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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教育

为深入推进提高边检服务水平，
全面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近日，日照边检站结合口岸实际，
创新服务举措，打造“边检family”服
务体系，进一步提升边检服务效能，
努力营造温馨安心放心的家庭式氛
围。

一是加强人本服务，提高服务质
量。坚持以服务为中心的工作理念，
以建设服务型边检队伍为目标，优化
服务措施，在办证大厅设立“优质服
务窗口”，服务对象可以自行选择窗
口办理业务，同时设立公告栏、宣传
板，将与旅客、船舶出入境有关的天
气、海洋、交通等情况及时通服和公
布，港区内设立便民警务室，里面配
置了休息设施、雨伞、常用药品、港区
和市区地图、边检服务指南等，为出
入境人员及港区作业人员提供便民
服务，针对船员家属登轮会亲人数有
大幅度增加的情况，日照边检站开通
了“家属会亲船员直通车”，以热情周
到的服务真正让服务对象感受到家

的温暖，认同边
检 这 个 温 馨 的
大家庭。
二 是 优 化 勤 务
模式，提高工作
效率。为最大程
度 地 提 高 服 务
对象满意度，日
照 边 检 站 优 化
勤务模式，细化工作标准，依托移动
警务车、“3G无线验放系统”，将边防
检查的办证窗口、执勤现场前移，建
立起“海上流动办公窗口”，为靠泊业
务量大、作业时间急、登轮人员多的
企业、码头主动提供上门服务，同时
也派检查员赴锚登轮进行“海上现场
办公”，真正实现船舶“锚地零等待”，
进一步提高了办证通关效率，缩短了
服务对象等候时间，三季度以来，共
提供绿色通道服务5次，窗口延时服
务32次，群众满意率达100%，真正成
为了让服务对象满意的执法部门。

三是扩宽沟通渠道，细化服务监

督。日照边检站以抓警民互动为手
段，定期走访服务对象和特邀监督
员，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警民联系卡、
电话回访等方式，广泛征求服务对象
的意见、建议，取服务对象的现实需
求和实际困难，力所能及的为其提供
帮助；在外网站上公布出入境服务热
线、边检QQ群、“微信”语音平台等联
系方式，指派专人对服务对象的业务
咨询、违法举报、投诉等问题进行解
疑释惑，做到“合理需求提到哪里，服
务就延伸到哪里”，争做让服务对象
放心的边检队伍。

（日照边防检查站 张连强）

日日照照边边检检站站打打造造““边边检检ffaammiillyy””

提提升升服服务务效效能能

为进一步推动“三访四见”活
动的深入开展，日照边检站结合
自身实际，在国庆节前主动走访
辖区码头企业，摸排口岸安全风
险，督促落实三方共管协作机制，
切实提高口岸联合防控能力。

期间，该站成立走访小组，深
入辖区码头和重点企业进行走访
排查，了解企业内部管理现状，查
看安全规章制度落实情况，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在强化码头企业
自管意识的基础上，扩大信息搜
集渠道，延伸情
报信息触角，提
高对敏感时期
口岸辖区新动
态、新情况的洞
察能力，及时发
现并消除苗头
性问题和隐患，
确保港区的安
全稳定。同时，

该站还督促码头企业严格落实三
方共管协作机制，充分调动社会
力量，防范和打击口岸非法出入
境活动，共同维护便捷顺畅、安全
稳定的口岸通关环境。各企业单
位就深化近期维稳管控工作交流
了看法，达成了敏感期每天互通
维稳管控信息的维稳协作机制，
深层次加强沟通协作和信息共
享，共同强化口岸管控措施，为日
照口岸安全稳定作出应有贡献。
（日照边防检查站 张连强）

节前走访促稳定 积极创平安口岸
——— 日照边检站深化走访夯实辖区维稳协作基础

开展安全用电宣传

近日，国网莒县供电公司16支
彩虹服务队，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
头，向群众发放宣传材料、讲解安全
用电常识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提
高群众安全用电和电力设施保护意
识，确保农民秋收时节安全用电、放
心用电。 (李兴隆)

加大查处窃电力度

9月23日晚，国网莒县供电公司
组织两个用电检查队，对城区、峤山
供电所的高低压客户用电情况开展
突击检查。该公司加大对重点台区、
重点线路的窃电查处力度，确保将
高低压线损控制在合理水平。

(徐文雷)

规范营销业务命名

近日，为了基础档案数据更加
准确，便于查询统计，国网莒县供电
公司对营销业务应用系统中的台
区、计量点、抄表段、采集点名称采
取统一规范命名，为营销GIS平台、
客户侧供电质量监控等系统信息共
享打下基础。 (李永福)

做好重要客户保电工作

为确保重要客户在“两节”期间
用电正常，国网莒县供电公司组织
人员对县域内的重要用户及人员密
集场所，进行节前供用电安全检查，
并协助客户处理安全隐患、制定应
急处置预案，做到服务、通知、整改、
督导“四到位”。 (张韬)

五项措施保廉政

近日，国网莒县供电公司采取
五项措施，全力做好“两节”期间行
风和优质服务工作。一是开展行风
督查；二是加强窗口管理；三是做好
故障抢修；四是搞好便民服务；五是
加强沟通协调。确保供电服务“零投
诉”。 (李兴隆)

五莲县石场初中物理教师侯文收扎根山村38年

““希希望望我我的的学学生生都都能能走走出出大大山山””

都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因为他们像火种一样点燃学生的心灵之火，照亮学生的似锦前程，毫不吝惜
地燃烧自己。

