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良是她的筋骨，她20年如
一日悉心照料孤寡老人；奉献是
她的追求，她用7000多个日夜诠
释了一位留守儿童“妈妈”的博大
胸怀。她就是肥城市公安局边院
派出所户籍辅警宋慧东。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作为
肥城市爱心公益协会会长，宋慧
东的公益之路源于一次帮助贫
困老人的孙女办理身份证的经
历，面对老人的感谢，宋慧东的
心里特别温暖。从那以后，她开
始在公益的路上传递爱心。她
利用工作之便，建立了“爱心档

案”，为困难群众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多年来，她连续帮扶孤
寡老人30余名，成为他们的“好
闺女”；帮扶贫困儿童20余名，
成为他们的“好妈妈”。近年来，
她发动并主持了“超仁妈妈”“墙
上拉面”等爱心项目，惠及上千
人……

宋慧东先后获得山东好人、
山东省最美志愿者、山东省最美
抗疫志愿者、肥城市最美党员等
荣誉称号。在逐梦志愿服务的路
上，她像蒲公英的种子，将爱心传
递，做公益路上的追梦人。

宋慧东：

孤寡老人的“好闺女”
留守儿童的“好妈妈”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王玉
本报3月3日讯（最泰安全媒体

记者 高杨）近日，市农科院乡村振兴
专家服务团组织10位专家到泰安高
新区房村镇的农业企业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进行技术交流和指导，把蔬菜
集约化育苗技术、设施蔬菜科学用药
和水肥管理等科技服务送到了生产
一线。

“这次活动是市农科院‘助力乡
村振兴、农科先锋在行动’活动的一
环。”市农科院党组书记、院长高俊杰
说，作为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
家，这次科技服务就是由他带队的，

“根据活动方案，我们共分6个小组
分别开展科技服务，助力全市小麦、
玉米、蔬菜、食用菌、茶叶、水产等生
产，以更好地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帮
助农民增产增收。”

在红星种苗育苗基地，专家服务
团实地察看了自动化精量播种机、自
动化环境调控系统等设施，对甘蓝、花
椰菜等叶菜类蔬菜及番茄、茄子等果
菜类蔬菜育苗管理技术进行了指导。

“与市农科院合作以来，专业技术人员
多次对我们提供品种和技术的支持。”
基地负责人乔方军表示，“他们不仅提
高了我们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还帮我
们发展了很多客户，科企合作效果非

常显著。”
在三棵树家庭农场，专家服务团

与农场负责人赵森进行了座谈交流，
并走进番茄、西瓜等日光温室，针对土
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及水肥管理
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指导。“市农科院专

家帮助我们引进了不少新品种，并且
帮助我们解决了土壤连作障碍、根结
线虫等病虫害防治技术难题，为农场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
撑。”赵森说，“目前，我们与谷端银博
士合作开展了‘设施鲜食番茄品种引

进及高效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这是
省科技特派员项目，前景广阔。”项目
开展以来，共引进、筛选番茄品种20
余个，开展新技术试验示范6项，均取
得了较好效果。

服务团还来到房村镇先正达作物
方案体验中心、房村镇蔬菜批发交易
市场，向农户发放了芸豆、番茄等蔬菜
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资料，指导
种植户科学用肥用药，对种植户遇到
的技术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并对近期
蔬菜价格走势现场调研。“这些资料比
较有针对性，是我们从大量的实践中
总结的，非常适合当地种植户的实际
情况。”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助理农艺
师陈震说。

“很感谢市农科院一直以来的科
技支持。”房村镇农办主任夏锋表示，

“镇上的蔬菜产业从育苗到绿色栽培，
以及标准化生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市农
科院专家的交流与合作，为全镇设施
蔬菜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活力。”

