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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湛河区曹镇乡焦庄
村南地的春松桃业合作社里游人如
织。沿园内小径漫步，枝茂叶翠的桃
树挂满了桃子，但极具层次感：先是
10 余行桃树果实鲜红、色香诱人，接
着依次是粉白色、翠黄色、紫灰色等品
种各异、大小不一的桃子。

该合作社负责人、现年44岁的杨
春松介绍，由于该桃园有十余种成熟
时节依次错开的品种，桃子的产果期
从5月底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比其他
桃园延长将近3个月。前来采摘桃子
的小学生张静雯听到这话，高兴地跳
了起来：“真是太好啦，我整个暑假都
能来这儿吃鲜桃子啦！”

2009 年，杨春松通过流转土地，
种植了 70 余亩桃树。由于肯下功
夫，杨春松的桃园 2011 年就获得了
大丰收。经过连续几年的种植，杨春
松发现，每年桃子到了成熟旺季，由

于大面积成熟，大量桃子同时进入市
场，价格明显降低，并且由于园区人
手少，一部分桃子甚至还没来得及装
车外运，就烂掉了。而每到桃子罢园
时，由于产量骤减，价格会突然回
升。杨春松想，如果能把桃子的产果
期错开，这样既延长了采摘时间，又
避免了果实成熟时间过于集中而造
成的损失。

有了这样的想法，2014年5月，杨
春松带着土壤样本，到河南农业大学
找果林系专家，请他们想办法解决难
题。该校林业专家随杨春松来到焦庄
村，对当地的气候特点和土质特性进
行了全面分析，为杨春松推荐了十余
种新培育出的适合密植、成熟期依次
后错半个月左右的桃树苗。

在专家的建议和支持下，杨春松
当年又流转了 300 亩土地，注册成立
了春松桃业合作社，采取“生态种植+

观光旅游”的经营模式，按照行距 2
米、株距1米的格局，以桃子成熟的先
后渐次排列，种植了10余种桃树。

为了种好桃子，他严格按照专家
要求，只为桃树施农家肥，甚至从桃
树开花起，直到桃子罢园，不为桃树
喷洒任何农药。发现桃树生虫，杨春
松会和当地群众一块儿下田手逮。

由于桃园成了规模，桃子口感好，
合作社每天总能吸引不少人前来游玩
采摘。甚至有顾客为了吃上放心桃，
提前预订了9月份才成熟的桃子。

“保护好产品质量，满足了客户
需求，市场效益自然就有了，这就是
我种桃的收获！”杨春松说，原计划要
将桃子批发到外省市，但现在每天下
午，桃子不论收获多少，都被本地商
家直接拉走了，他还准备把合作社的
规模扩大。

（张旭长 徐光亚 刘艳雪）

错时观光采摘巧致富

湛河区春松桃业合作社：

本报讯 湛河区根据党内经常性教育的
特点和全区党员队伍实际，积极创新方式方
法，精心制定实施方案，用“四个创新”推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增强了学习
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推进措施上创新。对市委明确的
推进措施进行丰富，按照“认真筹划，精
细准备”“突出重点，扎实推进”“严格考
评，检验成效”三个层次进行明确归类，增
加了“三转三保四提升”创优标准，“学先
进、展风采”演讲比赛，理论测试、手抄党章
书法展、纪录片欣赏和慰问老党员等推进
措施，让“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仅仅停留
在形式上。

在细化规定动作上创新。突出可操作
性，对规定动作提出具体要求。针对学习

研讨，设计了“学习党章，做讲政治、有信念
合格党员”“学习党规，做讲规矩、有纪律合
格党员”“强化修养，做讲道德、有品行合格
党员”“创先争优，做讲奉献、有作为合格党
员”四个专题，明确每两个月研讨一个专
题。针对如何讲好党课，提出“党员领导干部
讲形势”“专家讲理论”“先进模范讲事迹”、

“老党员讲传统”“普通党员讲体会”五项具
体措施。

在工作载体上创新。深入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采取“规定主题+自选主题”的形
式，以基层党委为单位，确定每月第一个周五
为“主题党日”，一月一集中、一月一主题，真
正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到每个党支部、严
到每名党员，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以“创先争优”为主题，提出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的具体标准，大力开展“五强五争当”活
动，即在农村、社区党员中开展“强党性、亮
职责、当先锋”活动；在机关、事业单位党员
中开展“强责任、正作风、当表率”活动；在窗
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党员中开展“强纪律、优
服务、当标兵”活动；在非公经济党员中开展

