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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 月 16 日讯（通讯员
陈文文）近日，宁阳大地金桥幼儿
园以“阅读点亮人生”为主题开展
读书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幼儿
阅读兴趣，让书籍成为幼儿精神
世界里重要的一部分。

活动中，幼儿园帮助幼儿制
定读书计划，做好阅读记录；搭
建跳蚤市场，帮助幼儿用闲置物
品交换图书；带领幼儿打卡“最
美书屋”，让他们了解书屋构造，

并引导其自主选书、享受阅读。
此外，幼儿园还带领幼儿共同读
古诗、观看《跟着唐诗去旅行》，
评选十大读书人物，开通爸爸故
事电台……通过丰富的活动激
发幼儿的阅读、学习兴趣。

宁阳大地金桥幼儿园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活动让幼儿、家
长、教师一同走进故事的海洋，有
助于让幼儿爱上阅读、享受阅读，
促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宁阳大地金桥幼儿园开展读书系列活动

书香润童心 阅读伴成长

■幼儿展示读书计划。 通讯员供图

本报5月16日讯（最泰安全媒体
记者 董文一）每年5月15日国际家
庭日所在周为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
今年迎来第二个全国家庭教育宣传
周。14日，市妇联、市直机关工委联
合举办泰安市“母亲公益讲堂”家庭教
育专题讲座。

国际家庭日恰逢母亲节，市妇联
大力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建立
各级婚姻家庭指导中心、家教指导服
务中心，常态化、公益性开展婚姻辅
导、心理调适、家教指导等活动，为全
市 196 万户家庭的幸福安康保驾
护航。

讲座邀请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教授、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成
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兴波以“做
智慧家长、施科学家教”为主题做专题
讲座。张兴波用多年的教学经验和丰
富的实际案例，围绕家庭教育的意义、
读懂孩子、孩子成长和发展规律、好妈
妈8条准则等方面进行细致讲解，重
点分析了青少年期的生理、心理和认
知发展特点，特别强调了母亲在家庭
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现场家长在提
升家庭教育意识、构建良好亲子关系、
建设和谐家庭环境上提供了最行之有
效的对策方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

导性和实效性。
讲座现场，家长们时而托腮聆听，

时而提笔记录，时而点头认同，时而报
以掌声，时而用手机拍下珍贵的“教子
秘籍”。现场家长纷纷表示不虚此行、
受益匪浅、收获颇丰，今后将积极学习
家教知识，提升自我素质，努力做智慧
父母，高效进行亲子沟通，帮助孩子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母亲公益讲堂”自2015年开设
以来，以提升母亲自身素质、提高科
学教子水平为目标，开展进机关、进
学校、进村（社区）、进家庭公益讲
座，每周一次，邀请市家庭教育讲师

团专家教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家教
指导师等，以专题讲座、座谈会、沙
盘、亲子实践、读书分享会等形式，巡
回向全市母亲和家庭宣传家教知识，
提供家教指导，搭建高层次家庭教育
巡回培训平台。截至目前，“母亲公
益讲堂”已举办各类家教讲座和亲子
实践活动380余场，受益家长和儿童
达2.6万人次，受到广大母亲和家庭
的一致好评。“母亲公益讲堂”将进一
步发挥优势作用，扩大活动覆盖面和
知晓度，为更多的母亲提供优质服
务，帮助她们做智慧家长、施科学
家教。

“母亲公益讲堂”家庭教育专题讲座举办

帮助母亲做智慧家长、施科学家教

绿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色调，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近年来，我市牢固树立和自觉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
展理念，立足林业为民、生态惠民、绿
色富民，充分发挥林地资源和林荫空
间的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探
索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森林药
材、景观利用等复合经营模式，打造林
下经济全产业链，提高产业聚集度，提
升产品附加值，助农增收致富。

在新泰市羊流镇蟠龙山下的惠美
农牧·泰山百合和园，鸟鸣阵阵，微风
不燥，清香四溢。园区内郁郁葱葱的
植被生长旺盛，松树下荫蔽着一株株
含苞待放的百合，成片的茶树蓄力生
长。作为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山
东惠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林下经济面
积达4800亩。百合耐旱、耐寒、喜荫，
适合林下种植，园区种有1500亩林下
赏食兼用百合。

据新泰市羊流镇西安村党支部书
记刘灿奎介绍，百合园牵头在周边村
里选出符合条件的种植户，并提供种
源和管理技术，为种植户提供种植效
果保障；百合成熟后，百合园以保底价

格进行统一回收，为种植户提供销售
保障。一亩地可产百合325公斤左
右，回收价格为16元/公斤，“双保障”
模式的推行解除了种植户的后顾之
忧。“园区在传统农业简单种养模式的
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山
东惠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利珍说，从单纯林下种植、养殖经济扩
展到林下旅游经济，园区配套建成了
林下儿童乐园、从林穿越等设施，实现
了生产、旅游两不误。

