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省纪纪委委：：加加大大查查处处中中秋秋送送礼礼力力度度
要求各地公开举报电话，将通报并曝光反面典型

本报济南8月25日讯(记者
高扩) 24日，省纪委召开常委会
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常委会议
精神。会议指出，近日中央纪委常
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反对“四风”要持之以恒的重要
批示精神，对纪检监察机关严格
执纪执法、发挥监督作用提出明

确要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认
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要充分认识纠正“四风”问题的长
期性和艰巨性，认真履行职责，坚
持不懈地加强监督检查，执好纪、
问好责、把好关，以严明纪律和有
力监督，促进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

十条实施办法的深入落实，推动广
大党员干部把八项规定精神和改
进作风各项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要抓住重要时间节点，一个阶
段一个阶段地推进。

会议强调，当前要坚决刹住
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公款送月饼
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

不正之风，过一个欢乐祥和、风清
气正的节日。纪检监察机关要加
大监管查处力度，创新执纪监督
方式，把日常性监督和阶段性检
查抽查结合起来，公开举报电话，
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凡实名举报
的，纪检监察机关要及时调查处
理。要坚持铁面执纪，严肃处理顶

风违纪者，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决
不姑息，提高执纪监督的实效性、
震慑力。要发现宣传好典型，弘扬
清风正气；通报并曝光反面典型，
发挥监督警示作用。纪检监察干
部要带头纠正“四风”，自觉落实
改进作风各项规定，发挥表率作
用。

大大学学生生为为440000多多位位村村里里老老人人拍拍照照
免费洗送照片1000多张，只为老人会心一笑

毕业前打算

为千位老人拍照

因为拍照，高梓翔与村里的老
人成了朋友，他喜欢聆听他们那个
时代的故事，喜欢从那一代人的阅
历中吸取经验，老人们一些不愿意
跟儿女说的话，也都愿意跟他讲。

现在村里老人每次看到他背着
相机走过来，都正襟危坐，然后整理
一下衣衫，捋一捋头发，让他再多拍
几张照片。

高梓翔告诉记者，他最愿意看
到拍照时，老人脸上露出的灿烂笑
容，他们笑得很真实，很淳朴。

“老人需要有人去倾听、交流，
拍照也是一种敞开心扉的交流方
式。”高梓翔说，每次为老人送去照
片，他们总是将他从屋门送到大门，
再送到胡同外，看着他们脸上满意
的笑容，那是自己最感动的时刻。

毕业前，高梓翔打算为1000位
老人义务拍照，他说，这不为别的，
只为拍照时老人会心的一笑。

编班过程全公开
家长现场监督

24日，在东营市实验中学均衡
编班现场，不仅有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教育主管部门的现场监督，还有
学生家长代表和教师代表的现场参
与，整个电脑派位现场通过投影仪，
在大屏幕上公开进行。

李聚心是东营市实验中学
2013级的新生，妈妈樊女士是这次
公开均衡编班的家长代表，“今天
看了这个编班过程，我们很放心。
孩子所在的班级经过这么多人现
场监督，公开进行，并且还签了字，
谁都无权让学生插班，公平公正，
真的很好。”

本报记者 李沙娜

师师生生分分到到哪哪个个班班，，电电脑脑说说了了算算
东营市东城中小学公开均衡编班，未参与编班不予注册学籍

本报东营8月25日讯(记者
李沙娜) 托熟人拉关系帮

孩子找个“好班主任”、花钱请
吃饭让孩子进入“好班级”，似
乎成为每年招生季让人最困
扰的事，为了避免“择班”“择
师”，今年东营市东城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首次实行公开均
衡编班。24日，本报记者走进
学校进行了探访。

均衡编班是指采取电脑
派位的方式对学生所在班级
进行编排，并当场公布班主任
和教师配置情况，同时报教育

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成立
督察组，监督所属学校均衡编
班情况，学校启动均衡编班工
作程序后，还要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及10名以上家长
代表、教师代表现场监督。

