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字当头，跑出新春“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郭伟 通讯员 梁本良 
李苏 报道）新年新气象，奋斗正当时。
对于在建中的滨州乐安黄河公路大
桥来说，2025年是项目施工全周期最
关键的一年，决定着大桥能否按期交
付使用、造福两岸人民。为实现全年
进度目标，大桥施工单位中铁大桥局
股份有限公司坚持干字当头，全力跑
出新春“加速度”。

复工实现三个“百分百”。大年初
七大桥正式复工，并实现项目部管理
人员百分百到岗、关键作业队伍人员
百分百到位、进场人员百分百培训，
全员完成复工复产安全第一课，全线
各工点完成现场安全条件验收。严
格把控关键性工程。20#水中墩作为
项目关键节点，确保今年黄河汛期来
临前下部结构出水面。为实现此目
标，项目部在春节前就做好“人、料、
机”部署，做足充分准备，节前最后一
个离场、节后最早一个进场，目前20#
墩钢围堰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中。周
密部署控制性工程。2025年项目将
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上部结构
点多、面广、形式多样，有移动模架、
支架现浇、悬浇挂篮、钢梁制安、
UHPC预制、预制箱梁等，项目部根
据多样的结构形式周密部署，制定严
密周全的施工计划，同时制定“大干
300天，奉献在乐安”的激励机制，以
提升全员战斗激情。

滨州一以贯之抓高质感民生，以
改革促“民生品质更实”，坚持群众有
所呼、改革有所应，聚焦“一业三保七
有”，扎实做好就业、社会保障、医药卫
生、城乡融合等领域改革，用心用情解
民忧、惠民生、促民富、暖民心，让老百
姓的生活品质、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扶弱助困解民忧，兜底保障惠民
生。沾化区下河乡流口村村民石鹏
因患有慢性病，需长期用药，花费较
大，生活困难。

石鹏的父亲石振国说：“申请这个
低保的时间很短，一下子办下来了，也
给我经济方面减轻一部分压力。”

当地探索实施社会救助一次申
请，救助政策主动认定，群众符合特
困、低保、低保边缘和因病致贫重病
患者等救助认定条件的，直接给予相
应救助。

沾化区下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徐林说：“我们聚焦‘一次申请’，实现

‘救助四联动’，让特困、低保、低保边
缘、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等群体少跑

腿，让服务多跑路。”
滨州完善政府救助和慈善帮扶

有效衔接机制，开展“一米阳光”民生
定向捐助，实施助残、助老、助学、助
困 4 大类 13 个民生项目，3 年捐款超
亿元，惠及困难群众30万人次。推动

“接力助学”“童心守护”“益童成长”
“筑梦添翼”等慈善护童项目落地落
实，实现全市万余名孤残儿童、留守
儿童、流动儿童的关爱保护全覆盖。

滨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
亨波说：“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市民政局秉承‘民政为民、民政爱民’
理念，锚定‘民生品质更实’目标，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强普惠
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全力以
赴织好网、兜好底、办好事，办成了 27
项民生实事，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就业是民生之本。在滨城区，全
职妈妈田双通过“社区微业”行动，在
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的帮扶下，顺利在
附近的社区微工厂找到了一份稳定

工作。当地创新实施“公益性零工市
场+社区微工厂”的灵活就业服务模
式，用社区“小循环”促进群众在“家
门口”就业增收。

滨城区灵活就业人员田双告诉
记者，来到社区微工厂工作以后，在
家门口就能挣到钱补贴家用，而且还
不耽误自己接送孩子，让生活有了一
份保障，很感谢社区提供的就业机会。

2024 年，全市建成社区微业服务
站 131 家，社区微工厂 328 处，解决大
龄妇女、残疾人等群体 2 万余人灵活
就业。

滨州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
心副主任孙善君说：“我市持续擦亮

‘就在滨州’服务品牌，线上线下开展
257 场招聘活动，发放就业补助资金
5.6 亿元，减收失业保险费 1.57 亿元，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稳岗扩岗专项贷
款 14.8 亿元，为 6700 余家企业发放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8400余万元，
稳定就业岗位 28.5 万个，集聚青年人
才 3 万人，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乐业增收保
驾护航。”

