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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山东好人”十大年度人物揭晓
“草根道德明星”就在你我身边，不平凡的故事震撼大众心灵

沈星，第二炮兵工程大
学士官职业技术学院原副营
职参谋。2012年5月13日，年仅
31岁的沈星陪妻子和3岁多的
女儿在青州南阳河畔游玩
时，因营救落水少年而壮烈
牺牲。沈星展现了一名优秀
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和革命
军人的崇高品格，诠释了时
代青年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
值，书写了短暂而辉煌灿烂
的人生华章。

郭庆刚，45岁，青州市东
夏镇双庙村村民。2008年，他
与人合伙收购大姜，经营陷
入困境之际，合伙人携款消
失了。面对背信弃义的生意
伙伴，面对300多个债主上门
催债，面对120万元的巨额债
务，这位普通农民毅然选择
了独自扛起所有债务。到2012

年底，凭着诚信经营和扎实
苦干，欠款仅剩10万余元。

孟祥民，生前是淄博市
环保局淄川分局监察大队监
察一科科长。他患结肠癌 3

年，经历过2次手术、22次化
疗，每次治疗后都第一时间
回到工作岗位上，从不把自
己当病人。他15年如一日奋战
在环境监察岗位，直到生命
最后一刻。

姚希涛、王昆，他们是邹
平县台子镇姚家村一对普通
的农民夫妇。在很多年轻人还
在啃老的当下，这对生活并不
宽裕的“80后”小夫妻，毅然担
起照顾两位独身伯父的责任，
成为孝老爱亲的青年楷模。

王华堂，某部驻蓬莱市
船运大队退休干部。43年前，
他与妻子张翠兰收养了一名
脑瘫患儿，43年间，他们始终
没有放弃对这个孩子的关爱
和救治，并学会了针灸、按摩
和刮痧，每天为他治疗。

谭明建，省纪委信访室
正处级检查员。24年来，谭明
建始终坚守在接访工作第一
线，接待上访群众数万人次，
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成为
上访群众眼中的“百事通”。

刘吉传，郯城县红花镇
联伍村村民。2005年开始，51

岁的刘吉传拿着毕生积蓄和
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钱，又从
信用社贷了20万元，开始修坝
建水库。刘吉传将自掏腰包60

万元修好的水库供村民免费
使用。雨季蓄水，旱季开闸，让
联伍村村民摆脱了祖祖辈辈
靠天吃饭的生活。

陈叶翠，济南市历下区
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一名工作
在最基层的“小巷总理”，24年
如一日扎根在社区，时刻把
群众冷暖装在心里，尽心竭
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周江疆，通州建总集团
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原副总
经理。2012年7月2日凌晨，公
司三楼突发大火，第一个发
现火情的周江疆为救员工两
次返回火海。员工获救，他却
英勇牺牲。

高兴振，郓城县中医院
职工。2012年3月1日下午，高
兴振路遇歹徒抢劫两名妇
女，他开车紧追，逼停歹徒车
辆，与4名30岁左右的歹徒徒
手搏斗，帮助警方擒住歹徒。
他说，每个有正义感的人面
对邪恶都会挺身而出，今后
遇到这种事他还会管。

本报记者 徐洁 整理

本报青岛3月1日讯(记者 陈
之焕) 重中型货车经过审批后到
车主手中转眼就变了个样，原本高
1 . 2米的货厢一经加工就变成了
1 . 6米，甚至更高。3月1日，青岛市
交警对擅自改装增加货厢高度的
17辆货车进行切割，强制恢复原
样。据悉，2月27日以来，青岛市交
警在以重中型货车为重点的交通
违法行为集中整治活动中，共整治
重中型货车违法行为881起。

2月25日17时许，在青岛辽阳
西路与绍兴路路口附近，一辆由南
向北行驶的大货车突然失控，大货
侧翻压瘪轿车撞上公交，轿车司机
不幸身亡(本报2月26日A13版曾报
道)。青岛交警部门认定，大货车超
载驾驶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2
月27日起，青岛市交警展开以重中
型货车为重点的交通违法行为集

中整治。3月1日，青岛市交警对17
辆擅自增加货厢高度的大货进
行切割，强制恢复原样。记者在
现场看到，这17辆货车货厢都是
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加高的，其
中最高的大约加高60厘米，能多载
近20吨货物，现场工人正在对车辆
进行切割。

