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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6月13日讯 麦穗又飘
香，农民收麦忙。麦收期间气候
高温干燥，为切实提高农民朋友
的防火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麦
收火灾，近日，沾化区消防救援大
队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朋友宣
传消防知识，全力保障麦收消防
安全。

其间，大队宣传人员走进麦
田、小麦晾晒点及收售点，向正在
劳作的农民发放防火宣传资料，
讲解麦收期间诱发火灾的原因、
麦收防火注意事项和发生麦田火
灾时的应对措施，同时列举了往
年麦收期间因在麦地吸烟、焚烧
麦茬等引发的火灾案例，提醒广

大农民朋友严格遵守麦收防火规
定，杜绝在田间、麦场吸烟、燃烧
秸秆和使用明火现象，晾晒小麦
时不要占用车道，同时加强麦田
收割机的维护保养和日常检查，
引导农民群众主动清除身边的火
灾隐患，学习扑救初起火灾，自觉
落实火灾防范措施，改变不安全

的生活方式和用火习惯，真正将
消防知识转化为行动能力。

此次麦收宣传活动，有效提
升了辖区内广大农民群众的消防
安全意识，为麦收工作筑起了一
道“防火墙”。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刘萍 通讯员 刘滨 张壮

滨州6月13日讯 为切实加
强影剧院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严
防火灾事故发生，确保全区火灾
形势持续稳定，近日，滨城区消防
救援大队联合文旅部门走进滨州

市影剧院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指导。

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重
点围绕影剧院场所消防安全制度
是否健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
否通畅，消防设施是否保持完好
有效，自动消防设施是否正常运
行，值班人员是否在岗在位、持证
上岗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检
查，并随机提问了单位员工灭火

器使用以及“四个能力”等消防安
全基础知识。针对发现的隐患问
题，联合检查组要求能够立即整
改的现场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
要求其限期整改完毕，并叮嘱影
剧院管理人员要高度重视消防安
全工作，全面强化消防安全管理
措施，加强员工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同时在醒目位置悬挂、张贴消
防安全常识挂图，使群众在潜移

默化中学到消防安全知识。
此次联合检查，进一步提高

了影剧院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的
消防安全意识，增强了单位防范
化解火灾隐患的能力，为创造良
好的消防安全环境提供了坚实有
力的保障。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刘萍 通讯员 蒋旭 张
忠玺

两部门联合检查影剧院消防安全

沾化消防“入村进田”宣传麦收防火

沾化区泊头镇第一小学
评选月度“星级少年”

实施积分管理
引领学生成长

滨州6月13日讯 近
日，滨州市沾化区泊头镇第
一小学开展积分管理暨月
度“星级少年”评选活动，为
在积分管理中获得高分的
佼佼者颁发奖状和奖品。

自本学期积分管理进
入班级后，学生从德、智、
体、美、劳五方面进行评比，
纪律问题穿插各个方面。
良好的班级积分管理氛围
已然形成。教室墙上整整
齐齐张贴着从开学第1周至
今的积分排名榜，大家不仅
关心全班积分排名，而且学
会了给自己制定清晰可见
的积分成长目标。积分在
引领孩子们健康成长的路
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班内正能量满满。室内学
习氛围浓郁，回答问题更积
极，作业更工整，你追我赶，
毫不放松；室外轻声慢步一
条线，遵纪懂礼做好事的学
生多了，违纪的现象越来
越少。

在老师们积极引导和
多角度鼓励下，在孩子们的
努力下，良好的品格及行为
习惯正逐步养成，积分管理
的有效性得到充分体现。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泊头
镇第一小学的老师将会齐
心协力，把积分管理的魅力
发挥到极致，让每个孩子都
成为“星级少年”。

通讯员 刘霞 房伟伟

沾化区泊头镇第五小学

跑操比赛
增强学生体质

滨州6月13日讯 为增
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体育
锻炼意识，充分体现以学生
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近
期沾化区泊头镇第五小学
全体师生利用大课间开展
了“阳光跑操 超越自我”强
身健体快乐跑操比赛活动。

