

本报无棣讯 (通讯员刘金刚 张久发)无
棣县西小王乡计生晚会近日在刘家村上演，来
自该乡西黄村的青年陈宾宾和他的同伴们表演
了小品《新编墙头记》，滑稽的表演、耐人寻
味的话语，不时博得群众的欢笑和掌声。

西小王乡计生副主任韩月明告诉笔者，西
小王乡利用晚上开展文艺活动，让更多的群众
学到计生常识、懂得计划生育法律，还可以提
高群众们的精神生活。正在看表演的一位大嫂
高兴地说：“节目里演的都是计划生育的事，
不仅乐呵、教育人，还给我们育龄妇女敲警钟
呢！我们都爱看。”

西小王乡的计生晚会，是由农民演自己身
边的事儿，深受当地群众喜欢。

西小王乡计生晚会唱起来

在雨季来临之前，博兴县湖滨镇寨卢村党
支部和村委会为寨卢小学投资 2 万多元，对教
学楼顶和教职工宿舍进行了防水处理。学校领
导亲临施工现场，严把质量关，既保证了施工
质量，也创造了更加安心的育人环境。

(付金红 韩百斌)

提前做好教学楼雨季防水工作

本报胶州讯 ( 通讯员任献
文 徐聚法 ) 6 月 6 日，胶州市
洋河镇李子行村农民朱茂基背
上喷雾器，来到附近的十八道
河水库坝顶对新生的杂草喷施
除草剂，这是他本周第二次来
水库检查了。朱茂基是胶州市
水利局今年聘用培训上岗的 48
名水库管护员之一，主要承担
着平时巡查看护堤坝、汛期查

看报告汛情的职责。朱茂基介
绍：“汛期之中，我们得天天
看护大坝，尤其是大雨期间，
水库有什么异常我们得及时向
政府和水利局报告。”

胶州共有小型水库 48 座，大
多建设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
当时财力、物力和施工技术条件
等方面制约，大都建设标准相对
较低，经过几十年运行，有 33 座

水库成为病险水库。为此，胶州
市于 2006 年至 2009 年，投资 9000
余万元，分期分批对小型病险水
库进行了除险加固。

但是，这些除险加固后的水
库如何管理，其他目前未发现病
险情的水库怎么监管，成了水利
部门需要着力解决的大事。为
此，胶州市水利部门决定每年拿
出一部分经费，按照就近原则，

在水库周边村庄聘请有威望、有
责任心的村民担任水库管护员。
今年 5 月初，他们对选拔的 48 名
水库管护员进行了培训，使他们
全面掌握了防汛基本常识、水库
安全巡查、灾情预报和灾情统计
上报等内容。水库管护员采取巡
视、蹲点、走访等方式，对水库
保护范围内的水利设施进行实时
管理。

6 月 11 日上午，细雨蒙蒙，
蒙阴县旧寨乡北莫庄村的党支部
书记徐志增领着村民徐加海，一
起来到县人武部，请人武部将两
面绣有“部队育精兵，家乡留美
名”、“火炼英雄本色，汗凝鱼
水意长”的锦旗转送到救火英雄
徐虎的所在部队，感谢部队培养
了一名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抢救
群众生命财产的好士兵。

5 月 29 日傍晚时分，正在蒙
阴县旧寨乡北莫庄村休假的武警
陕西总队汉中市略阳县中队武警
战士徐虎，忽然看到不远处的邻
居徐加海家冒起滚滚烟雾。

“不好，着火了！”徐虎以
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徐加海家，只
见院内的一处平房里火光熊熊，
冒着黑烟，空气里还弥漫着一股
刺鼻的化学药品味道。更让他着
急的是，屋内还传来一位老太太
声嘶力竭的呼喊声。

凭着在部队的经验，徐虎立
即判断，这么刺鼻的药味，屋里
一定有什么化学物品烧着了，很
可能有中毒的危险。但是，救人
更重要，他捂住口鼻，寻着声音
一个箭步冲到烟雾弥漫的偏房

