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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月 18 日讯（记者 杨文
洁）2025年“登高望远 选择泰安”书
记、县长高校行专项行动将于3月至6
月举办。岱岳区将坚持精准发力、靶
向用力，推动校地协同联动、产才精准
对接，全力打造人才汇聚的“强磁场”、
创新创业的“梦工厂”。

“登高望远 选择泰安”书记、县长
高校行专项行动开展两年多来，岱岳
区与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设立校
外实践基地 28 处，引进青年人才
8828人，其中，博士33人、海外人才
52人。岱岳区直机关从重点高校优
选应届研究生130人，为新型工业化
强区建设注入了强劲动能。

去年，岱岳区主动出击，扩大校地
合作“朋友圈”，坚持高位推动，书记和
区长带头行动，每走进一所高校就精
心组织一次政策宣讲、开展一场座谈
交流、举办一次校园招聘、聘请一批引

才大使、成立一个人才驿站。两年来，
岱岳区先后赴省内外高校开展专项引
才活动，签署校地合作协议24份。同
时，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共建“示范实
训基地”；推动泰山学院与斯莱克智能
科技成立泰山新质生产力产业研究
院，承接泰山石膏生产线智能化改造
示范项目；推动岱岳数谷与泰山科技
学院、山东服装职业学院等合作共建
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泰山玻纤与泰安
技师学院合作，设立1个订单班、3个
冠名班，培养专业人才184名。

岱岳区双向赋能，提升产才对接
精准度，聚焦全区四大主导产业和两
大未来产业赛道，建立重点企业用工、
劳动力供给“两张清单”。同时，深入
开展“百名专家岱岳行”“百家企业进
院所”专项行动，精准锁定化工、电子
工程、生命科学等对口院系，精准对接
高层次专家120人次，转化科技成果

31项，解决技术难题47项，新建校企
研发平台6家，助力明佳科技与清华
大学电子工程系合作、汉威集团与南
京大学团队合作，推动7家科技小院
获批“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小
院”，承担科研课题60余项。

用服务留住人才，是推动地方发
展的必然选择。岱岳区加强暖心服
务，完善协同交流机制，坚持常态化
交流，每年 2 次到合作高校定向招
聘，在寒暑假组织开展“岱岳学子看
家乡”“引才大使岱岳行”“访企探岗”
等活动；坚持精细化服务，依托高校
青年人才驿站，及时推送重点企业招
聘信息和项目合作意向；推行人才服
务“一件事”集成改革，实行高频事项
一窗受理、一网通联、一次办好、一周
办结，两年多来共兑现人才补贴
2400万元，让各类人才更好地融入
岱岳、深耕岱岳。

今年，岱岳区将持续推进书记、
县长高校行专项行动，聚焦畅通产需
对接，修改完善21条支持政策，为人
才提供创业就业、科技研发等政策大
礼包，开发线上岱岳人才对接平台，
与合作高校打通人才数据接口，实现
产业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资源精准
匹配、智能对接；加速成果转化，全面
加强与驻泰高校战略合作，探索建设
学科产业联合体，健全完善“高校研
发+岱岳转化”协同创新体系，推动更
多特色产业与高校优势专业融合贯
通；深化区域联动，依托浪潮集团、季
华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
究所等平台，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地
布局岱岳人才联谊中心，构建全域辐
射、精准吸附的人才网络，同时创新
推出“高校学子畅游岱岳”文旅体验
门票，诚邀广大高校师生沉浸式感受
岱岳魅力。

高位推动 双向赋能

岱岳区全力打造青年人才集聚新高地

本报 3月 18 日讯（记者 徐文
莉）农业稳产增产，科技是关键。在今
年的春耕生产中，各种新技术、智能化
农业机具纷纷“上岗”，一幅幅科技春
耕图在广袤田野铺展开来。

走进宁阳县乡饮乡孔家村，大片
麦田绿意盎然，麦苗种得笔直规整。
高质量播种的背后，是北斗导航播种
机的功劳。“有了这‘高科技’，播种效
率大幅提高，后续机械作业也更方
便，省时又省力。”种粮大户孔令富笑
着说。惊蛰过后，孔令富便开启首次
田间喷药，他操控四轮自走式打药
机，在田间往来驰骋。这种打药机喷
幅达12米，每小时能喷近3公顷土
地，效率远超人工，独特的雾化喷洒
设计，让农药均匀覆盖麦苗，极少渗
入土壤，既保护了土地，又降低了作
物农药残留。

在乡饮乡万家村，宁阳县鲁源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十多公顷农田已披
上了崭新的“绿外套”。伴随着“嗡
嗡”声，多架无人机在田间低空飞行，

