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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青阳镇刘家村八旬老人刘祯善和刘洪泽为百姓造福

坚坚持持绿绿化化2200年年，，荒荒山山变变翠翠林林
增设临时停车位

保学校道路畅通

目前，邹平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在全县开展了城区道路交通严
管整治行动。大队结合辖区实际，
突出校园周边工作重点，在黄山
一路实验二小东路段等学校周边
设置临时停车位80余个，进一步
规范了校园周边路面停车秩序，
净化了校园及周边道路交通环
境。 本报通讯员 王轩 本
报见习记者 赵颖鑫 摄影报道

山上凿石盖庙宇
亲手栽树搞绿化

日前，记者来到刘家村，见
到了两个老人。刘祯善和刘洪
泽热情地带记者参观了他们亲
手盖的碧霞行宫、运粮姑、王灵
官、菩萨殿、玉皇殿、龙王庙等
20间庙宇，还有先后种下的约
4000多棵树，包含了果树、松
树、国槐、柳树、银杏等多个品
种。为了保护好古泉的泉水，两
位老人又在泉眼附近盖了保护
墙，顺上了一根管子，确保了泉
水的干净，多年来附近耿家村、
刘家村、东窝坨村的村民都是
来这里装水。

两个老人回忆起二十多年

的点点滴滴仍历历在目。“东山
在二十多年前还是一片荒山，
那时村里有9个人自行想着绿
化这座荒山，最后有些人因为
资金的短缺和家人的反对中途
放弃了。毕竟绿化荒山没有盈
利，有时候香火钱也大都用在
种树和再建庙上了。有时候，我
们还得自己掏钱，还好我们的
家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着
我们，我们也一直从未想过放
弃过开发荒山、植树造林、盖庙
行善的想法，现如今只剩下了
我们这两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儿
了。”刘祯善说。

老人还告诉记者，建庙宇
用的石头都是他们从山上凿
的，山路难走且窄，他们用一车

车推下来。一块砖头一片瓦，也
是一点一点从山底下搬上来
的，那个时候山路很陡，对两位
老人是很大的考验。“每年八月
十五，我们俩早晨5点就起来割
草，因为要防止枯草引起火灾，
这一割就是两个多月。树苗是
每年陆陆续续都有栽种，我们
都是买来后随身捎带来，自己
刨坑，自己提水灌溉树苗。这种
土山的树木不好生长，所以费
了不少心思。”

起早贪黑上山下山
泉水净了空气好了

“这二十年来，不管雨雪、
炎热寒冬，我天天早晨4点多起
床然后上山，打扫下山上的卫
生，也防止调皮的小孩子折树
枝搞破坏，晚上7点才回去。天
天劳动着，感觉有事干，内心也
不空虚，老人们在晚年也应该
为社会多做贡献，绿化好了，为
子孙后代们留下青山绿水。”老
人们自豪说。

刘祯善老人的两个儿子告
诉记者：“村里人曾经很不理解
老爷子，感觉很愚蠢，后来时间
长了，父亲一直如一，绿化了环
境，保护了泉水，村里不理解的
声音也少了。去年过年时，姐姐
也劝说父亲年纪大了，每天起
早贪黑上山下山怕身体吃不
消，但82岁的父亲却表示现在
身体还行，等到啥时候干不动
了才不干了。父亲一直有自己
的想法，也不求什么回报，一辈
子吃苦受累的从来不喊苦累，
我们做子女的就该顺从老人，
况且这是好事，多年来家里人
在物质和精神上也一直支持着
父亲。”

“两个老人起早贪黑搞绿
化，弯着腰抱着砖头从山底下
沿着陡坡一点点往上移，我们
这些年轻力壮的人有空时也帮
着搬搬，老爷子们带领着种了
树、护了泉，如今泉水干净了，
空气也好了很多。”刘家村的一
位村民说。

从最初的一片荒山，到现如今的满眼翠绿，邹平县青
阳镇刘家村的两位八旬老人刘祯善和刘洪泽二十多年如
一日，用双手将刘家村外环的东山改造成了绿林，为百姓
造了福。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尹玉清

