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2日讯（记者 张芮）
21日上午，泰山区岱庙街道花园社
区邻里节活动在社区广场热闹举办，
社区居民纷纷端来自家拿手好菜，一
道道可口的家常菜摆满了餐桌。

“开席啦！”在社区工作人员引导
下，居民热情地互相招呼着围坐在
一起。特色凉拌菜、色香味俱全的
炒菜、非遗技艺制作的糕点、新鲜的
水果……丰富的菜品摆满圆桌，大家
品菜肴、聊家常，其乐融融。“这些菜
都是居民们‘众筹’的拿手好菜，大
家像一家人一样围坐分享。”居民李
女士说。

本次邻里节活动内容丰富，除
“百家宴”外，还举行了国家级非
遗——豆腐传统制作技艺花园社区
非遗体验中心揭牌仪式，表彰了“优
秀邻里”，并安排了精彩的文艺会
演。据了解，花园社区非遗体验中心
自今年1月开始筹建，社区在原有场
地基础上重新规划布局，旨在实现

“非遗+社区+居民”的融合，让居民
在重温传统技艺的同时，增进对非遗

的了解和重视。
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社区居民

体验了磨豆、滤浆、点卤等传统豆腐
制作流程，不少孩子兴奋地参与其
中，感受劳动与传承的乐趣。社区工
作人员说：“制作豆腐是老祖宗留下
的智慧，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些传
统工艺，希望非遗体验中心可以让老
手艺焕发新活力。”

在文艺会演过程中，社区对4名
获得“优秀邻里”的居民进行了表
彰。获奖者中有积极组织活动，丰
富居民生活的文艺爱好者，也有乐
于助人的热心居民。“远亲不如近
邻，能帮一把是一把。”获奖居民张
女士笑着说。

活动当天正值小满节气。花园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丽表
示：“希望通过这种充满烟火气的活
动，让居民感受邻里和睦之情。社区
将继续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传统非
遗为特色，创新服务形式，深化邻里
互助，让居民的生活如同‘小满’一
样，在社区获得更多小美好。”

岱庙街道花园社区举办邻里节活动

“百家宴”凝聚邻里情

▲“百家宴”上，居民
围坐在一起，分享各
自的拿手菜。
◀文艺会演环节，小
朋友表演舞蹈节目。

记者 隋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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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绣针如何绣出多彩人生？山
东玉叶制衣有限公司“美丽工坊”里，
46岁的付宁指尖翻飞，针线在绢纱间
穿梭，正反两面的图案渐次成型。而
这位技艺娴熟的“绣娘”，一年前还因
身体残疾在求职路上屡屡碰壁。

“去年参加残联组织的培训时，针
都拿不稳。”付宁看着手中的作品，脸
上写满自豪，“没想到我也能掌握鲁绣
的基础针法，绣出自己的作品。学了
这门技艺，每月有了稳定收入，生活更
有奔头了。”

“美丽工坊”是新泰市残联与省级
非遗传承人合作建立的残疾人就业帮
扶基地。如今在泰安，像这样的文创
机构共有11家，其中3家入选省级工
坊、1家获评全国“美丽工坊”，文创与
助残事业碰撞出的火花，正为越来越
多的残疾人照亮就业之路。

走进“美丽工坊”产品陈列室，承
载美好寓意的香囊、团扇，精美的鲁派
旗袍，融合地域特色的“新八景”绣品
等作品，饱含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
色，精致巧妙、创意十足，很多都出自

残疾人的巧手。
玉氏鸿叶旗袍制作技艺暨泰山刺

绣双非遗传承人牛玉叶深耕鲁绣35
年。为让残疾人群体掌握这门技艺，
她积极开展文创技能培训，从最基础
的针法开始，手把手进行教学。不少
残疾人熟练掌握鲁绣技艺后，开始独
立承接订单，工坊与多家企业合作，将
残疾人制作的鲁绣产品推向市场。

近日，耗时两个多月，在0.1毫米
生丝绢纱上正反同绣的“泰山日出”双
面绣摆台，更是被作为中国非遗艺术
展品代表作，走出“美丽工坊”，被送往
多国进行艺术交流。我市残疾人参与
制作的艺术作品从齐鲁大地走向了世
界舞台。