为了彰显模范教师的优秀事迹，日照市委宣传部、日照市教育局、日照市文明办等单位联合推出“立德树人·感动
日照好教师”评选活动，10 位好教师从日照市 3 万余名教师中脱颖而出，用他们不平凡的从教故事传递正能量，传播
真、善、美。

即日起，本报将推出“立德树人·感动日照好教师”专栏，讲述 10 名教师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感
人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感动，铭记感恩。

开栏的话

文/片 本报记者 张萍

25 日，侯文收在教授物理课。

扎根山村教学 38 年

再苦再累也坚持

25 日，在五莲县石场初中，
记者见到了侯文收，黝黑的皮
肤和深深的皱纹折射出岁月的
沧桑。

侯文收家住五莲县石场乡
东侯家沟村，1975 年，他高中毕
业。“让村里的孩子开始改变，
走出大山看世界”，怀着这种朴
素的愿望，侯文收成为一名民
办教师。侯文收所任教的石场
乡，坡高路陡，蜿蜒曲折的山路

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一不
小心就会摔倒在地。电动车的
电瓶摔坏了，他就步行着推着
车走去学校。无论风雨交加还
是烈日当头，侯文收每天一个
来回，从未给学生耽误过一节
课。

侯文收白天上课，晚上干
农活，即便这样，要养活一家六
口还是很大的难题。曾经面对
患 有 疾 病 的 父 母 和 智 障 的 弟
弟，侯文收的家里时常揭不开
锅，不得不四处借钱。

村支书看不下去了，劝侯
文收回村当会计，侯文收想都

没想就拒绝了。“我走了，孩子
们怎么办？我这辈子没走出大
山，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都能走
出大山。”就这样，侯文收一坚
持就是 38 年。

3 8 年间，侯文收为学生几
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学
生生病了，侯文收就跑到学生
家里去补课；学生的衣服破了，
侯文收就拿起针线帮着补；学
生家里有困难，侯文收就省吃
俭用，拿出自己的钱帮学生度
过难关。侯文收说，他最担心的
就是贫困学生中途辍学，每到
假期过后，侯文收发现有的学

生没到学校，他的心里就会慌
起来，跑到学生家里，苦口婆心
地劝家长让孩子坚持读书。

家长争着让孩子

进入他教的班级

虽已 58 岁，从事物理教学
3 8 年，但侯文收讲课时的认真
劲儿丝毫不比年轻教师差。尽
管没有高标准的教室和先进的
教学仪器，但是侯文收借助于
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事例和丰
富的肢体语言来充实每一节物
理课。侯文收最担心的就是教
不好学生，耽误学生，这对他来
说，是难以原谅的。

目前，侯文收依然带着 2 个
毕业班的物理课。为提高课堂效
率，他的每一堂课都会花比别人
多好几倍的时间来准备。为了提
高学生们的练习水平而又不增
加他们的课业负担，他就自己做
考题，一本书一本书地做，从中
分析出考点趋势，把握考试动
向。学生们做的每一道题，都是
从他做的几十道甚至上百道题
中筛选出来的。

“明知夕阳短，何不自奋
蹄”，侯文收把这句话写在办公
室最显眼的地方，时刻提醒着自
己。为了向那些青年教师看齐，
更好地教授学生，侯文收学上
网、打字、制作课件，时常熬夜到
凌晨。侯文收所带的班级物理成
绩总是全年级第一，他的学生也
多次在全国物理知识竞赛中获
奖。现在，不少家长都争着抢着
将孩子送到侯文收的班级。

教了多少学生，侯文收也
记不清楚了，但他知道，他的学
生 们 替 他 完 成 了 他 一 生 的 愿
望——— 走出大山。他的很多学
生纷纷被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美术学院、湖北工业大学等高
等院校录取。还有不少学生受
到侯文收的耳濡目染，毕业后
也投身教育事业，立志成为像
侯文收一样的人民教师。

照顾智障弟弟

比对儿子还有耐心

除了在教育事业上发光发
热，侯文收还像父亲一样照顾
着智障弟弟。“我弟弟的智商差
不多只相当于 5 岁的小孩，生
活不能自理，照顾他不仅是我
母亲的遗愿，也是我义不容辞
的责任。”侯文收说。

2003 年，侯文收的父亲病逝
了，3 年后母亲随之而去，照顾弟
弟的重担就全落在了他的肩上。
有好吃的，侯文收总是不舍得
吃，留给弟弟。不少人都说，侯文
收对待弟弟，比对他自己的儿子
还有耐心。村里人都说，弟弟比
原来跟着父母生活时白了，也胖
了。

有一年，弟弟走丢了，这可
急坏了侯文收。“他不能照顾自
己，什么也不懂，一定要找到
他！”侯文收骑着自行车挨村挨
户地到处打听，每天奔波 1 0 0

多里路，手脚都磨出了泡，人也
瘦了一圈。终于，功夫不负有心
人，一个星期后，侯文收在莒县
找到了弟弟。

再过两年，侯文收就要退休
了。考虑到侯文收年纪大了，学
校校长陈喜春找到侯文收，想让
他从事一些较为轻松的工作。但
侯文收舍不得学生、舍不得三尺
讲台，硬是要坚持站好最后一班
岗。“只要还在这个讲台上一天，
就要用良心来教育孩子。只要学
生们愿意上我的课，我就坚持到
最后。”侯文收说。

蜿蜒15里的山路，是五莲县石场初中的教师侯文收每天的必经之道，在这条输送梦想的道路上，
他已走了38年。在五莲县最贫困偏远的山沟里，肩负着爱与责任的他，无怨无悔地奉献了一生最宝贵
的时光。他说，这辈子自己没走出大山，但希望学生们能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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