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关注自我
成长，营造积极健康的校园心理文化氛围，近日，泰安师范附属学校硕元学校开展了

“‘疫’路同心、温暖守护、健康成长”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通过充分落实、不断推进心
理健康工作，给全校学生带来充满积极、自信、关怀氛围的“心理五月”。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隋翔 文/图

本报5月26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孙文志）美德健康生
活不仅要内化于心，还要外化于
行。近日，为引导居民积极践行
美德健康生活方式，泰山区徐家
楼街道徐家楼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走进辖区啤酒厂宿舍，开展
了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宣传
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向小区居民发放了《新时代美德
健康生活倡议书》，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耐心讲解移风易俗、卫生健
康、重信守诺、勤俭节约等知识，提
倡大家讲文明、改陋习，进一步了
解和践行自律助人、孝老爱亲、共
建共享等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
式，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居民思想境
界。居民们纷纷表示，学习、践行
美德健康生活方式，无论是对自身
综合素质的提升，还是对子女的教
育引导，都很有意义。

此次活动让居民对健康生活
理念有了新的认识，增强了他们
的健康责任意识，对推动辖区形
成文明健康的交往模式和生活方
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泰山区徐家楼街道徐家楼社区

倡树文明新风
共建美好家园

关注心理健康 呵护学生成长

■刘佐磊、马晓娟一家。 通讯员供图

“把地交给合作社，有收成有收
益，省心多了。”宁阳县东疏镇老王庄
村60岁的魏秀华说。今年没有了往
年繁重的劳作，取代人力的是大型机
械进农田，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这都
是大田作物全程托管服务的功劳。

家里有地，外出打工没时间耕种；
种子、化肥不会选；单户购置农机设备
不划算……近年来，围绕破解“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的难题，宁阳县创新为
农服务方式，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供给体系，以服务规模化推进
农业现代化。

“农户将土地交给我们，我们要做
好各环节精准服务，让大家看到农业
发展的前景。”东疏供销社滩头为农服
务中心负责人杜敏杰说。服务中心提
供两种服务模式：产前、产中、产后一
条龙服务的“保姆式”全托管和“菜单

式”托管，满足不同农户需求。
“老办法种地行不通了，村里种地

的都是五六十岁的人，靠老经验跟不
上趟。”东疏镇马庙村种粮大户刘茂云
说，今年倒春寒，但在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小麦种植没受到大影响。从“靠经
验”到“靠技术”，送技到田让高产稳产
成为可能。

地还是那块地，土地托管服务让
种粮大户轻装上阵，耕、种、收各环节
由合作社统一科学管理、机械作业，节
约成本，增加收益。合作社还对各地
块进行土壤测试，在土壤缺钾的东疏
镇疏外村，“私人订制”配方肥，算下来
亩产增收50公斤不成问题。

“与农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
经营主体自己种地相比，土地托管最
大的优势是专业化。”宁阳县供销社
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颜承根介绍。

宁阳县供销社依托农业服务公司、农
机服务专业社，兴建为农服务中心，
成立专业队伍，购置使用新型农业装
备，将新技术、新品种、新种植模式应
用到服务过程中，打通了农业服务

“最后一公里”。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近年

来，通过土地托管，合作社帮助农户料
理耕地，在不改变土地承包权、经营
权、收益权的前提下，发展集约化种
植。全托管由合作社统一购买种子、
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统一进行机械
耕种，统一开展田间管理，成本降低
20%，粮食增收超过20%。

“收割小麦、秸秆离田、玉米种植
一条龙作业，500亩土地的收种一天
就可完成。”贺永林是丰沃粮食种植合
作社理事长，他流转土地3000多亩，
开展机械收割、秸秆还田、土地旋耕、

种肥同播、病虫防治等方面的“十统
一”服务，小麦种植基地辐射周边10
个村，年机械化服务面积达1万亩。

“种得好、管得好，收获后还要烘
干储存好，哪一个环节都不能拖后
腿。”据贺永林介绍，为解决“丰收后的
烦恼”，合作社新上烘干设备，为农户
提供代清理、代干燥、代储存、代加工、
代销售等服务，实现产后节粮减损，增
加了农户收入。

过去，农户跟风种地、盲目种粮，
专业合作社没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各
方单打独斗，收益并不可观。如今，土
地托管实现多方合作共赢，农户按需