一根绣针，让残障人士从“靠人
养”到“养家人”。目前，“美丽工坊”已
帮助 20 名残疾人实现居家灵活就
业。“我们将继续通过‘非遗传承+残
疾人就业’模式，借力电商平台与文旅
场景，帮助更多残疾人在艺术创作中
收获自信、就业增收。”牛玉叶说。

无独有偶，在东平吉乐尼工艺品

有限责任公司，毛绒玩具、手工钩织产
品被精心打包发往各地。这些产品，
也有很多出自残疾人之手。

公司负责人任淑风自己就是一名
肢体残疾人。她从一个服装裁剪小作
坊起步，几经风雨，将公司发展成产品
销往多个国家和地区、年收入超50万
元的企业后，竭尽所能地帮助残疾人
就业。“我也是残疾人，懂得他们的
难。社会帮助我成就了梦想，我要带
领更多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任淑
风说。

优先安排残疾人在工厂上班；不
方便来厂的，她便送材料上门，并定期
接他们来厂学习……任淑风在公司设
置了多个帮扶点，为200多人提供就
业机会，其中残疾人占全部员工的近
20%。2024年，公司被评为首批省级
残疾人“文创工坊”。

当文创与助残相结合，残疾人的
就业方式就有了新路径。

近年来，市残联深入挖掘文创产
品，培育文创人才，积极搭建“文创+残
疾人就业”平台，促进残疾人参与非遗

传承项目。在文创产业的带动下，我市
65名残疾人通过自身技艺实现就业，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通过参与文创项目
获得了稳定收入，实现了自身价值。

在近日举办的泰安市残疾人文创
艺术作品展上，300余件匠心独具的
艺术作品集中亮相。苍劲有力的书
法、刀法精湛的刻瓷、形神兼备的根
雕、古韵盎然的刺绣，不仅是对创作者
精湛技艺和艺术追求的生动展现，更
是我市残疾人群体自强不息精神风貌
的充分诠释。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我
市将进一步完善残疾人文创就业创业
政策体系，推动残疾人文创产业实现
规模化、专业化和品牌化发展，为残疾
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同
时，将加大培训力度，依托残疾人职业
培训基地，充分利用我市丰富的非遗
资源，挖掘适合残疾人就业的非遗项
目，积极开展“订单式”“定岗式”培训，
提升残疾人技能，促进残疾人就业增
收，让每一位残疾人都能通过自身努
力实现人生价值，过上美好生活。

“文创+”助力残疾人就业增收

巧手编织多彩人生
□记者 李皓若 池彦明

小小樱桃串起“甜蜜产业”
随着樱桃迎来丰收季，“樱桃经

济”再掀热潮。
凌晨4时，星光未散，肥城市安驾

庄镇大樱桃交易市场上早已灯火通
明、人影攒动。满载着新鲜樱桃的农
用车沿着蜿蜒的道路鱼贯而入，红彤
彤的果实映亮了农人的笑脸。

“这批果子成色真好。”来自辽宁
大连的采购商周东明打着手电筒，凑
近仔细查看果蒂，“你看这果柄翠绿鲜
嫩，新鲜度绝对没的说。按咱们谈好
的价格，先给我装400箱。”果农张树
新笑着点头，一边将整筐樱桃搬上过
磅台，一边应道：“放心，都是凌晨现摘
的，保准新鲜。”

随着“哗啦”一声，整筐樱桃倾泻
在分拣台上，瞬间堆起一座红色的小
山，分拣工人动作娴熟地将樱桃按大
小分类。“28毫米以上的特级果装礼
盒，26 至 28 毫米的走商超，24 至
26毫米的做深加工。”分拣工人王庆

霞边忙活边介绍。
这座占地5000平方米的市场，如

今已成为功能齐全的现代化交易枢
纽。顺丰、EMS等物流企业直接设点
入驻，冷链车列队待发。

“我们和时间赛跑。”顺丰物流负
责人冯亮介绍，“凌晨采摘、清晨分选、
中午发车，通过全程冷链运输，确保
24小时内，肥城樱桃就能新鲜送达全
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在这里，从枝
头到舌尖“早上鲜果采摘、中午冷链发
车、傍晚直达尝鲜”的全链条产销模式
已然成型。“每年樱桃季，市场流转的
果实达数百万斤，从过磅、分拣到包
装，全流程高效有序，高峰期日均发货
量超过一万件。”安驾庄镇前寨子村党
支部书记武文平说。