高俊杰表示，房村镇是我市设施
蔬菜生产大镇，市农科院专家会加大
科技指导频次，进一步促进院科研创
新成果的推广应用，为我市乡村全面
振兴插上科技翅膀。

责任编辑/魏育林

美术编辑/郑唯唯 本版校对/孙宏燕 03民生2022年3月4日

星期五

本报3月3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董文一）道路状况关系
人车安全，为及时发现市管道路
下方隐伏的地下空洞和其他安全
隐患，提前预警处置道路塌陷等
地质灾害，保护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近日，市城市管理综合服务
中心创新思路举措，借助三维、二
维雷达探测技术，对市管道路重
点路段进行地下空洞、脱空、富水
等病害探测。

该中心“对症下药”，针对不
同路段，采用不同雷达探测技
术。针对机动车道，主要采用车
载三维雷达扫描系统进行覆盖
式扫面工作，目前已检测迎胜

路、岱宗大街、普照寺路、文化
路、东岳大街、青年路、虎山路等
13条重点路段，全长170公里。
针对人行道路面，主要采用二维
手推式雷达扫描，目前已检测岱
宗大街、东岳大街、青年路、南湖
大街等 8 条重点路段，全长 20
公里。

据工作人员介绍，通过系统
检测，可全面掌握地下探测区域
内各种地下管道及不明构筑物影
响产生的道路变形和地下空洞、
软弱层、疏松区等缺陷异常情况，
确保在问题出现之前及时采取处
理措施，消除隐患，避免坍塌事故
发生，以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市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

为道路做“CT”消除塌陷隐患

■工作人员排查道路隐患。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董文一 摄

近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了解到，今年的文明单位认管路
口活动已经启动。近年来，在文明
单位认管路口活动中，“泰安小美”
文明交通志愿者协助交警部门，对
电动车越线停车、行人不走斑马线
等不文明行为进行积极劝导，引导
市民自觉践行文明行车、文明乘
车、文明礼让、文明行路，大大提升
了城市路口的文明形象和道路交
通秩序。我市将继续发挥文明单
位“党建先行、价值引领、业绩领
先、责任担当、创建示范”作用，开
展文明单位结对共建路口活动，为
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作出
积极贡献。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毛洁/文
陈阳/图

志愿服务一抹红
引领文明新风尚

市农科院开展“助力乡村振兴、农科先锋在行动”活动

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

■专家服务团在红星种苗育苗基地指导生产。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高杨 摄

“我以前都是每年清明节亲自到
烈士陵园祭奠父亲，现在有了智慧陵
园平台，即便是在外有事回不来，也
能在这个平台上点蜡烛、献花、鞠躬，
祭奠父亲。”烈士许宗孝之子许胜
军说。

缅怀是为了铭记，铭记是为了更
好地前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人口流动趋于活跃，一些烈士后人不
便在清明节到墓前祭扫。为适应新时
期烈士纪念褒扬工作，宁阳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依托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手段，整合现有红色资源，开发了智慧
陵园平台，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藩篱，让
烈士家属通过互联网在“云上”寄托

哀思。
据了解，智慧陵园平台具有网上

祭扫、智慧宣教、智能导览 3 大功
能。在平台上，群众可查到所有宁阳
籍烈士信息，缅怀、感恩烈士，不但符
合环保、安全的要求，也更有利于引
导群众参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有
了智慧陵园平台，群众即使无法亲
临，也能随时随地了解烈士陵园一砖
一瓦背后的故事，欣赏革命文物，阅
读革命史料。

在宁阳县实验中学，利用“智慧”
黑板，教师便可通过投屏的方式为学
生讲解英雄事迹。平台上英雄谱、烈
士英名录、宁阳籍著名革命人物、云书
馆等丰富的版块内容，实现了红色知

识的可读、可看、多维度、立体化学习，
增加了红色阅读的愉悦性。

2021年以来，宁阳县大力推进英
烈文化“六进”活动，先后到10余所学
校、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英烈宣讲活
动，参与人数5200多人。“智慧陵园平
台方便了烈士亲属祭扫，为广大群众
和中小学生学习宁阳党史、了解宁阳
烈士事迹、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新途
径。下一步，我们将丰富完善各项功
能，进一步简化操作。”宁阳烈士陵园
负责人孔德志说。