24日，记者在东营市实验
中学看到，学校有1420多名新
生，学校在进行分组时，按照
性别、入学测试成绩等，确定
了A、B、C、D四个大组。A组男
生按“A1-A7-A1”顺序、女生
按“A7-A1-A7”的顺序，又分
成28个小组，然后对双胞胎、

重名的学生进行检测，通过与
下一个小组同分数、同性别的
学生进行置换，最终确定了28
个小组的成员，每个小组为1
个班级。

虽然中学是按照成绩高
低分出了各个班级，但成绩仅
用于均衡编班，不用于评比评
价，也不以任何形式对外公
布。而小学的编班依据除了性
别外，还有新生入学时的基本
常识交流测评，跟中学相同的
是，测评成绩也不用于对学生
的评价，不得对外公布。

教师的均衡配置也是随
机进行，在班主任老师及任课
老师形成固定小组后，班主任
老师抽签决定所负责的班级，
同一小组的任课老师也负责
这个班级的教学。

编班过程完成后，学校将
各班学生花名册及班主任和
教师分配情况按照班级顺序
打印报给教育主管部门，教育
主管部门将按照参与均衡编
班花名册审核学校新生建籍，
没有参与编班的，一律不予注
册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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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涛

爷爷一辈子

没留下一张照片

高梓翔是邹平县临池镇
北园村人，目前是云南红河学
院视觉传达专业的大三学生。

北园村居住着许多80岁
以上的老人。在这里，高梓翔
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的
他，经常看到伙伴们和爷爷奶
奶在一起，而他却一次也没见
过自己的爷爷奶奶。

爷爷过世很早，生活了一
辈子却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给

子孙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长大后，他想到有一种方式能
弥补这种缺憾，那就是摄影。
他计划有朝一日用相机将村
中老人的生活定格在某一瞬
间，让他们在端详照片的时
候，细细回味人生的酸甜苦
辣。

2010年上大学后，摄影成
了高梓翔的必修课。2011年
初，他买了第一台单反相机，
义务为老人拍照也正式提上
了日程。

帮老两口拍下

人生第一张合影

农村不比城市，很少有老
人到照相馆拍张照片留作纪
念，有的老人甚至一生也没照
过相。

当村中老人看到高梓翔
义务为他们拍照时，心里非常
高兴。邻居王秀芳和高德善老
两口快70岁了，结婚后没拍过
一张合影。几年前，村里办身
份证需要一寸照片，那是老两
口第一次拍照。

前不久，高梓翔为他们
拍了一张合影，王秀芳特意
将照片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烟
盒里，还用纸包裹着。她将纸
一层层拨开，小心翼翼，生怕
将照片弄折，然后用苍老笨

重的右手捏住照片一角给记
者看，照片中的他们笑得很
甜，很幸福。

高梓翔不仅为老人义务
拍照，还免费为他们洗送照片
1000多张。他说，为老人拍照不
是为了挣钱，而是深入基层去
了解他们的生活。现在，他已经
洗送了1000多张照片，都是他
骑车亲手送到老人手里的。

两年来，高梓翔已经为
400多位老人拍了肖像，北园
村的每一位老人都有了属于
自己的照片。现在他又到邻村
以及敬老院，去为更多老人拍
下他们人生的第一张彩色照
片。

“为老人拍照，最初只是想弥补心中的遗憾。”22岁的高梓翔说。
从小没见过爷爷奶奶，甚至没有他们的任何照片，高梓翔一直觉得

很遗憾。上大学后，他决心要用手中的相机记录村里老人的点点滴滴。
两年来，他已走进400多位老人的生活，为他们拍照。

在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完照片后，高梓翔又给他们拍了张合影。 本报通讯员 董乃德 摄

一位拍过照的老人拿到照片后
高兴地向周围人展示。

高梓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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