当樱桃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肥
城市乡村绽放出别样光彩。先摘樱
桃，再吃农家宴，夜宿山间民宿……随
着樱桃产业的崛起，以当地村民为经

营主体的农家宴、民宿、生态园、采摘
园迅速扩张，小小的樱桃串起了一条
产业链。

在肥城市潮泉镇潮泉农场樱桃园
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年轻人在果园
里打卡拍照，社交媒体上“樱桃自由”
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吸引更多人奔
赴这场甜蜜之约。

“我们这里的樱桃不仅果实更大、
口感更甜，糖度还能稳定在24度以
上。”农场负责人崔锋边说边示范正确
的采摘手法，“要轻轻捏住果柄往上
提，这样不会伤到果树。”

与传统种植不同，这里处处彰显
着科技智慧。这里的樱桃采用智能
温控系统，水肥一体化系统悄无声息
地运作，根据土壤湿度和果树生长需
求，将特制的富硒肥精准输送到每一
棵树下。“以前最怕遇到连续雨天，樱
桃裂果严重。”崔锋指着挂满果实的
枝头感慨道：“现在通过这套系统，裂

果率控制在5%以内，糖度也提升了4
至5度。”

临近中午，潮泉农场不远处的农
家乐飘出阵阵诱人香气。院子里的长
桌上，刚采摘的樱桃被摆成精巧果盘，
与色泽诱人的农家菜相映成趣。游客
三三两两倚着木栏杆，看远处麦浪翻
滚，听风掠过樱桃林的沙沙声，手中的
茶盏氤氲着袅袅热气，将这方田园时
光酿成了心底最柔软的记忆。“以前守
着樱桃树愁销路，现在游客自己找上
门，连带着村里的老手艺、土特产都火
了。”潮泉镇潮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王善春望着热闹的场景感慨万
千，“小小的樱桃，不仅甜了游客的嘴，
更富了乡亲们的口袋。”

一颗颗红樱桃，串起的不仅是舌
尖上的甜蜜，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从田间到舌尖，从传统种植到文旅融
合，肥城正以“樱桃经济”为笔，在青山
绿水间书写着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记者 郑凯 特约记者 纪宗玉 通讯员 肖明媛

本报5月22日讯（记者 温
雯）近日，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
管理服务中心根据《泰安市道路
货物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实施
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对全市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开展了
2024年度质量信誉考核工作。

本次质量信誉考核项目共6
项，具体包括组织机构（5分）、运
输安全（30 分）、经营行为（25
分）、企业管理（30分）、服务质量
（10分），以及加分项目（20分）。

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分为
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4
类，分别用 AAA 级、AA 级、A
级、B级表示。考核总分和加分
合计不低于90分，且在考核期内
符合安全质量事故要求的，质量
信誉等级为AAA级；考核总分
和加分合计在 80 分至 89 分之
间，且在考核期内符合安全质量
事故要求的，质量信誉等级为
AA级。各级货运企业质量信誉

考核主管部门按照《泰安市道路
货物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计分
标准》对企业所有内业资料进行
逐条逐项核查，对不能及时上报
材料和现场复查发现内业资料弄
虚作假、安全管理存在重大隐患
的企业，不得评为A级以上企业。

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
服务中心经过对企业安全管理、
诚信经营等进行严格考核，最终
制定了2024年度全市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等
级，并在市交通运输局网站公示
无异议后，形成了《关于全市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企业2024年度质
量信誉考核等级的通报》并下发
至相关单位。

目前，全市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企业共46家，本次质量信誉考
核共评选出AAA级企业13家、
AA级企业31家，其余2家企业
不满足年度考核条件未参与本次
质量信誉考核。

我市开展危货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

严查细核促规范
信用考评保安全

本报 5月 22 日讯（记者 杨文
洁）“以后您在家用手机就能完成认
证，不用专门跑一趟，特别方便。要
是操作记不住，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就行。”近日，岱岳区社会保险事业
中心工作人员上门为80岁的李先生
办理社保待遇资格认证，贴心的服
务赢得老人的连连称赞。