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找到亲
人。近年来，宁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克服年代久远、地域阻隔、线索难寻等
困难，辗转多地，查阅地方志等诸多文

献资料，通过DNA比对等科技手段，
让无名烈士魂归故里。2020年以来，
该局为烈士亲属提供烈士生平信息查
询服务20人次，让12名县内外烈士
魂归故里。

同时，依托全国“烈士寻亲政府公
共服务平台”，宁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媒体，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各界
力量共同参与烈士寻亲活动，提高寻
亲成功率。“虽然时间越来越久远，但
烈士的信息不能越来越模糊。我们将
逐步推动运用技术手段确认无名烈士
身份和亲属，探索推进烈士亲属DNA
比对，早一天让烈士与家人相聚。”宁
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徐锋说。

宁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发智慧陵园平台

“云上”祭英烈“指尖”传哀思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董文一

数字赋能发挥不动产线上办理优
势；智慧服务实现各部门成果共享共
用……近年来，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
中心不断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
服务，全力推进不动产登记业务的信
息化建设，业务办理提质增效，不动产
登记数据共享成效显著。

通过利用泰安市不动产登记社会
化服务系统（一网通办）、“爱山东”App
手机端以及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该中心

为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了不动产
登记查询服务。业务办理从“多跑腿”
到实现“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自助
办、就近办、跨域办”，让企业群众感受
到了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平台为不动
产登记业务带来的便利，通过信息化技
术的应用与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线上
线下形成合力，在助力营商环境提升中
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赋能效果。

在数据共享方面，截至目前，我市

不动产登记系统已与国家、省、市三级
共24个部门开发数据共享接口55个，
通过数据接口实现了信息数据双向共
享。这不仅为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提
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同时也极大
支持了相关业务部门对不动产登记数
据的即时需求，为提升全市的政务信
息化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据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利用数据共
享平台，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调用数

据20万余条次，同时，不动产业务系统
通过数据共享平台为其他业务部门提
供不动产登记数据150万余条次。

随着我市“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深
入和优化营商环境的不断推进，今年，
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将继续朝着

“让数据多跑路、让客户少跑腿”的目
标，不断优化不动产登记流程，进一步
提高不动产登记数据质量，以信息化、
数字化赋能不动产登记服务再升级。

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服务

数据共享赋能不动产登记服务再升级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李皓若

本报3月3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杨丽宁）“大娘，天气越
来越暖和了，我们来帮您整理一
下房间。”“大娘，我来给您梳梳
头，您真好看。”近日，泰山区上高
街道学苑社区巾帼志愿者服务队
开展了“吹响爱心集结号、争做新
时代活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志
愿者到社区部分高龄、独居老人
家中进行探望，把社区的关爱和
温暖送到他们的身边。

活动中，志愿者有的与老人
互话家常，询问他们平时的饮食
起居和身体状况，有的帮助老人
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平时不管
遇到什么事，都可以给我们打电
话，我们一定尽力帮您。”志愿者
一边干活，一边和老人亲切地交

谈。“现在吃穿不愁，住着这么好
的楼房，还有你们为我们服务，
真是太感谢了。”一位老人激动
地说。

“此次活动是为了在给老年
人创造整洁生活环境的同时，让
老人们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
暖。”志愿者赵苓表示。

据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他
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的急难愁
盼问题，创新方式方法，精准对
接需求，通过广泛开展健康体
检、亲情陪护、心理疏导等志愿
服务活动，进一步关注、关心、关
爱高龄、独居老人，传承敬老爱
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全社
区营造尊敬老人、关爱老人的良
好氛围。

泰山区上高街道学苑社区

雷锋精神永传承
志愿敬老暖人心

■志愿者与老人互话家常。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杨丽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