我市大力培育林下经济典型，推
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基地+
农户”运作模式，示范带动、以点带面，
带动全市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今
年，我市新发展林下经济0.67万亩，林
下经济总面积达32万亩，产值达12
亿元，其中，林下种植7.9万亩、林下养
殖4.6万亩、林下采摘1.3万亩、森林景
观利用18.2万亩。

岱岳区道朗镇丰山村三面环山，从
山脚望去，树木生机勃勃、绿意盎然。
立足泰山药材的种植和加工，丰山村致
力于打造泰山名药材专业村。2016
年，丰山村党支部领办成立丰草苑中药

材种植合作社，整合流转土地600亩，
建成泰山四大名药种植基地，以“一村
一品”模式打造特色产业发展之路。目
前，丰山村建有高标准灵芝种植大棚
33个。“灵芝的生长环境需要高温高
湿，在苹果树、板栗树和核桃树底下大
棚种植的灵芝长势很好，目前，种植户
年增收8000元以上。”丰山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陈文华说，丰山村党支
部通过领办合作社，与泰山芝人堂集团
紧密合作，采取“公司+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模式，由村集体合作社统一
流转土地租赁给泰山芝人堂集团。种
出灵芝后，合作社或村民加工成产品，
企业负责销售。靠着这一特色产业，丰
山村实现集体增收37万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解决
林下经济发展中的技术难题，我市林业
部门建立与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省果树
所的长期合作，引进推广应用林下种养
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邀请高层次专
家教授开展技术培训，现场示范、集中
授课，宣讲林下经济实用技术，着力培
育农民技术骨干、专家能手。近年来，
我市每年组织技术人员开展送科技上
山下乡活动30余次，举办林下种植、养

殖培训班50余期，培训人数达到6000
余人次，发放技术资料2万多份，为推
进林下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同时，我市林业部门整合各类技
术资源，建立了以市、县、乡三级林业、
农业、畜牧、科技等部门为主体的技术
服务网络，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分片包干
定期下乡进行林下经济实用技术培训，
提供全方位技术指导服务，手把手传授
实用技术，切实让农民看得见、学得会、
用得上、能致富。目前，我市已成立林
下经济合作社69个，入社农户达951
人，从事林下经济的农民达2.4万余人，
人均增收1.1万元。

与此同时，我市积极引导林下经
济经营主体强化品牌建设，打造品牌、
推介品牌、树立品牌，构建林下经济产
品品牌集群。近年来，全市先后注册
了“泰山百合”“无恙堂”“芝人堂”“芝
圣堂”等中药材产品品牌，“老寨山”

“龙廷”“石莱”等草鸡蛋品牌，“东岳第
一春”有机绿茶、红茶品牌；“派哥”无
公害黑猪肉商标等林下养殖品牌，林
下经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
升，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壮
美画卷徐徐展开。

我市发挥林地资源和林荫空间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

在树下寻到一把金钥匙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池彦明

近日，2023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
健身大联动·新泰市首届“千人展演”
活动暨“泰山杯”太极拳邀请赛在新泰
市滨湖广场举行。1200名太极拳爱
好者身着白色练功服，随着舒缓的音
乐声先后展示了24式太极拳、东岳太
极健身项目，展演现场白衣飘飘、动作
整齐划一，为围观群众献上了一场探
寻太极文化之和、展示太极拳道之韵
的视觉盛宴。展演结束后，太极拳爱
好者转场新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
育馆参加比赛。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杨文洁/
文 通讯员供图

千人演绎
太极拳韵

“人们白天工作忙，生活压力大，
晚上来健身房运动一下，释放自己的
坏情绪，还能收获好身材。”24岁的王
浏祯是一名健美操教练，每到傍晚时
分，她便换上运动服，扎起高马尾，站
在健身房跳操教室的舞台上，给学员
带来激情快乐的减脂体验。

虽然年轻，但王浏祯已带课健美操
5年了，在泰城10余家健身房内都有她
的身影。她向大家传递健康与美，带着
大家挥洒汗水，摆脱工作的疲惫。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5年前的王浏祯还是一名健美操
专业的大二学生，出于对专业的热爱，
她试着找了一份带课教练的兼职。从
最初在舞台上束手束脚，到如今的活
力四射，王浏祯感慨万千：“一开始我
的课不多，后来跟我课的学员觉得我

教得还行，就会把我的课介绍给其他
人，慢慢地人就多起来了。”

17时左右，王浏祯提前来到健身
房，换上运动服，调配好设备，跟着准
备好的音乐简单过一遍教学动作。学
员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60多岁的乔
女士说：“我从去年5月开始上王老师
的课，王老师教的健美操强度对于我
这个年龄阶段的学员来说很‘友好’。”
她告诉记者，王浏祯的课很受欢迎，基
本每节课教室里都是满员。