““有有时时候候追追着着塑塑料料袋袋跑跑很很远远””
环卫工车流中穿梭捡垃圾让人感到心疼

本报4月10日讯(见习记者
尹玉清) 近日，记者在山南

广场的入口处发现一名60岁左
右的女士陪着一名年龄相仿的
穿着工作服的男环卫工人弯着
腰仔细地清扫公路两旁的垃
圾。原来这是一对夫妻，环卫工
翟师傅的妻子担心他忙不过
来，所以每天上午都来帮他清
扫。

环卫工翟师傅告诉记者，
他主要负责这300米路段外加
一个桥洞子的清扫保洁工作，
他的工作时间是每天6：30到
11：30，下午1：30到5：30。“中午
回家吃了饭刚刚误不了下午上
班的点，刮风下雨也要正常上
班。像秋天，一片片的杨树落叶
都得不时地清扫干净，遇到雨
雪天气垃圾粘地很不好打扫，
连个躲避的地方也没有；有时

候为了捡个塑料袋追好久，这
些也都习惯了。”翟师傅说。

“这路上车来车往的，他腿
脚不灵便，有时候也很担心他，
下午的时候他自己能忙过来，
但上午垃圾多，所以我每天上
午都来帮他清扫。特别是双休
日和节假日，果皮、纸屑、烟头、
塑料袋等更多，我们更不得闲
了。”翟师傅的妻子告诉记者。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
民，他们大都表示这群城市的
美容工的工作还是很辛苦的。

“有时候看到一位年龄大点的
老大爷弯下腰捡垃圾，还不时
地环顾周围车辆，瞬间感到很
心疼。他们工资也比较低，我们
应该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劳动
成果，做个文明市民。”市民徐
先生说。

也有市民指出这里的垃圾
桶少了点，“本来广场上人会多
点，到时候车定会把那个公路

段给占了，可是好长的距离都
没有发现一个垃圾桶。”

刘祯善(左)和刘洪泽(右)老人背后就是他们改造好的绿树青山。

邹平供电成功完成

首次独立带电作业
本报讯 4月7日，邹平县供电

公司带电作业班对10千伏道口线
44#杆成功实施带电作业，完成了
44#杆的令克和引流线的更换工
作。此次作业是邹平县供电公司
首次独立实施的10kV带电作业，
为全年计划的150次配网带电作业
积累了典型经验。

与以往采用的停电消缺方式
相比，本次带电作业的成功实施，
避免了停电对该条线路所带6个
村庄和9家企业的的用电影响，以2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计，成功挽回
2000千瓦的电量损失，从经济和社
会两个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邹平县供电公司在年初的
“两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不停
电就是最好的服务”的优质供电
服务理念，工作管理中把减少停
电次数、减少停电时间等提高供
电可靠率的举措作为提高优质供
电服务水平的重要步骤。

邹平县供电公司从年初开始
加强计划停电的刚性管理，全年
实施150次配网带电作业的计划落
实，从制度保障和工作落实上细
化“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理念
的落地为民行动，从公司管理水
平和群众用电满意度两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绩。 (通讯员 祁磊)

灌溉用电不用油

既省钱又环保
本报讯 “下次灌溉俺们家

也用电，不用柴油机了。”孙镇杨
家村的杨大娘看着邻居这次灌溉
用上了电，既经济又方便不禁感
慨说。

邹平县北部是传统的黄灌
区，当地一直沿袭柴油机抽取河
水灌溉的耕作方式。针对当地的
农耕习惯，供电人员向百姓算了
一笔经济账，灌溉一亩地平均用2

升柴油，一升柴油是7元，柴油机灌
溉的成本是14元/亩；而用电灌溉
则只需13度电一亩，农电价格是
0 . 59元，用电灌溉的成本只有7 . 67

元，并且用电灌溉既方便又节能。
供电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积极

向百姓宣讲电能替代柴油的好处，
发放宣传单2467份，今年仅孙镇所
辖域内采用农电灌溉的用户比去
年增加814户，覆盖农田4000余亩。

邹平县供电公司人员积极为
农灌用户装表接线，检查农灌设
施，排查用电安全隐患，通过细节
落实好“抗旱保电，彩虹春雨”行
动，做好田间地头的“电保姆”，让
农户真正体验到了电能替代柴油
机灌溉的好处。这次灌溉没有用
上电，仍旧采用柴油机的用户，在
看到邻居用电灌溉既经济又方便
的好处后，纷纷表示下次灌溉一
定要用电。 (通讯员 祁磊)

环卫工翟师傅夫妻二人在路边休息。 本报见习记者 尹玉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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