随着跑操音乐的响起，
一到五年级的学生们喊着
各自班级的口号，在班主任
的带领下向前跑。经过激
烈的角逐，最终中高年级和
低年级各评出一等奖1名，
二等奖4名。

这次跑操活动，为师生
提供了参加体育锻炼的机
会，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师生
的拼搏精神和团结意识。
广大师生发扬更快更高的
体育精神，团结互助、鼓劲
打气，充分展现了泊头镇第
五小学热爱体育、热爱运动
的当代师生风采。

通讯员 邵云芳

一个榜样，一面旗帜；一群好
人，满城新风。近年来，滨城区北
镇街道厚植凡人善举的道德土
壤，深入挖掘好人好事，积极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北镇榜样”“滨
州劳模”“山东好人”“中国好人”
已成为街道最闪亮、最暖心的人
文名片，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好
人，犹如一盏盏明灯，温暖着人们
的心灵，带动形成了崇德向善、见
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长情陪伴“长”成丈夫手和脚

36载不离不弃，柔弱肩膀撑
起一个家。1987年，姜华文的丈
夫在工作时不慎触电导致瘫痪，
这对于娇小的她来说，犹如晴天
霹雳。但对家庭和丈夫无私的
爱，支撑着她选择了用微笑来战
胜生活的苦楚。

为了能让瘫痪在床的丈夫舒
服一些，姜华文每天都给丈夫洗
脸、擦身体，给丈夫准备饭菜，再
一口一口地喂。由于大小便失
禁，姜华文还需要随时为丈夫换
洗衣服和床单被褥，长时间的沾
水，她双手的皮肤已经开裂，天冷

就会冻伤。躺久的人，如果照顾
不及时，身体容易长褥疮。姜华
文每天忙完丈夫的衣食后，还会
为他按摩身体、放松肌肉，并背着
他走动走动。在姜华文的细心照
顾下，虽然瘫痪了36年，可她的
丈夫却“一直活得很有尊严”。
2023年，69岁的姜华文被评为

“山东好人”，成为滨州人孝老爱
亲的典范。

见义勇为 平凡岗位闪光辉

凡人善举彰显的是身边好人
的榜样力量，体现的是民心所向
和社会的正能量。“山东好人”李
光家，在平凡的岗位上履行着自
己的职责，实现着人生价值。
2000年12月的一个夜晚，他正在
公司院内巡逻，突然听到大门外
有喊救命的声音。他毫不犹豫地
朝着喊救命的方向冲去，发现有
三四个人将一个人摁在雪地上拳
打脚踢。他大喊一声：“给我住
手，不许打人！”然后冲了过去。
一名歹徒从车上拿来了刀子，在
这危急时刻，李光家大喊一声：

“把刀给我放下！”并迅速出手，用
橡胶警棍将刀打掉。这时正巧有

人朝这边走过来，他吓唬几个歹
徒说：“公安局的人来了！”几名歹
徒心虚之下，急忙上车离开。李
光家凭着他的勇敢和智慧，让被
打者化险为夷。

退休后的李光家到一家宾馆
做安全保卫工作。一天早上，他
突然发现宾馆内浓烟滚滚，他迅
速跑到现场，一边指挥人员准备
灭火器实施灭火，一边快速疏散
客人。他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冲
进着火的房间救人。浓烟滚滚，
能见度低，他在卫生间摸到了已
经昏迷的客人，于是将客人背了
出来，送往医院抢救。由于发现
及时处置得当，本次火灾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社区“端锅侠”舍命救邻居

同心同德，好人成风。去年
腊月二十二的晚上，安兴花园小
区发生一起火灾，许洪针70多岁
的老伴熬制猪油时，在没有彻底
关火的情况下就睡觉了。火势越
烧越旺，等许洪针发现时，火苗已
经冲到了房顶，她慌忙把孙子拉
到楼道里，一边高喊呼救，一边回
厨房救火。浓烟滚滚，让患有肺