内，一把将火中的老太太背在肩
上冲了出来。被救出来的是徐加
海的母亲，老人患有白内障，当
时屋内失火了，她急着去抢救东
西，可是眼睛看不清，再被毒烟
一熏，被困在了屋内。

正在此时，退伍军人徐海涛
连同周围群众也赶来了，可是凶
猛的火势和越来越浓的有毒气体
让大家无法靠前、束手无策，平
时在部队训练有素的徐虎成了大
家的主心骨。经过简单了解，失
火的屋内还有账本等重要财物及
价值七万元的农药……这浓浓的
刺激气味就是农药被烧后发出来
的，极有可能让周围的人中毒。
判明情况后，徐虎让其他人员先
撤离，由他和徐海涛去抢救屋内
重要的物品。

正当他们准备再次冲进屋内
时，徐老太太一把拉住了他：
“孩子呀，你不能进去，屋里还
有一个煤气罐啊！”

不行，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
先把煤气罐抢出来！徐虎靠近失
火屋门口，趴下身去，对屋内进
行仔细观查，发现煤气罐离火源
还有一定的距离，冲进去还有抢

出来的可能。徐虎和徐海涛简单
商量后决定：进去！他冲进屋内
拉起煤气罐，徐海涛帮他把煤气
罐一起搬了出来。

最大的危险解除了，徐虎又
领着几名群众第三次钻进火海，
将账本等其他一些重要东西抢救
了出来，然后组织大家进行扑
救。消防官兵此时也赶来，一起
将大火扑灭。

第二天一大早，北莫庄村党
支部书记徐志增立即召集党员开
展了向受灾家庭爱心捐款活动，

家庭也很困难的徐虎听说后又捐
出了身上仅有的 200 元钱。

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徐
虎是武警陕西总队汉中市略阳县
中队班长，在部队表现优秀，连
续三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
秀共产党员， 2008 年还参加过四
川汶川大地震参与抗震救灾，荣
立三等功一次。北莫庄村的党支
部书记徐志增动情地说：“危难
之际显身手，人民子弟兵让咱老
百姓打心眼里佩服！”
本报通讯员 宋国栋 傅家德

面对随时可能爆炸的煤气罐和有毒气体，他义无反顾冲进火海抢救群众生命财产———

武警战士徐虎三入火海彰显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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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水利设施安全 及时解除水库隐患

胶州 48 名农民水库管护员上岗

 6 月 10 日，沾化县泊头镇姜窑村孙文华
家的 1300 只肉兔出笼，这些兔子将通过庆云兔
业公司直接出口东南亚，每只净赚 20 多元。孙
文华利用自家庭院从事肉兔养殖，年收入 5 万
余元，在他的带领下，该村有 30 多家农户走上
了养兔致富路。 (陈方明 花培 摄)

本报沂南讯 (通讯员李顺利 杜广玉
陈延超)“不离乡，不离土，一天能赚三十
五。学种菜，免学费，到时家家能致富。”这
首歌谣反映的正是沂南农民“钟点工”大棚里
打工的情形。

沂南蔬菜大棚种植面积达 2 万余亩，赶上
蔬菜上市旺季，很多菜农都忙不过来，农村“钟
点工”便成了“及时雨”。“我们家一共种了 3 个
棚 3 亩多地的芸豆，两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
以就从附近村里雇了 2 个人，一小时 5 元钱，
很划算。忙不过来的时候就给她们打电话，也
很方便。”牧池乡东辛庄村蔬菜种植户于成勇高
兴地说。“我们也不是光为了挣钱来的，主要是
为了学技术，学会了技术回家自己种。”正在忙
着给黄瓜施肥的雇工于孝利则这样说。