“强素质、提效能、当骨干”活动；在学校党员
中开展“强师能、砺师德、当楷模”活动。为
全区党员统一定制 10500 枚党徽，要求每名
党员把党徽戴起来，把身份亮出来,把形象
树起来。

在为民服务措施上创新。以提高党员
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牢记党章、遵规守纪、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
为目的。湛河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开展各项“接地气”活动。曹镇乡班子

成员均以普通党员身份在田间地头开展“我
为禁烧做贡献”活动，广泛宣传保护大气环
境、禁烧秸秆、综合利用秸秆和秸秆还田
的重要性，争当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合格
党员。北渡街道油坊头村 12 名党员自发
组成“三夏麦收帮扶队”，义务帮助 23 户困
难家庭和外出打工人员家庭抢收小麦 65
亩，受到群众一致好评。高阳路街道以宣
传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法律法规及“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的基本要求和任务为目的，举
行“回汉一家亲”运动会，让参加活动的党
员群众在相互切磋中，更好地理解纪律、规
矩、团结协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进回汉党
员群众之间的友谊，促进辖区和谐共进、团
结发展。

(徐光亚 谢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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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河区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松涛回来啦，快让路，快让路……”6月
15日上午，在湛河区马庄街道华西社区天苑
小区门口，保安刚将几个玩耍的小朋友拉到
路旁，赶完早市的王松涛骑着电动三轮车，拉
着母亲宋云霞到了门口，王松涛还特意朝保
安挤了挤眼睛。

“云霞可真不简单……”“松涛能遇上这样
的母亲真是不幸中的大幸……”王松涛母子还
未走远，门口纳凉的人已经议论纷纷。自王松
涛19年前出生以来，母亲宋云霞付出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努力。

宋云霞今年 47 岁，是原市皮革厂职工。
1996 年 6 月，她与本厂职工王铁头喜结连
理。1997年8月，她在家待产，一家人都沉浸
在幸福的喜悦中，然而一切的憧憬都随着孩
子王松涛的出生而破灭了。

由于难产，胎儿长时间缺氧，小松涛刚一
出生就全身青紫，直到半岁，仍然瘫软在床，
不能坐起。医生告知宋云霞，小松涛属于重
度脑瘫，并伴随有癫痫、语言功能丧失、终身

瘫痪等症状，且活不过十岁。宋云霞当时就
昏厥了过去。家人和亲戚都劝她趁早遗弃掉
这个孩子，再生一个。

宋云霞抱着嗷嗷待哺的小松涛，忍不
住泪如雨下：“他可是个孩子呀，我说啥也
要把他照顾好！”众人不再相劝，宋云霞自
此和丈夫王铁头开始了对儿子漫漫的艰辛
抚养路。

不到一年时间，宋云霞夫妇为给小松涛
看病花光了积蓄。当时皮革厂面临倒闭，王
铁头下岗了。为了给小松涛看病，王铁头只
身去外地打工，宋云霞一个人在家，既照看孩
子，又去厂里上班，不到半年时间，累出了冠
心病等多种疾病，工厂为她办理了病退。宋
云霞开始拖着生病的身体，一边料理自己，一
边照顾小松涛。

小松涛转眼间 3 岁了，但只能被扶着坐
起来。孩子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宋云霞决
定不论花多少工夫，也要培养小松涛的自理
能力。宋云霞开始每天用围巾兜着孩子的

两臂，让小松涛练习走路。再后来，宋云霞
用双臂把小松涛夹起来，让他练习扶墙
走。有很多次，她由于过度劳累，扶小松涛
上楼梯时摔倒。一直到 11 岁，小松涛才能
扶着墙壁，颤巍巍地行走。小松涛15岁时，
宋云霞用低保金到二手市场为他买了一辆
电动三轮车，并找来维修师傅，把车速调到
比走路稍快一些的速度，让小松涛在家属院
内练习。

直到4岁，小松涛除了啼哭之外，从没发
出过其他任何一点声音。宋云霞一直坚持逗
他微笑，每天不停地指着实物教他识别和说
话。6岁时，小松涛突然会叫妈妈了，虽然语
音不是太清晰，但已经让宋云霞激动得泪流
满面。孩子能说话了，宋云霞来不及喜悦，
就开始着手教小松涛读书、识字。没有多余
的钱去购买书本，宋云霞专程到市图书馆办
理了借阅证，每隔一段时间，就借回几本童话
读物，每天坚持早晚各一个小时，为小松涛读
书，教他认字。

2009年7月，社区一户居民家装修，打算
将一架旧钢琴处理掉，宋云霞知道后，廉价将
它买下，开始试着教小松涛学习钢琴。一开
始小松涛坐不稳，手总是不停地抖。宋云霞
就抓着他的手，一点一点地找音感。