“点单”当起“甩手掌柜”，社会化服务
内容正从单个环节向全过程拓展，解
决了一家一户干不了的事，让农业生
产更简单、更精细、更科学，托起了种
粮新希望。

宁阳县创新为农服务方式，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

专业化托管 种地变轻松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董文一 通讯员 李晓君

在东平县新湖镇冯洼村“学习强
国”线下互动空间内，10余名党员群
众通过电视大屏一同观看“强国TV”
中“看党史”栏目的纪录片，第一次体
验到了“一台电视、一人发起、多人扫
码、共同观看、同增积分”的崭新学习
模式。村委会还安排专人做好村里党
员干部的“学习强国”学用工作，利用

“强国TV”开展集体学习，方便了村
里的老党员。

自学习强国平台上线推广以来，全
国各地积极响应，掀起了使用该平台学
习的热潮。但与之在城市、乡镇的快速
推广不同，乡村“学习强国”推广受限于
组织架构、智能手机普及以及基层党员

新媒体接受能力低等诸多因素，使得平
台在乡村的推广步步维艰。

冯洼村党支部书记陈涛深有感触
地表示，由于没有好的学习方案且很
多老党员没有智能手机，所以“学习强
国”很难在村里普及，精神营养始终到
不了“毛细血管”。

新湖镇开辟“强国 TV”学习模
式，很好地解决了老年群体学习的痛
点、堵点、难点。实现从“主动脉”向

“毛细血管”畅通，从“主神经”向“神经
末梢”延伸，实现信息技术支持下的

“寓教于乐”，让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深入乡村最基层。

大屏浏览、字号调节……“这些功能

大大提升了党员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的
使用体验，同时，多达150人的集体学习
功能也为我们以后开展各类集体活动开
辟了新路径。”陈涛说。利用“强国TV”
开展理论学习以来，村里的老党员主动
到村里通过电视进行学习，老党员再也
不用因为没有智能手机不能参加学习而
犯愁了，学习之余，大家还可以一起观看
一些老电影或戏曲，很好地丰富了精神
文化生活。

在线下互动空间抢先体验过的党
员群众纷纷表示非常喜欢这种学习模
式。党员陈书法激动地说：“年纪大
了，用手机学习眼睛容易累，现在用电
视学习，眼睛不累，看得也清楚，还有

大家伙陪着一起学，更有动力了。”
新湖镇宣传委员张作德表示，下

一步，新湖镇将把“强国TV”学习使
用作为创新宣传思想工作、加强理论
武装的重要抓手，加强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站）、文化场馆、农家书屋等
联动互动，与主题党日、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全民阅读、文化进万家等活动
结合，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对“强国
TV”的宣传推广力度，进一步扩大“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覆盖范围，针对不同
的群体推出对应的学习内容，更好地
满足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多样化、自主
化、便捷化的学习需求，掀起新一轮学
习热潮。

东平县新湖镇开辟“强国TV”学习模式

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王丙寅 通讯员 孙梦瑶

■活动现场。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高杨 摄

本报5月26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高杨）为进一步推动
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
心里，提高群众学法、用法、守法
意识，近日，泰安旅游经济开发
区组织法律志愿服务队，在泰安
老街集中开展了“美好生活·民
法典相伴”普法宣传主题党日
活动。

本次普法活动广泛宣传了
民法典、信访工作条例、乡村振
兴促进法、反有组织犯罪法、山
东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与居
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同
时对防养老诈骗进行了知识普

及。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地
摊普法、法律咨询服务、送法进
商户等形式，向游客、商户、周边
居民进行普法宣传，全力打通普
法宣传“最后一公里”。

此外，在“民法典宣传月”系
列活动中，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
组织了普法宣传进机关、进社区、
进景区、进医院等活动，开展企业

“法律体检”，提前堵塞漏洞，提高
合规意识，防范化解运营中的法
律风险，护航企业发展。截至目
前，系列活动累计悬挂条幅80余
条，发放宣传材料5000余份，解
答法律咨询30余次。

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开展
普法宣传系列活动

本报5月26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毛洁）为强化诚信指
数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提
升社区居民诚信意识，近日，岱岳
区粥店街道岱前社区开展“诚信
宣传进社区、志愿服务暖人心”活
动，通过诚信讲座、入户宣传等方
式，用诚信指数打开社区治理新
局面。

活动开始，岱前社区召开居
民议事会，社区党委副书记李玲
介绍了社区诚信指数的获得方式

及相应的兑换规则，引导居民了
解诚信指数，认识社区诚信工作
与居民生活的密切关系。活动
中，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走进居
民小区，向居民发放诚信宣传单，
宣传、讲解诚信工作的重要性，引
导居民参加社区活动并获得诚信
积分，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
社区氛围。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此次
活动充分发挥了“信用+”诚信体
系建设的推动作用，拉近了社区
与居民之间的距离，形成共建共
融、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岱岳区粥店街道岱前社区

