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宁12月6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路笃书) 4

日，从全市基层慈善组织网络
建设观摩会上获悉，10年间，全
市的“慈心一日捐”实现了倍
增，一举突破了5000万元，显示

了基层组织聚合慈善资源的强
劲优势。

当日，与会代表现场观摩
邹城、曲阜、汶上等地的9个基
层慈善组织建设，有5个县市区
作了典型发言。

会议要求，全市慈善救助
系统要完善捐赠动员与善款接
收、救助审批与款物发放以及
慈善捐助信息公开等工作制

度，以系统的、完整的工作程
序，引导基层捐赠、救助等慈善
活动规范开展、有序进行。各县
市区总会要指导乡镇(街道)分
会和村居(社区)工作站继续开
展好“慈心一元捐”活动，坚持

“集体投一点，村民捐一点，企
业(大户)助一点，在外人员援
一点”的经验做法，不断发展壮
大基层慈善互助基金。

济宁“慈心一日捐”实现倍增
基层慈善组织功不可没，聚合慈善资源优势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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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2月6日讯(记者
贾凌煜) 6日，济宁市江西

商会举办成立两周年庆典暨
会员企业推荐活动，当日江西
商会为微山县马坡乡敬老院
捐赠资金5万元，用于改善该
院基础设施和老年人医疗救
治条件。

山东省江西商会济宁办
事处暨济宁市江西商会成立
于2013年12月8日，山东金博

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勇华
为首任会长。该商会既是在济
赣商学习交流互帮互助的纽
带，也是合作共赢抱团发展的
载体。商会成立以来，在济赣
商继承“江右商帮”的优良传
统，推崇“贾德”、注重诚信，企
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
散经营到抱团发展，取得了让
人瞩目的成绩。

江西商会捐款5万

改善敬老院设施

本报济宁12月6日讯
(记者 高雯 通讯员
孙晓 绪言) 4日，张
香菊穿上儿媳买的新衣，
高高兴兴地从黄屯街道
岗上村到济宁高新区管
委会领奖。当日，济宁高
新区表彰312户区级“五
好文明家庭”、及“十佳好
婆婆”、“十佳好媳妇”。

“跟孩子相处的最重
要方法就是少计较、多包
容，把儿媳妇当亲闺女来
待，少说不争，多让着孩
子点。”被评上济宁高新
区的“十佳好婆婆”张香
菊一家格外欢喜，最开心
的是得到邻里乡亲的认
可和道贺。

“婆媳相处重在沟
通，多交流、多理解，用真

心换来真心。”济宁高新
区“十佳好媳妇”代书梅
说，孝心要落到点子上，
就得站在长辈的角度想问
题。“像以前我们跟长辈在
消费观念上有很大不同，
给他们买东西时就主动多
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不
破费不攀比，买些物美价
廉的，让他们高兴。”

济宁高新区党工委
委员、工会主任秦秋来
说，高新区“五好文明家
庭”、“十佳好婆婆”和“十
佳好媳妇”的评选表彰活
动从9月份启动，经过了
宣传发动、各单位街道组
织上报、评委组评审和评
选公示4个阶段，最终评选
出区级“五好文明家庭”
312户、“十佳好婆婆”10名

和“十佳好媳妇”10名。
秦秋来说，评选表彰

的主要目的在于弘扬传
统美德、倡导文明，不断
提升高新区公民思想道
德水平和城乡文明程度。
通过这种公开表彰，把评
选出的先进典范对社会
形成新风尚的良好做法，
传递开来，让邻里乡亲学
习和仿效，营造出美丽乡
村建设创先争优的良好
氛围。

此次评选出的“五好
文明家庭”、“十佳好婆
婆”、“十佳好媳妇”，主要
是以村和社区为主体，突
出社区居民和村民的主
体地位。获评的家庭传递
着平凡人家的其乐融融，
邻里友爱的文明之风。

本报济宁12月6日讯(记
者 庄子帆 通讯员 秦明)

4日，济宁交运集团表彰了
24名“最美驾驶员贤内助”，
李勇是其中唯一一名“最美
驾驶员好丈夫”，因为经常帮
着妻子王艳秀打扫城际公交
的卫生，被同事们成为“最美
驾驶员好丈夫”。

在汶上汽车站，不少人经
常能够见到李勇给妻子帮忙
的甜蜜瞬间。他的妻子是汶
上—济宁汽车北站城际公交
的司机，有时上晚班收车时晚
上8点了，王艳秀还要打扫车
体卫生。心地善良的李勇只要
不上晚班，就会准时到车站等
着，并帮妻子打扫卫生。

“开了一天的车，很辛苦
了，我能帮一点是一点。”李勇
说。实际上，细心的李勇还将

妻子的运行时刻表也存在手
机里，卡着妻子到站的点，就
打电话问声平安。

4日上午，在“最美驾驶员
贤内助”的颁奖仪式上，来自
济宁交运集团下属各个分公
司的24名驾驶员，以及他(她)
们的妻子(丈夫)一起度过这
个光荣又温馨的时刻。伴随着
循环播放的《我的好妻子》歌
曲，24名驾驶员亲自把美丽的
花束献给默默为他们付出的
另一半。

在这24名最美贤内助当
中，不仅有能顶“半边天”的
妻子，也有“暖男”丈夫，还有
体贴入微的好婆婆。24个家
庭有着不同的温馨故事，但
相同的是妻子对丈夫的默默
陪伴，丈夫对妻子的鼎力支
持，还有将儿媳当女儿一样

疼爱的婆婆。
当接到丈夫亲自为自己

献上鲜花时，一些驾驶员妻
子感动的流下了眼泪，这么
多年的委屈、劳累都已经不
重要了，重要的是丈夫将旅
客平安送到目的地，然后平
安地回家。

“道路客运是一个高危
服务行业，现在乘客对安全
最为关注，作为一名驾驶员，
乘客的安危很大程度掌握在
驾驶员手中。”济宁交运集团
工会主席李永前说，让家庭
融入安全生产中，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亲情助安”的安全
核心理念，促使安全文化理
念在广大职工及家庭中深深
扎根，建立起企业、职工、家
属共同关注安全、共同为安
全努力的三体联动模式。

用用真真心心换换真真心心
婆婆媳媳一一团团和和气气

他他们们安安全全驾驾驶驶
有有贤贤内内助助功功劳劳

李勇的手机上保存着妻子的运行时刻表。本报记者 庄子帆 摄“好媳妇”们领奖。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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