李先生曾在烟台市工作并缴纳
社保多年，退休后回到家乡岱岳区

定居。随着年龄增长，行动越来越
不方便，每年的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成了老人最发愁的事。又到一年认
证时，老人正为这事犯难，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拨通了岱岳区社会保险事
业中心的服务热线。电话那头，工
作人员耐心倾听老人的困扰，一边
轻声安抚，一边详细记录下老人的
相关信息。

挂断电话后，岱岳区社会保险

事业中心立即启动特殊群体服务机
制。工作人员认真查阅李先生的参
保档案，仔细核对认证所需的各项
信息。随后，他们专程到李先生家
中，耐心指导老人完成面部识别、信
息核对等流程。为方便李先生以后
自主办理，工作人员还手把手教他
下载“爱山东”App，详细演示了养
老资格认证的操作方法，让老人足
不出户就能轻松完成认证。

近年来，岱岳区社会保险事业
中心积极探索多元化认证服务方
式，在全面取消退休人员集中认证
后，大力推进“互联网+养老资格认
证”服务，通过开展集中宣传、张贴
温馨提示、现场讲解指导、设立咨询
专线等多种方式，让“不见面服务”
理念深入人心，切实解决群众认证
难题，让社保服务更有温度、更加
便捷。

岱岳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上门服务解民忧

居民足不出户完成养老资格认证

本报5月22日讯（记者 李
皓若）在泰安市博物馆东侧，一座
小小的环卫驿站成为周边环卫工
人的“温馨港湾”。这里不仅配备
了微波炉、饮水机、急救箱、打气筒
等便民设施，更有一位温情守护
者——驿站管理员牛开彦。他在
做好驿站日常管理的同时，还义务
为环卫工人理发，用行动传递着城
市温度。

每天清晨，牛开彦都会提前到
岗，将驿站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工
作过程中，他注意到许多环卫工人
因工作繁忙，常常顾不上打理个人
形象。“看到他们头发长了也没时
间理，我心里不是滋味。”牛开彦
说。于是，他自费购置理发工具，
在驿站一角开辟了简易理发区。
一把推子、一把剪刀、一张围布，这

个特殊的“理发室”就这样开张了。
“牛师傅手艺好，理完发整个

人都精神了。”环卫工人李师傅摸
着刚理好的短发，脸上露出满意
的笑容。从最初的生疏到现在的
娴熟，牛开彦的理发技术在一次
次实践中不断提升，这项义务服
务也成了驿站的“特色招牌”。

细心的牛开彦还发现，环卫
工人的工作服经常沾满尘土。他
二话不说，将家中闲置的洗衣机
搬到驿站，免费为大家清洗衣
物。“工人衣服干净了，干活更有
劲儿，咱们城市也更体面。”牛开
彦朴实地说。

一把剪刀，剪出整洁形象；一
台洗衣机，洗去一身尘土。在这个
小小的驿站里，牛开彦用最朴实的
行动诠释着“服务”的真谛。如今，
这里不仅是环卫工人的休息站点，
更成为传递关爱的爱心驿站，温暖
着更多一线劳动者的心。

既是管理员又是理发师

环卫驿站里有个温情守护者

■牛开彦为环卫工人理发。 通讯员供图

满庄镇龙山官庄村

协商修缮破损道路
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本报5月22日讯（记者 冯
子凝 通讯员 杨阳）近日，岱岳
区满庄镇龙山官庄村党支部通过

“为民协商”解决了村内道路年久
失修的问题，畅通了村民出行道
路，获得了广泛好评。

龙山官庄村通往泰安高新区
的道路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平，
不仅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诸多不
便，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针对
这一情况，该村党支部依托“为民
协商”议事平台，组织议事会成
员、村民代表、党员代表及相关负
责人召开专题协商会议。会上，

各方围绕村民实际需求、路面修
复方案、后期管护措施等进行了
充分讨论，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
维修管护方案，并邀请村民全程
参与监督施工。经过紧张有序的
施工，原本破损的路面已完成水
泥硬化改造，道路环境焕然一
新。“现在的道路既平坦又整洁，
村‘两委’为我们办了件实实在在
的好事。”村民高先生说。

此次道路工程维修是“为民
协商”的生动实践。龙山官庄村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续深
化“为民协商”工作，聚焦村民急
难愁盼问题，凝聚各方力量推进
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增强村民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道路维修施工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