宋云霞自病退以来，一直离不开药物。
王铁头由于身体过度透支，腰肌劳损严重，已
无法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只能在市区找了
一个看车子棚的工作。但小松涛已能够独自
上下楼梯，骑电动三轮车带妈妈外出，进行简
单的语言交流，认识了 3000 多个汉字，能够
读书看报，弹奏《世上只有妈妈好》等7首曲
谱，并且能帮妈妈做简单的家务，为妈妈做按
摩，让宋云霞夫妇非常欣慰。

尽管小松涛至今仍需要每周不间断地
到郑州等地的大医院治疗检查，但早已打破
当初医生的预言，给小松涛看过病的医生
说，小松涛能达到目前的状况，真是医学上
的奇迹。

（孙素丽 张旭长）

母爱造就的医学奇迹

本报讯 “我铁面赤心把
国保，就是那王子犯法也不
饶……”6月26日晚上8点多，
湛河区轻工路街道锦绣社区文
化广场上，一场由居民自编自演
的廉政文化戏曲专场晚会在欢
声笑语中拉开了帷幕。

“在我们湛河区，像这样
由居民自编自演的廉政文化
节目，经常在社区、广场、乡村
大舞台等文化场地上演。通
俗的语言，接地气的表演很受
欢迎。”该区纪委副书记、监察
局局长马喜彬说。

近年来，该区积极探索提
高廉政文化教育针对性和有
效性的新途径，精心烹制廉
政文化“自助大餐”，让党员
干部“干好吃饱”，深入推动廉
政文化建设，使得日日有勤廉
之声、周周有警示教育、月月
有廉政文化活动、年年有廉政
文化创新，营造出了人人思
廉、崇廉、倡廉、促廉的良好社
会氛围。

在推进廉政文化进社区
的工作中，该区积极搭建景观
示廉、以文说廉、以歌唱廉、
以书读廉、以戏演廉等多种
灵活有效的活动载体，充分演
绎无形廉政文化，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一句句廉政警示格
言，一幅幅廉政漫画，一条条
廉政条幅，使社区群众处处感
受到廉政文化的熏陶；一首首

震撼人心的歌曲、一个个耐人
寻味的小品、一支支欢快愉悦
的舞蹈……让社区廉政文化
教育活动丰富多彩、遍地开
花。”一位前来该区学习调研
的同志在座谈交流时这样说
道。

同时，该区巧妙利用办公
场所和公共场所，将廉政文化
渗透到工作、生活中。在办事
场所张贴廉洁公益广告、廉洁
漫画；在办公桌上放置廉政台
历、廉洁自律座右铭；在电脑
桌面安装滚动廉洁标语屏保；
向机关干部职工赠送廉政书
籍、廉政笔筒、廉情日记本；开
展《廉政准则》有奖竞答活动、
演讲比赛等等。

此外，该区还建设了“五个
篇章”宣教载体：“学苑篇”即通
过开设廉政课堂、开展党员远
程教育，让廉政文化从“娃娃做
起”；“邻里篇”从社区邻里关系
出发，使更多的党员干部加入
到志愿者队伍中，义务服务居
民；“人文篇”则充分发挥辖区
历史人文景观的阵地教育作
用，以名人廉洁事迹感染党员
干部，渗透到每个家庭；“警钟
篇”通过发送廉政短信，加强
对全区党员干部的即时教育；

“韵律篇”通过开展“莲之颂”系
列文艺活动，丰富社区的廉政
文化内涵。

（李向平 李瑞武）

湛河区精心烹制
廉政文化“自助大餐”

本报讯“老韩，孙子的
户口报上了，把户口簿捎回
家。”6月7日上午，湛河区曹
镇乡彭庄村党支部书记彭
红杰骑着电车刚到村口，看
到了正往地里拉农家肥的
韩永军，急忙大声喊了起
来。

现年 48 岁的韩永军是
彭庄村村民，他的儿子韩川
两口儿常年在广州打工。
今年 4 月份，韩川的儿子出
生了。由于孩子不宜乘车
长途奔波，回老家给儿子上
户口成了难题。韩永军妻
子在广州照顾孙子，韩永军
一个人在家正忙着夏收夏
种，无暇给孙子上户口，就
到村党群服务站找到彭红
杰。

彭红杰指着办事窗口
摆放的“终端办结”便民服
务章程告诉韩永军，只要
把孙子的出生医学证明，
儿子媳妇的身份证、户口
簿、结婚证等证件邮寄回
来，就可以由村干部代理
申报户口了。