气肿疾病的老伴呼吸困难，呆立
在厨房门口，一步也动不了。

住在一路之隔的邻居巩宜
远，听到楼下有人高呼失火了，立
马从家里跑了过去，冲进浓烟滚
滚的房间，将老人救了出来，然
后，又冲回厨房将冒着火苗的油
锅向外端。高温灼热，手被烫得
很疼，但巩宜远始终没有松手。
好心人越聚越多，大家拿着灭火
器，齐心协力控制住了蔓延的火
势，最终在赶来的消防队员帮助
下，彻底将火扑灭！

2023年4月，巩宜远被评选
为“山东好人”，被大家称赞为勇
敢的“端锅侠”。

一群人引领，千万人同行。
北镇街道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作
为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手段，大
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借助身边的“好人故事”，打造

“幸福北镇”文化品牌，以“一盏
灯”来照亮一大片，让好人有温
度、有影响、接地气，让群众看得
到、学得到、做得到，让向上向善
的奋进精神融入北镇血脉，让文
明之花处处绽放。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刘萍 通讯员 张鹏 冯娜

滨城区北镇街道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品质

借助“好人故事”打造“幸福北镇”品牌

一棵西瓜苗“嫁接”致富路
近日，滨城区秦皇台乡北贾

村的任莲莲来到村南的温室大棚
里学习西瓜苗嫁接技术。

“用刀片切割西瓜苗嫁接处
切口要成一个角度，小心切，一不
小心就折断了。嫁接后，南瓜秧
上再发出的小芽要掰掉。”走进秦
皇台乡西瓜标准化示范基地育苗
大棚，满眼是绿油油的西瓜嫁接
苗，农业技术专家王佃军正在给
村民讲解嫁接技巧。这里也是该
乡西瓜新品种嫁接育苗技术的

“试验田”。
王佃军是秦皇台乡专门从寿

光请来的育苗技术专家，他在这
里“坐诊”，全程指导村民进行嫁
接育苗技术和西瓜种植管理。

“我种了有十多年的西瓜了，
以前瓜苗都是从外地购买，现在
学会了嫁接技术，自己就可以培
育瓜苗，最关键的是解决了‘重
插’问题。”经过几天的学习，任莲
莲已经非常娴熟。

据了解，秦皇台乡因地处黄
河下游，土质砂壤，灌溉便利，适
宜西瓜种植，至今已有上百年的
种植历史，全乡几乎家家种瓜、户
户卖瓜，素有“西瓜之乡”的美誉。
传统的西瓜种植都是露天生长，
每年7月份左右成熟，上市期短。
再加上收成基本看“天意”，要是
赶上连雨天，西瓜水分大、甜度
低，忙活一年挣不下几个钱。而
西瓜栽培最忌讳的是“重茬”，同

一块地连续两年种植西瓜，容易
发生枯萎病。

“用南瓜苗与西瓜苗进行嫁
接，南瓜根系发达，嫁接之后抗
旱、抗涝、抗寒，可以缩短西瓜生
长时间、延长采摘期，结出的西瓜
甘甜多汁，重要的是解决了重茬
的问题。”王佃军说。

“我们通过建设西瓜标准化
示范种植基地，实现技术和品种
标准化，在明年进行全乡推广，形
成西瓜育苗、种植、销售、技术培
训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滨城区秦
皇台乡党委副书记李涛说。

从“大田瓜为主”到“小西瓜
当家”，从传统粗放种植到大棚吊
着生长；从名不见经传，到发展成

为鲁北地区“小有名气”的特色农
产品名片，秦皇台乡正在由大田
种植、传统育苗向“种苗繁育一体
化”的现代产业模式转型，进一步
细化和延伸了西瓜产业链，为助
力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随着西瓜品质和产量的提
升，秦皇台乡又“接二连三”地发
力。“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西
瓜+旅游’‘西瓜+文化’等诸多新
模式、新业态，培育打造西瓜全产
业链条，实现农文旅、产供销一体
化融合推进，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和产业的转型升级。”秦皇台乡党
委书记张硕表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齐国利 通讯员 张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