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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主打

济宁市纪委发布通知，要求务实节俭办会

““两两会会””一一律律吃吃家家常常菜菜、、自自助助餐餐
本报济宁1月6日讯 (记者

晋森) “两会”代表、委员要严格
执行“禁酒令”、“禁烟令”，不准外
出吃请、请吃，会议安排自助餐供
应家常菜，不代发宣传品、纪念品
等与会议无关的物品……近日，
市纪委发布“两会”期间有关纪律
的通知，提倡务实节俭的会议环
境。

3日，济宁市纪委、市监察局
发布了《关于严肃市人代会、政协
会期间有关纪律的通知》，要求务
实节俭办会，继续保持大会主席
台不摆放花草，主会场外和各代
表团驻地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
放花草，不实行交通管制，不用警
车开道。会议一律安排自助餐，工
作餐应当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

香烟、酒水和饮料，不接受任何馈
赠、赞助，不代发宣传品、纪念品
等与会议无关的物品。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与会代
表、委员赠送礼品。

同时，要求“两会”代表、委员
一律在驻地按规定用餐，严格执
行“禁酒令”、“禁烟令”，不准外出
吃请、请吃，不准参加任何单位和

个人组织的各种宴请及娱乐活
动，不准到部门单位食堂聚餐，不
准用公款购物相互馈赠，参加会
议做到统一乘车，严禁公车私用、
公车私驾。

会议期间，济宁市纪委监察
局将联合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对
各项纪律规定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开展明察暗访，对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并进行实名通报
曝光；涉嫌违法的，由有关部门依
法处理。因疏于教育管理，代表团
成员出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造成
不良影响的，在查处当事人的同
时严肃追究代表团团长的责任。
同时，市纪委公布24小时举报电
话：12388，欢迎市民投诉举报。

就业、养老、教育、食品安全……

““微微心心愿愿””刚刚开开通通，，引引市市民民倾倾诉诉
本报济宁1月6日讯 (记者

孔令茹 ) 6日，本报两会特别报
道“微说两会”首日征集直通两会
的“微心愿”，不少市民通过热线、
微博、微信等方式，向本报倾诉了
他们心中的“微心愿”。

“养老院的价格太高，而且不
能自理的不收，可是能自理谁会
去呢？”6日下午，兖州区刘先生拨
打本报互动热线说，现在老年人
越来越多，一些家庭因为子女工
作或老人身体原因，需要到养老
院度过晚年，但身边很多老年人

却在选择养老院时碰了壁。
刘先生说，现在大家都在呼

吁“老有所依”，但遇到收费高且
对身体条件又限制的养老院，难
过的不仅是老年人，还有力不从
心的子女们。“希望政府向老年人
倾斜一下，更贴心一点。”刘先生
说，这就是他最想说的微心愿。

济宁城区的郑女士，也通过本
报 官 方 微 博 表 达 了 自 己 的 心
愿——— 希望食品更有安全保障。

“近几年各种有毒有害食品层出不
穷，大家最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不

仅应该得到重视，还要真正落在实
处。”郑女士说，政府应该加大对大
小饭店的食品卫生检查力度，保证
老百姓对入口的食物安全、放心。

除此之外，本报微信也接到
不少市民对教育、交通等方面的
倾诉。又是一年“两会”时，您有什
么建议、意见想告诉咱济宁的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可以通过本
报互动热线(18605470110)、微博
(齐鲁晚报今日运河)、和本报官
方微信（今日运河）告诉“社区姊
妹花”。

6日下午，城区洸河路上
一公交站牌处，环卫工人房景
芝用扫帚从候车凳下扫出一
小堆烟头。“这是今天第五次
来扫烟头了，旁边就是垃圾
桶，但很少有人往那里扔。”

房景芝负责洸河路上近
两公里的一段道路，最让她头
疼的就是两个站牌。“每个站
牌都有垃圾桶，但等车的人抽
完烟总是把烟头随手丢在凳
子下面。”房景芝无奈地说，每
次清扫时，垃圾桶内的垃圾还

不及凳子下面多。
正和记者说着话，一辆经

过的轿车里飞出来一团纸，房
景芝拿着扫帚，小心翼翼地穿
过车流，将纸屑扫进簸箕。“大
家不乱扔垃圾，都讲卫生，就
是我最大心愿。”房景芝说。

开个手机维修店，是苏春风
2014年最大的心愿。“有了自己的
店就可以稳定下来，再找个女朋
友，然后结婚过日子。”但是现在
门面房的租金太贵了，租多大的
门面，在哪里租门面，苏春风还没
有考虑好。

6日下午，在王母阁公园附近
的一家手机店里，苏春风正在给
顾客检查手机。从宁夏刚回来才
一个月，经常在全国各地打工的
苏春风打算稳定下来，在济宁安
家，过上踏实的生活。

水 管 工 、电 焊 工 、铆 焊
工……上完高中就走入社会，
苏春风学会了很多手艺，凭着
这些手艺，找到的工作都不错。

“大部分都是在工地做技术工
人，北京、上海等城市都去过，
但是没有家的感觉，特别想回

来。”苏春风说，打工期间他学
会了修手机，现在给朋友店里
帮忙，2014年寻思着在济宁城
区盘个手机维修店。

父母去世七八年了，苏春
风走南闯北都靠自己。“没有父
母可以依靠，只能靠自己。”苏
春风说，家庭条件不好，在外面
打拼了六七年，他存下了点钱，
想用这笔钱在济宁开家手机维
修店，“但是店面太贵了，一家
六七平米的店一年就三万多块
钱。”苏春风说。

“现在国家对大学生就业有
挺多的政策扶持，虽然我不是大
学生，但我会挺多技术，也想好好
创业，希望政府给我们这些年轻
人提供更多的创业优惠和扶持政
策。”苏春风说。

本报记者 范少伟

希望创业能得到更多扶持

环卫工人房景芝：

路边等公交
烟头别乱丢

八年前，马行志从老家滕
州来到济宁，与妻子租下一间
门头房，卖些烟酒糖茶，一干
就是八年。靠着诚实守信，马
行志积累了一些老顾客，生意
还算可以。

“有多少能量，就干多大
生意，这个道理我懂，但还是
希望政府多给我们一些扶持，
让做小生意的人可以低息贷
到小额款。”马行志说，每逢中
秋节、春节等销售旺季，他总

是为了进货而发愁。进货需要
现钱现货，他的流动资金不
足，总是难以补足货源，“如果
这些节点能贷点款就好了。”
马行志说，他希望能得到政府
在贷款方面的扶持。

小商店老板马行志：

申请小额贷款
利息再低一些

姓名：苏春风
年龄：25岁
职业：手机维修
心愿：开个手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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