青岛市市北区交警大队大队
长唐杰介绍说，目前青岛市经过审
批的本地重中型货车有 7 0 0 0余
辆 ，再 加 上 一 些 外 地 牌 照 的 货
车，总共有万余辆，其中很多都
是审批过后私自进行加高改装
的，加高程度从20厘米到60厘米
不等。就拿市北区来说，目前约
有 2 4 0 0 辆重中型大货，其中有
5 0 %以上车辆经过私自改装。目
前，青岛市对超载大货的查处上限
为罚款2000元、扣6分。

本报济南3月1日讯(记者 李
岩侠) 记者在1日举行的全国质
监12365热线“局长接线日”山东质
监局现场了解到，受食品安全法

“十倍赔偿”规定和《山东省食品安
全举报奖励办法》“刺激”，去年以
来一些职业打假举报人流入我省，
致我省职业打假举报暴增22倍。他
们以获得赔偿和打假奖励为目的，
知假买假高价索赔，甚至还出现敲
诈性质，成为近年来打假举报中的
突出现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双倍赔
偿”规定催生了王海等职业打假
人，食品安全法中“十倍赔偿”规定
出台后，更多的职业打假人瞄准了
打假的巨大利益。据介绍，去年以
来，我省质监系统12365指挥中心
遇到成立1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全
新课题和突出难题——— 职业举报
人举报。据统计，2012年全省12365
共受理职业举报人投诉举报349
起，较2011年增长22倍。

据介绍，职业举报数量从去年

4月份开始增幅逐渐加大，8月份达
到历史高点，其中职业举报人在广
东出现最早最多，其次是河南、山
西，特别是我省2012年5月1日实施
了《山东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
法》，一些职业打假人开始流入我
省。“这些职业打假举报人具有一
定法律法规知识，他们以举报为
业，向专门机关提供举报线索，并
以盈利为目的，要求获得高倍赔偿
和举报奖励。不少职业打假人发现
生产经营者违法时，一般会直接与

生产经营者‘谈判’，以求得到高价
索赔。他们只有在生产经营者不能
满足其赔偿要求时，才会以消费
者、受害者身份向工商、质监部门
申诉、举报，以此达到向生产经营
者施加压力、支持其索赔要求的目
的。”省质监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由于这种职业打假人
以谋取私利为目的，此现象出现后
即引起我省执法机关的重视，并认
真研究采取预警等方式进行应对，
以维持市场秩序和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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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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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奖励”催生职业打假族
去年我省职业打假举报同比暴增22倍

17辆大货车加高货厢被切割
青岛三天整治重中型货车违法行为881起

工人们在对改装大货车进行切割。 本报记者 陈之焕 摄

本报济南3月1日讯(记者 徐
洁) 他们来自我们身边，因为凡
人善举，成就高尚道德。经过一年
的挖掘与评选，3月1日，“山东好
人——— 每周之星”十大年度人物评
选结果揭晓并颁奖。沈星、郭庆刚
等10名本报曾经报道过的道德模
范当选。

“山东好人——— 每周之星”十
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明办、大众报业集团、省总
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山东广播电
视台联合举办。沈星、郭庆刚、孟祥
民、姚希涛王昆夫妇、王华堂、谭明

建、刘吉传、陈叶翠、周江疆、高兴
振获得“十大年度人物”荣誉。

3月1日晚8时，颁奖典礼在诗
朗诵《美德山东》中拉开序幕。全
国道德模范代表许振超、李学海
等为“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通过事迹展示、现场访谈、情景
再现、文艺表演等形式，生动展
现了“十大年度人物”的感人事
迹和高尚情操。在现场采访中，

“十大年度人物”朴实无华的话
语和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深深震
撼着人们的心灵，感染着现场的
观众，人们用感动的热泪、热烈的

掌声，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对道德楷
模的敬仰之情。

据介绍，为推动学雷锋活动、
道德模范学习宣传常态化，从2012
年3月开始，我省启动了“山东好
人——— 每周之星”推荐评选活动，
立足百姓视角，寻找凡人善举，发
掘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个方面
表现突出、事迹感人、群众认可的
个人和群体。

经过村、乡、县、市、省五级层
层推荐评选，2012年共有9批555人
入选“山东好人”榜，43人当选“每

周之星”。活动组委会办公室综合
网络投票、专家评审会意见，从43
名“每周之星”中评选出“十大年度
人物”。

入选“山东好人”榜的道德典
范均来自我们身边，他们中有的是
早已退休的耄耋老人，有的是刚刚
踏入社会的“80后”甚至“90后”，是
名副其实的“草根道德明星”。他们
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学习着生活着，
坚守着道德标准、涵养着道德情
操，以点滴积累和持之以恒的追
求，成就了平凡中的伟大，汇聚了
不寻常的道德力量。

1日晚，10位“山东好人”在济南领奖。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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