今年 4 月初，湛河区要

求基层各单位认真开展落
实中央“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活动，紧密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以学促干，以干促进，
改进便民服务模式，提升惠
民工作群众满意度。彭庄
村作为该区最为偏远的村
庄，提出并制定了便民服务

“终端办结”制度，即群众不
论有什么办理事项，只要属
于合情合理合法的正当诉
求，反映到党群服务站后，
村两委会必须为群众确定
办理时间，全程为群众办
理，群众只用在家等待办理
结果。

彭红杰说：“自从实行
便民服务‘终端办结’制度
以来，村干部 的 工 作 量 确
实增加了不少，但村里开
展起秸秆禁烧、空心村治
理 、美 丽乡村建设等工作
时，明显感觉轻松多了，因
为群众感觉村两委会和他
们 是 一 条 心 ，是真心实意
在为他们服务，对村两委会
的各项工作都格外地支持
和配合。”

（孙素丽 刘艳雪）

群众有诉求 干部来落实

彭庄村便民服务“终端办结”暖民心

本报讯 6月21日中午，骄阳
似火，湛河区北渡街道油坊头村
田间地头，一拨戴有红袖标的禁
烧队员在坚持巡逻。

夏 收 以 来 ，该 区 高 度 重
视，周密部署，全面加强秸秆
禁烧工作。据统计，该区共出
动检查、宣传车辆 500 多台次，
悬挂禁烧横幅 1500 余条，张贴
禁烧标语 3500 余条，发放禁烧
倡议书 2 万余份，组织机械实施
秸秆直接还田 64248 亩，占麦播
面积的99%以上。

为确保秸秆禁烧工作顺利
实施，该区成立了秸秆禁烧及
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层层
召开禁烧工作动员会，广泛宣
传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知识和
相关法律法规，把禁烧的要求
和措施传遍千家万户。该区建
立健全了乡（街道）为主、村落
实、组管片、户联防的禁烧机
制，强化乡（街道）、村、组三级
管理网格主体责任。区直局委
分包督查乡（街道），乡（街道）
干部分包各行政村，村干部分
包村民组，村组干部分包地块，
确保秸秆禁烧“空间覆盖无空
白，责任落实无盲点，监督管理
无缝隙”。

从夏收开始，该区各乡（街
道）组织 3-4 个巡查组，每个村
组成立了10-20人的巡查队，实
行每日实名签到制，24 小时加
强巡逻，不间断检查田间、沟
渠、树下、地头、路边秸秆的清
理情况，消除焚烧隐患。

为真正实现“零焚烧”，该
区加大了责任追究力度。在市
政府规定的秸秆禁烧期内，对
发生焚烧现象的乡（街道），处
罚 0.5 万元-50 万元，并取消奖
励资格。罚款直接从区政府给予所在乡（街道）秸秆还田
及综合利用奖补资金中扣除。同时视情节轻重，给予涉及
的乡（街道）通报批评、分管副职免职、正职诫勉谈话、正
职免职处理、分管副职和正职一律免职等处分。

该区不但全力抓好“堵”，而且在“疏”上做文章，多措
并举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他们把秸秆还田作为综合利用
的主攻方向，扎实推进机械还田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了

“村＋农机合作社（机手）＋农户”的还田机制，加强农机作
业管理，严把留茬高度，粉碎还田时及时深耕，确保秸秆全
还田。大力推广秸秆快速腐熟还田技术，引导农民就地堆
腐还田、免耕还田。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筹措资金
300 万元，对领导重视、措施有力，在市政府规定的秸秆禁
烧期内没有发生秸秆焚烧现象的乡（街道），每亩每季给予
秸秆还田及综合利用奖补资金 30 元，对在市政府规定的秸
秆禁烧期内实现“零焚烧”的乡（街道），再予以 2-20 万元
的奖励。

（徐光亚 彭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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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湛河区卫计委会议
室，一工作人员在现场书写党章。

为进一步提升“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实效，湛河区卫计委组

织全体员工开展“手抄党章书法
赛”，由评审组统一评分，并对优
秀作品进行集中展出。

姚利付 摄

抄党章 比书法 强党性

近日，湛河区高阳路街
道组织杨西、召村、后城3个
村的180名党员和入党积极
分子举行了“回汉一家亲”
运动会，来自该街道各村的

运动员依次参加了拔河、红
色战车、跳绳等6个项目的
比赛。

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举行“回汉一家亲”运动会

6 月 28 日晚，湛河区心声舞蹈队队员在表演舞蹈《沂蒙情》。
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湛河区于当日组织文艺爱好者和演出团体来到九里山街

道飞翔社区，为社区居民奉上了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文化演出下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