精准地将雾状农药喷洒到每一株麦
苗上。合作社负责人朱鲁宁站在地
头，眼中满是欣慰：“过去父辈们弯腰

在田间劳作，风吹日晒，一年到头忙
个不停。如今，一台无人机就能搞定
大片农田，效率提高了十几倍，‘无人

农业’真的来了。”
从传统的“汗滴禾下土”到如今的

“一键耕天下”，农业机械化的变革在
乡饮乡处处可见。朱鲁宁说，刚开始
引入无人机时，村民既好奇又怀疑，担
心操作复杂、效果不佳，但试用后纷纷
竖起大拇指，如今越来越多新农具在
土地上“大展拳脚”，不仅解放了人力，
还带来了产量和质量的双提升。

科技改变的不仅是耕种方式，更
是农民的观念。近年来，宁阳县大力
扶持种粮主体和种粮大户，开展各类
技术培训，将优质品种、先进技术和现
代化农机装备有机结合，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农业生产模式，推动新技术、
新装备迅速普及，农业生产的科技含
量显著提高。乡饮乡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深耕“良田、良种、良法、良
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以科技创新
为引擎，提升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和竞
争力，不仅要让农民轻松种粮，还要让
他们种出好粮、卖出好价钱，在科技助
力下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新农具“上岗”田间地头尽显“科技范”

■打药机在田间作业。 通讯员供图

“百善孝为先”，是社会的呼唤，
也是家风的传承。在泰山区徐家楼
街道前灌社区，有这样一个家庭，三
姐妹分工协作，接力照顾卧病在床的
母亲，唱响孝老爱亲的赞歌。

范广美、范广菊、范广丽三姐妹
的母亲已92岁高龄，数年前因中风
偏瘫。岁月与疾病的双重侵袭让老
人丧失了自理能力，离不开他人照
顾。面对这样的困境，三姐妹聚在一
起商量，依据各自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分配好时间，开启了轮流照顾母亲的

“接力赛”。

大姐时间相对充裕，主动承担起
白天的大部分照料工作；二姐工作较
为规律，主要负责傍晚到深夜时段；小
妹毅然扛起深夜到清晨的重任。三姐
妹的默契与担当，让母亲时刻感受到
女儿们的悉心呵护。

对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三姐妹都
格外用心。到了饭点，三姐妹依据老
人的口味与身体状况，精心烹制营
养、软烂的饭菜。每晚，三姐妹都会
打热水为母亲洗脚，并按摩脚部穴
位，促进血液循环。

在三姐妹的记忆中，母亲喜欢干
净，对形象格外注重。如今老人无法
自理，三姐妹也将母亲的习惯延续下
来，定期为她洗澡，挑选干净舒适的
衣服为她换上。哪怕母亲多数时间

只能躺在床上，三姐妹也会时常为她
梳理头发，让她时刻保持整洁的形
象。在三姐妹的精心照料下，老人虽
然身患疾病，但依然如年轻时一样干
净清爽。

精神陪伴同样不可或缺。老人
年轻时性格要强且十分讲究，生病
后，身体的不便使她极易烦躁。对
此，三姐妹十分理解。为哄老人开
心，他们每天不管多忙多累，都会抽
出时间坐在母亲身边，陪她唠唠家
常，聊聊过去的趣事，分享生活中的
新鲜事。三姐妹还专门给母亲配备
了一部手机，耐心地教老人刷短视
频。老人看着手机里有趣的画面，常
常忍不住笑出声来，精神状态好了
许多。

行孝并不难，难的是耐心、细心
和日复一日的坚持。夜晚对三姐妹
来说，往往是最熬人的时候。老人晚
上需要起夜多次，每次都需要人陪
同，但三姐妹没有丝毫怨言。她们总
是说：“小时候，娘就是这样没日没夜
地照顾我们。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把
我们抚养成人很不容易，娘吃了那么
多苦，现在该享福了，身体却垮了。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尽心尽责，一定
要让娘的晚年幸福。”

在这个家庭中，孝道化作日常生
活中无数温暖而具体的行动。三姐
妹的故事像一股暖流，在前灌社区缓
缓流淌。如今，关爱老人在社区里蔚
然成风，尊老、爱老、敬老的氛围愈发
浓厚。

三姐妹上演“接力赛”孝老爱亲传佳话
□记者 李皓若 通讯员 霍晓彤

本报 3月 18 日讯（记者 刘小
东 通讯员 路秋生 张东）近日，泰
山景区红门管理区组织开展代号为

“清风行动2025”的打击野生动植物
非法贸易联合行动，通过联合执法、全
面监管、强化宣传等举措，严厉打击破
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全
方位构建动植物保护网络，为泰山生
物多样性筑牢安全保护屏障。

此次专项行动由红门管理区联合
红门执法大队、红门派出所、红门市场
监管所等部门共同开展，重点针对非
法采挖野生植物、盗猎野生动物等破
坏生态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
前，红门管理区已开展联合检查10余
次，共检查饭店、宾馆、民宿、文化广场
等场所30余处；开展清网、清套、清除
毒饵及巡护值守活动，安全巡查山林
面积约600公顷；向游客、居民发放宣