完善医疗体系，增进民生福祉。
在无棣县人民医院，老年患者路某由
于患有严重的电解质紊乱住院治疗，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新推出的免押
金住院制度，不仅让他省去了复杂的
住院手续办理流程和缴费环节，也减
轻了资金压力。

滨州深入实施医疗服务提质增
效专项行动，拓展优化住院免押金、
床旁出入院、潮汐门诊等“一揽子”便
民举措，全方位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滨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
任董希国说：“目前，我市 104 家公立
医院全部实现了‘住院免押金’。在
县域，依托 14 家紧密型医共体，大力
推进中心药房建设，药品管理打造成
为全国示范标杆，探索出了药政管理
的滨州模式。在乡村，高效实施了服
务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相关工作
走在全省前列，实现医疗兜底有保
障、群众看病有‘医’靠。”

聚力“高质感”民生 群众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我市扎实做好就业、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等领域改革，用心用情解民忧、惠民

生、促民富、暖民心
本报记者 吕翠萍 通讯员 王杰 李宁 刘凡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报道）近
日，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
中心组织开展“文明实践我行动，
电影文化进万家”新春公益展映活
动，其中滨州首部渔鼓戏电影《枣
乡喜事》名列其中。可以说，《枣乡
喜事》进入推荐名单充分体现了滨
州文化影响力，将渔鼓戏推向全国，
让全国人民增进对滨州的了解。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发布
的推荐文章表示，多彩影片迎新春，
文明新风润心田。《村里那些事》《枣
乡喜事》《这不是买卖》《水乡春晓》

《今年过年就结婚》《同合村的“孝”
声》6 部电影从不同方面展现了倡
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有效遏制农

村陈规陋习的丰硕成果，不仅丰富
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有效推
动了移风易俗工作的深入开展。

据悉，《枣乡喜事》立足让农民
当主人，影片通过“喜事”这一小切
口，戏剧性地铺开一幅改革开放以
来乡村巨变的画卷，在充满张力的
戏剧冲突、极具烟火谐趣的人物关
系、细密精巧的剧情设计和对戏曲
文化特质内蕴的观照中，倡树健
康、文明、理性的新农村婚恋观，展
现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凝聚
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影片由滨州
人写、滨州人演，讲滨州故事、树滨
州形象，擦亮了滨州文化品牌，展示
了滨州文化自信争先向前的风貌。

滨州渔鼓戏电影《枣乡喜事》
被中宣部推荐公益展映

本报讯（记者 吕翠萍 通讯员 
王杰 冯清 报道）2024年以来，滨州
市场监管部门牢固树立“让企业和
企业家舒服”理念，充分发挥市场
监管职能，抓质量强动能、优环境
促发展，加大为企服务力度，为滨
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和活力。

在沾化区冯家镇老宋家海产品
有限责任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加工
一批发往烟台的即食虾酱，通过物流
只需4个小时就可以送到客户手中。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这些虾酱需要
拿到“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才能
出厂，存在“货等证”的问题。

为有效解决企业出厂检验难
题 ，打 通 行 业 堵 点 ，当 地 市 场 监
管部门成立滨智享海洋生物产业
服务工作站，配备食品安全快速
检 测 分 析 仪 等 设 备 ，菌 落 总 数、
过氧化值等项目的检测可以一站
完成。

老宋家海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宋学章说：“现在我们在家门口
的滨智享工作站就能检测了，省时省
力，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同时，工作
站还为我们的工艺改进、产品研发提
供技术支持，对我们帮助很大。”

海洋生物产业服务工作站建
立以来，已经为 500 多家水产加工
小微企业提供实验检测、出厂检验

等服务，大幅提升水产品质量的同
时，每年可为企业减少检测成本
300多万元。

沾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冯家
所所长平子岩说：“我们将持续发
挥市场监管职能作用，定期开展水
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和专项检查行
动，建立健全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长效机制，切实维护水产品市场的
良好秩序。”

在阳信，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主
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积极上门指
导企业，有效盘活企业知识产权无
形资产，实现无形资产增值，助力
企业爬坡过坎，缓解融资压力。