据了解，有些“钟点工”本身是蔬菜种植
的老把式，实际生产经验丰富，能够指导菜农
种植，收入相对较高；有些是来学技术的，工
钱相对低点；有些“钟点工”在条件成熟的情
况下，还把雇主没精力顾及的蔬菜大棚给承包
下来，自己变身当起了“老板”。目前，该县
的大棚“钟点工”已有 2000 多人，平均月收
入都在 1000 元以上。

免费学技术 有偿搞服务

“钟点工”走俏沂南蔬菜大棚

本报高密讯 (通讯员李金科 吕尧财)6
月 9 日，家住高密市经济开发区许家庄居委会
的曾新在家中赶着制作自己最近研制的美国白
蛾诱杀灯。

在今年的美国白蛾防治工作中，高密市为
解决购买灭蛾机械费用太高的问题，号召群众
用简易的方法诱杀白蛾。今年 50 岁的老曾，
原来是该市内燃机配件厂的一名焊接工人，在
村里是出了名的爱琢磨、肯钻研。他自己研制
出的“美国白蛾诱杀灯”，制作简单，成本低
廉，由上下两个果盘用四根柱形螺丝固定，上
面的果盘安装一只高压水银荧光灯，下面的果
盘放置扑杀剂，利用美国白蛾的趋光性诱杀白
蛾，成效比较明显。

在老曾的启发和带动下，高密众多的农民
自发制作简易的白蛾诱杀灯。有些农民用塑料
薄膜围起水池，把一盏普通的家用节能灯甚至
一把手电垂于池子上方，制作出一个个简单实
用的诱杀灯。目前，全市已做好简易灭蛾灯
1000 多盏，为“灭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
好基础。

高密农民自制

美国白蛾诱杀灯

本报安丘讯 (通讯员陈
学辉)安丘市把农村党员作为
“创先争优、强堡垒做先锋”
活动的主体，深入开展“我是
党员我承诺”活动，引导广大
农村党员以实际行动起到模范
带头作用。

该市广大农村党员以支
部为单位，围绕三个方面向

群众作出公开承诺。共性承
诺，党组织按照党章规定的
党员义务和保持先进性的具
体要求，提出不同岗位党员
承诺的共性要求，由党员书
面作出承诺；岗位承诺，党
员根据各自的岗位职责和技
能、年龄等情况，从加强自
身建设、实现目标任务、提

供高效服务等方面作出承
诺；实事承诺，党员根据自
身能力和特长等情况，向群
众承诺打算办理的好事、实
事。党员作出承诺后，采取召
开村民代表大会、在公开栏公
示等方式进行公开，接受群众
监督。党组织每月召开一次评
议会，吸收不低于全村总户数
50% 的群众代表参加，对党
员履行承诺情况进行评议。
目前，全市已有 1 .2 万名农
村党员作出公开承诺。

安丘农村党员向群众承诺

本报临沭讯 (通讯员刘传迎 于清春)
“前几年收割完小麦后，俺就连麦茬带麦秸一
把火烧了。今年好了，收割机上安上切碎机，
麦秸被切成了二三指长，易耕易种，省工省力
又省钱……” 6 月 8 日，临沭县石门镇金岭村
62 岁的路景明老汉指着刚收割完的麦田赞不
绝口。

石门镇年种植小麦 7 万亩左右。往年，每
到麦收时节，农民群众顶着烈日收拾麦秸，地
头、村边、房前、屋后乱堆、乱放，还有的图
省事，连麦茬带麦秸一把火烧个精光，弄得狼
烟四起。针对这些现象，今年石门镇把小麦秸
秆切碎还田作为农机化新技术在全镇推广。除
做好宣传服务外，还指导符合条件的外来作业
机械安装小麦秸秆切碎还田机，并与机主签订
跨区作业协议，维护作业秩序。对未安装秸秆
切碎还田机的小麦联合收割机，一律不允许进
地作业，力争今年全镇小麦秸秆切碎还田率达
到 90% 以上。

不着一把火 不冒一处烟

石门镇 6 万亩小麦秸秆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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