传材料200余份，形成了强大的震慑
效应。

红门管理区依托红外相机监测、
无人机巡护、“智能哨兵”和“天眼护
山”等科技手段，对红门片区内的动物
栖息地和珍稀野生植物资源实施24
小时动态监控，重点保护泰山特有野
生动植物资源和古树名木资源。红门
管理区文物林业规划科还在行动中同
步开展低山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进
一步摸清区域内生物多样性“家底”。

随着“清风行动2025”的深入推
进，红门管理区将通过科普展板、短视
频、互动讲解等形式，向公众普及泰山
特有物种保护知识，形成全民共护生
态的良好氛围，共同描绘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工作人员到饭店开展宣传检查。

通讯员供图

泰山景区红门管理区开展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合行动

共筑野生动植物保护防线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董
文一）近日，市公安局泰山分局泮
河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山东农业
大学，开展应急处突培训观摩活
动，提高校园安全保障水平。

活动现场，民警着重讲解了
常用保卫器械的使用方法。在
反恐防暴技能培训环节，民警针
对钢叉、盾牌、警棍等防暴器械，
进行了细致演示，并讲解了如何
运用这些器械有效控制危险人
员，迅速形成防御队形，确保在

关键时刻最大限度保障师生
安全。

此外，民警还分享了面对暴
恐威胁时的个人防护要点和实
用战术技巧，着重强调了保持冷
静、团队协作在应急处突中的重
要性。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
生动鲜活的案例，民警将原本复
杂的应急知识转化为易于理解
与掌握的内容，为大学师生及安
保人员送上了系统、实用的应急
处突知识。

警校联动为校园安全“加码”

■民警为学校安保人员讲解防暴器械使用方法。 通讯员供图

本报3月18讯（记者 李皓
若）近日，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开展
以“党建引领小小法律明白人 争
做守法小公民”为主题的普法宣
传活动，邀请市法律援助中心资
深律师张生走进康复中心，讲解
法律知识，增强残疾儿童及其家
长的法律意识，提升其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的能力。

张生结合丰富的法律实践
经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并通过生

动的案例详细解读了残疾儿童
在生活、教育等方面享有的合法
权益，以及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权益。“通过此次活动，我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法律知识，今
后将积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和孩子的合法权益。”现场一
名听众说。

市残疾人康复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
普法宣传活动，为残疾儿童及其
家庭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法律服
务，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
良好氛围。

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保障残疾儿童合法权益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崔
东旭）近日，市民张先生遇到难
题，明明持有合法的外地驾驶证，
却在办理转入业务时被提示无法
受理。为此，记者咨询了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车管所工作
人员回复，市民可通过排查以下
情形确认无法转入的原因，并根
据相应方案解决问题。

外地驾驶证无法转入，第一
种原因是信息不相符，即驾驶员
因入伍、退役、更换护照、身份证
号码变更等原因造成机动车驾驶
人身份证明的种类、号码等信息
发生变化，变更的信息涉及姓名、
出生日期与驾驶证不一致。驾驶
员需在驾驶证核发地车管所完成
变更后方可办理转入。

第二种原因是驾驶证状态异

常，即驾驶证处于违法未处理、超
分、锁定（因容缺办理被锁定除
外）、扣留、暂扣、注销、吊销、撤
销、事故未处理、逾期未审验等状
态。驾驶员需消除异常状态后再
办理转入；如驾驶证为逾期未审
验状态的，需到驾驶人审验学习
办事网点申请转入审验，完成现
场审验教育学习后方可转入。

第三种原因是本记分周期内
有记分的A、B类驾驶人，即本记
分周期未结束但周期内有记分的
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
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机动车驾驶
人。驾驶员需到驾驶人审验学习
办事网点申请转入审验，完成现
场教育学习后方可转入。

最后一种原因是驾驶证为各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核发（海南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上海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总队的除外）。驾驶员
需先将驾驶证转入到该省地市一
级交警支队后，方可办理转入。

外地驾驶证转入受阻是何原因？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郑
凯）近日，肥城市桃园镇开展春季
义务植树活动，以“绿”为笔描绘
生态宜居新画卷。

在黑牛山村，机关干部两三
人一组，挥锹铲土、扶树正苗、灌
溉浇水，齐心协力将充满希望的
侧柏树苗植入土里。经过一番辛
勤劳作，一排排树苗在春风里昂
然挺立、生机勃勃。

各村植树现场，村“两委”干

部、党员、村民代表及志愿者分工
合作，有的负责搬运树苗，有的负
责挖坑栽苗，有的负责浇水施肥，
各个环节衔接有序、配合默契，现
场一片热火朝天的热闹景象。

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桃园镇将广泛动员党员干部
群众积极参与乡村绿化美化，以
实际行动为美丽乡村建设添砖加
瓦，不断擦亮桃园高质量发展生
态底色。

肥城市桃园镇开展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以“绿”为笔描绘生态画卷

■植树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