阳信利鑫清真肉类有限公司
总经理马帅介绍：“随着我们的客
户不断增加，我们急需增加两条生
产线，可是我们的流动资金不够，
所以我们就想贷笔款。”

了解这一情况后，阳信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主动靠前服务，迅速对
接银行，用企业的两项高价值发明
专利作为抵押物，获得 2500 万元
的贴息贷款。

阳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赵美珍说：“通过全流
程服务，确保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
精准入户，帮助企业理顺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业务办理流程，让‘知产’变

‘资产’，为企业发展加油续航。”

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强化服务
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李文娟 
尚帅 报道）2 月 17 日，滨州市野生
动物监测团队在沾化区思源湖开
展冬季候鸟迁徙监测时，记录到壮
观的生态图景：冰与水交融于思源
湖湿地，水域化身为水鸟的宁静避
风 港 ，上 空 接 连 涌 现 大 规 模“ 鸟
浪”，数千只雁鸭类候鸟集群翱翔。

据监测团队负责人介绍，本次
调查共记录到 7 目 10 科 26 种鸟
类，种群数量逾 6000 只。除成群
的豆雁、绿头鸭、斑嘴鸭、小鸊鷉、
白骨顶等常见冬候鸟外，还监测到
花脸鸭、红头潜鸭、斑头秋沙鸭、普
通秋沙鸭等对水质要求较高的物
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湖心区观测
到数千只花脸鸭雄鸟组成的集群，其
靛蓝色面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更令人振奋的是，本月初曾在
此区域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白尾海雕，这种翼展可达 2.3 米的
顶级掠食者，通常只在食物链完
整、生境多样的大型湿地出现。白
尾海雕的到访，表明思源湖不仅具
备充足的食物资源，更形成了完整
的湿地生态金字塔。

湿地是鸟类的天堂。近年来，
滨州市对湿地等鸟类栖息地展开
了全方位保护。划定并严守湿地
保护红线，严禁非法围垦、占用湿
地的行为，对破坏鸟类栖息地、干
扰鸟类正常生活的行为零容忍，为
鸟类保留了充足的觅食、栖息和繁
殖空间，吸引了大批候鸟前来停
歇、觅食，成为鸟浪形成的重要物
质基础。

数千只雁鸭类候鸟集群翱翔
“鸟浪”飞舞绘就滨州生态画卷

（（李福友李福友  摄影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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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讯（记者 杨朋朋 通
讯员 王蒙莉 报道）近日，济南方大
重弹组织开展“开工第一课”活动，为
全年安全生产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活动中，针对返岗员工假期后
容易出现的身心疲惫、精力不集
中、情绪不稳定等问题，该公司相
关负责人对员工进行了安全再教
育、再培训。并通过剖析真实的安
全事故案例，再次敲响安全警钟，

敦促员工迅速调整状态，激发员工
的安全意识，确保切实执行各项安
全防范措施。同时要求各岗位员
工在开工前，彻底排查工作现场，
预防各类事故发生。

通过此次“开工第一课”活动，
全体员工深刻认识到了安全生产
的重要性，纷纷表示将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更加坚定的信心，共同书
写济南方大重弹辉煌的新篇章。

济南重弹上好“开工第一课”

赵洪芳，女，1969 年 8 月出生，滨
州 市 惠 民 县 清 河 镇 林 家 村 村 民 。
2006年，赵洪芳的继女林娟遭遇车祸
全身瘫痪，赵洪芳悉心照顾继女19年
如一日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赵
洪芳获得“第八届滨州市道德模范”

“山东好人”等荣誉称号。

无私的接纳
抚育子女健康成长

在林家村，提起赵洪芳，村民人
人都竖起大拇指，纷纷夸赞。赵洪芳
年轻时因身体状况不能生育，与前夫
协议离婚，后经人介绍，结识了现在
的丈夫林在江，改嫁到林家村。丈夫
林在江前妻因故去世，留下3 个孩子。
来到新的家庭，赵洪芳深知作为 3 个
孩子的继母，让这个家庭接纳自己是
不容易的。但赵洪芳任劳任怨，对 3
个孩子视如己出，细心照料一家人的
生活起居，给丈夫以支持，给3 个孩子
以教育和陪伴。