为了带给学员更好的运动体验，
王浏祯不断充实自己。“在网上看健
身舞蹈教学的视频，看其他老师上
课，学习他们的动作和方法。学员反
馈还不错，强度也合适。”王浏祯还不
断了解学员喜欢的动作，以及训练的
节奏，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创新跳操
动作，努力把每一节课都编排得丰富
且灵活。

既有付出，又有收获

王浏祯认为，有氧舞蹈就是以快

乐为主，为别人带去快乐是她最大的
动力。“来到我的教室就是我的朋友，
我就是想带着大家动起来，在这里释
放自己，收获健康和快乐。”在带着学
员热身后，18时40分，王浏祯准时开
始上课。她打着拍子演示舞蹈动作，
学员们跟着她重复做了几遍。待学员
们熟悉动作后，王浏祯打开音响，随着
动感十足的音乐，和学员们都沉浸其
中，挥洒汗水，气氛激情热烈。

最初的王浏祯可不像现在这样自
信。“开始带课的时候，我非常紧张，经
常会出现忘动作的情况，但是我没有
退缩，坚持跳健美操，让我越来有面对
学员的勇气，学员认可我的课程，我跳
操的时候也更放得开了。”学员多了，
人也变自信了，王浏祯从学员的反馈
中得到了力量。

小舞台发光，大舞台发热

热爱有氧舞蹈的不光有王浏祯
这样的年轻人，也有乔女士这样的
高龄人群。王浏祯认为，年龄不是

跳有氧舞蹈的限制，“运动是保持年
轻的秘籍，有很多人看着很年轻，但
年龄你猜不到。如果以后我的体能
跟不上了，可能会选择去做有氧瑜
伽这些强度更低的运动，只要有人
喜欢我，喜欢我的课，我就会一直坚
持下去。”

舞台上的王浏祯动作时而轻盈
优雅，时而刚劲有力，她用肢体表达
着运动的魅力。伴着音乐的节拍，学
员们的身体也不自觉跟着律动起来，
瞬间点燃激情。

王浏祯的梦想并不止于教室内
的小舞台，“我想让身边的人身材都
变得越来越好，不带课的时候我也
会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跳健美操，后
来邻居看到我们在楼下跳操，也自
发加入。”有氧舞蹈对于王浏祯而言
不只是自律的武器，她用满腔热忱，
传递着她“玩舞蹈、乐运动”的理念，
一点点感染着身边的人，让越来越
多的人拥抱有氧舞蹈，收获健康和
自信。

站上舞台，活力四射，健美操教练——

健康与美的传递者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邢季萌 崔东旭

泰山城区热力公司

梳理对接67个小区
推进用热卡发放工作

本报5月16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孙文志）连日来，泰山
城区热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对开发建设单位及用户自行
管理的小区进行梳理，提前对接
小区物业、各责任部门发卡手续，
保质保量完成2023年用户开发
及热费预收任务。

4月份，客户服务中心与67
个小区对接发卡工作，督促责任
部门对接发卡手续。对体量较大
的小区，工作人员采取分批核对、
分批录入、分批制作缴费卡的方
式，逐步完成小区的发卡工作。
对供热设施存在问题，整改不到

位的小区，工作人员及时与业主
委员会或业主代表对接，同时召
开座谈会进行交流，督促指导责
任单位落实整改责任，全面落实
发卡协议及供用热合同签订
工作。

截至目前，泰山城区热力公
司已完成23个小区的发卡业务
审批，制作缴费信息卡 2000余
张，有效推进各项目进程，避免了
收费高峰时因业务繁重而造成交
费延误。泰山城区热力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公司将继续落实
上门服务工作，零距离解决用户
的“急难愁盼”问题。

本报5月16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苏婷）“到‘市民之家’
办业务可提前联系我们，我们可
以到门口接您。”近日，在第33个
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积极对接市残疾人联合
会，借助“爱心助残”活动对“小美
帮办”品牌和服务内容进行推介
宣传，让更多残障人士了解帮办
代办服务工作。

针对如何提升对残服务，小
美帮办员现场发放《调查问卷》，
进一步摸清残障人士服务需

求。此外，针对伤残鉴定等业
务，人社局窗口小美帮办员现场
对有关政策进行讲解，并留下联
系方式，以方便群众后期事项
咨询。

记者了解到，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在泰安“市民之家”设置残
疾人通道、残疾人专用停车位、
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电梯等，
配备轮椅、助听器等便民设施，
一楼西厅专门打造帮办代办服
务专区，为残障人士提供“一站
式”服务。

“小美”助残 与爱同行

■小美帮办员现场推介助残服务。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