诚信“金钥匙”打开
社区治理“新大门”

本报5月26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苏婷）为推动汽车消
费市场加快恢复，深入贯彻落实
《山东省促进汽车消费的若干措
施》，近日，我市发布《泰安市促进
汽车消费的活动方案》。

据了解，此次促进汽车消费
活动时间为5月22日——6月30
日，补贴汽车类型为7座以下家庭
乘用车辆（含新能源车辆）。促消
费政策包括对新车销售进行补
贴：对在我市重点限上汽车销售
企业购买新车（不包括7座以上客
车、货车、特种用车），并且在我市
开发票上牌照的个人消费者进行
补贴，购置20万元（含）以上的，每
辆车发放7000元消费券；购置10
万元（含）至20万元（不含）的，每
辆车发放4500元消费券；购置10
万元以下的，每辆车发放3000元
消费券。以报废旧车购置新车
（二手车除外）的，每辆车发放的
消费券金额增加1000元。降低

消费者用车成本：组织中石化、中
石油等加油站开展让利活动，降
低消费者用车成本，给予加油卡
充值1000元返300元券包、充值
2000元返600元券包的优惠。对
汽车展销进行补贴：我市限上汽
车销售企业参加在我市行政区域
内举办的车展或“汽车下乡”活
动，对参展展位费用进行补贴，补
贴比例不超过50%。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此
次促进汽车消费活动资金来源主
要包括：“对新车销售进行补贴”
资金由省、市、县三级财政统筹，
除去省财政资金后，剩余资金由
市、县两级按照 5:5 的比例分
摊。“对汽车展销进行补贴”资金
由市财政统筹。消费券发放由各
级商务部门具体负责，依托银联

“云闪付App”实施，具体领取及
使用方法随后在市商务局官方网
站及“泰安商务”微信公众号
发布。

我市发布
《泰安市促进汽车消费的活动方案》

在泰山区，有一个普通而平凡的
三口之家——刘佐磊、马晓娟家庭。
他们一家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夫妻
恩爱、互相提携，女儿勤奋聪明、热情
好客，家里的老人安享幸福晚年生
活。2020年，刘佐磊、马晓娟一家获
得泰安市第二届市级文明家庭荣誉
称号。

“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积极倡导

‘家文化’，关心重视员工需求和心理
健康，员工和企业关系愈加和睦，这
让我在感受到企业关怀和温暖的同
时，也感悟到‘家和万事兴’的真谛。”
在刘佐磊看来，夫妻和睦是“家和”的
基础，自结婚以来，他与妻子马晓娟
非常恩爱，他们孝敬双方父母，在家
中抢挑重担，一家人在生活中热心善
良，与邻居和睦相处，经常帮助邻居
解决家中困难，与街坊邻居关系
融洽。

由于工作原因，刘佐磊经常连续

加班加点，照顾家庭的精力相对较
少。对此，妻子马晓娟总是给予理解
和支持。当女儿生病时，马晓娟坚持
独自奔忙于医院、家庭、单位之间，让
在单位加班的刘佐磊安心工作。当刘

佐磊空闲时，总是一心一意陪在家人
身边，承担起丈夫在家中应承担的职
责。“我们分工合作做家务，边做家务
边交流工作情况，商量生活上的事情，
沟通感情，谁的工作任务重，对方就主

动做好家务，减轻另一半的负担。”刘
佐磊说。

“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每当有时间，刘佐
磊和马晓娟就会去双方父母家，为他
们做一些家务，陪老人聊聊天，讲些单
位和社会上发生的趣事。对于亲戚朋
友，刘佐磊、马晓娟一家做到以诚相
待，同时，他们也教育子女秉承勤俭持
家的传统。“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父母要以身作则，轻说教、重引导，要
学会倾听，关注孩子的感受，锻炼其思
考问题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刘佐磊表
示，他们一家始终把对孩子的教育放
在第一位，学习之余会让女儿看一些
有教育意义的书籍，为其讲解其中蕴
含的道理。同时，刘佐磊一家保持着
每天收看电视新闻的习惯，不断进行
知识更新，开拓视野，努力培养孩子关
心国家大事的兴趣。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每个家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
乐。对我来说，家是一个温馨的港湾，
旅途疲乏了可以好好休息，再起航。
家是永远的岸，给我的感受是‘梦魂萦
绕和永远的牵挂’。”刘佐磊说。

市级文明家庭刘佐磊、马晓娟一家

让家成为温馨的港湾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张芮

①

①文化体育活动。
②心理健康辅导。
③咨询辅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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