据赵洪芳介绍，在刚来到家里
时，3 个孩子把她当作“外来客”和“敌
人”，受到亲生母亲去世的冲击，3 个
孩子完全无法接受她的到来，对她的
用心照顾和付出视若无睹。在看到
她日夜付出一年多后，3 个孩子中排
行老二的林娟率先做出了改变。赵
洪芳说，给她印象最深的是2004年的
除夕夜，孩子们聚在一起看春晚节
目，丈夫林在江忙着准备大年初一所

需的物品，赵洪芳在厨房准备年夜
饭，二女儿林娟进到了厨房对她说

“妈我来帮忙”，一声“妈”让赵洪芳愣
在原地，她的内心感动万分，自己终
于被家里的孩子接纳，他们成为了真
正的一家人！在二女儿林娟的带头
下，大女儿和小儿子逐渐主动与赵洪
芳破冰，一家人真正其乐融融生活在
一起。

无怨的付出
照顾病女始终如一

但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
的变故，让这个重组家庭平淡的生活
发生了改变。2006 年冬天，年满 20
周岁的二女儿林娟选择离开家乡外
出闯荡。有一天，林娟在下晚班回宿
舍的路上突遭车祸，情况相当危急。

接到消息后，赵洪芳夫妻二人连夜赶
往青岛，赶 到 医 院 危 重 病 房 ，病 房
外，赵洪芳夫妻二人不断祈祷，遗憾
的是林娟虽然挽回了生命，却因大
脑受伤严重，成为“植物人”，后半生
要终身瘫痪在床。看着愁眉不展的
丈夫，赵洪芳安慰说：“有事我们一
起扛，你放心吧，带孩子回家，以后
我来照顾。”一句承诺，十九年来，赵
洪芳默默坚守。

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林娟达到
出院指标，随后，赵洪芳夫妻二人带
林娟回到了林家村。为能够给林娟
妥帖的照顾，赵洪芳不再去工厂打
工，主动承担了照顾林娟的重任。为
了做好“植物人”女儿的护理工作，赵
洪芳专门向医生护士系统学习“植物
人”护理常识和护理技能。为保住林

娟的性命，赵洪芳一家已倾其所有，
并背负了高额债务。为此，林在江在
外做小生意挣钱补贴家用，赵洪芳在
家省吃俭用。十九年日复一日，赵洪
芳每天将3 个鸡蛋、各类肉制品、豆制
品、青菜、水果等用破壁机分解为流
食喂给林娟，保证营养。每日定时为
林娟更换尿袋，亲手辅助林娟进行排
便，一天帮助林娟翻身十余次，早晚
为林娟清洁身体，还自学按摩手法为
林娟进行按摩。卧床 19 年的林娟在
赵洪芳的精心照料下，从没有一丝一
毫的异味，更没有长过一次褥疮。为
担心林娟感到“无聊”，赵洪芳还会定
时打开电视机外放新闻联播、电视剧
等，将一位母亲为孩子所能做到的极
致倾情奉献、无怨无悔。

无悔的选择
勤俭持家奔向幸福

照顾林娟之余，赵洪芳和丈夫林
在江还种有8 亩耕地。但就连忙农活
时，赵洪芳也是时刻挂念着林娟，每
隔一两个小时就要回家看看她，给她
翻身、喂水。如此精心的照料，丈夫
林在江对妻子更是心存感激，做小生
意之余也尽所能照顾女儿，帮妻子减
轻负担。赵洪芳的感人事迹，更让身
边的人连声称赞，街坊邻居十分认可
她的高尚品德，十里八村的都夸赵洪
芳是个好母亲！

当地政府也始终关注着赵洪芳
的生活状况，组织工作人员前往她家
中慰问，竭尽全力提供帮助。每次慰
问时，她都说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事情。赵洪芳身上闪烁着质朴、勤
劳、爱亲的人格魅力，并用 19 年的坚
守和无私奉献，诠释着人间真情。

人间大爱 好母亲19年如一日照顾“植物人”继女
本报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