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评”活动首次使用答题卡划票和电子汇票

书书面面票票改改答答题题卡卡，，结结果果更更公公正正

本报济宁12月9日讯(记者 汪
泷 通讯员 张鸣) 6日，全国“青
少年走进科学世界——— 科学实验嘉
年华”展示交流活动在湖南韶山举
办。济宁的小选手们再创佳绩，霍家
街小学等学校选派的小选手们斩获
39枚金牌。

比赛中，选手们表现出良好的
科学素质和实验能力，最终凭借扎
实的科学技能、稳定的发挥，取得优
异成绩。济宁市霍家街小学的高艺、
任城区二十里铺小学的赵久康、嘉
祥实验小学的许涵乐、邹城市第二
实验小学的陈宏宇等同学获得39
金、15银、5铜的骄人成绩，汶上县实
验小学的王文宇获得全国“十佳小
实验家”荣誉称号。

同时，济宁市教学仪器站荣获
全国优秀组织奖，曲阜市鲁城街道
书院街小学颜燕等16人被评为全国
优秀科技教师。在颁奖现场，选手们
聆听了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资深技
术顾问刘颖关于《编程一小时---
人人享有计算机科学教育》的讲座。
本次动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
中国科学院部署，中国少年科学院、
中国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全国“青
少年走进科学世界”科普教育指导
委员会共同举办。

济宁“小实验家”

摘得39块金牌

本报济宁12月9日讯(记者
汪泷) 9日，2015年度“万名

代表评机关”、“民主评议政风
行风”活动进行现场拆封汇
票。今年的“双评”活动首次使
用答题卡划票和电子汇票，这
种方式不仅节约人力、物力，
而且也能确保“双评”结果的
公开、公平、公正。

当日上午9点，汇票现场
分别邀请了6名群众代表、两
名公证人员以及多家媒体代
表进行现场监督。在工作人员
的指引下，6名群众代表首先
检查封存的评议票的票柜。确
认票柜封存完好之后，工作人
员打开票柜，取出了封存着评
议票的信封。

群众代表对每一包信封
也都进行了详细检查后，工作
人员陆续取出评议票。汇票现
场，摆放着光标阅读机。“今年
的‘双评’活动首次使用涂卡
的形式进行评议，其原理类似
于高考中使用的答题卡。”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采用了
答题卡划票和电子汇票的方
式，所以评议票由原来的将近
10页一本的书面评议票，改为
1张纸的答题卡评议票。

随后，工作人员开始将评
议票放置在光标阅读机上，在
群众代表的监督下，光标阅读
机快速的扫描每一张评议票。
在一旁的显示屏上，每张评议
票的填涂结果都立即呈现出

来。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光学
标记阅读机进行电子汇票，具
有识别精度高、阅读速度快、
智能调试、使用方便的特点。
原来需10天完成的汇票任务
现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汇票，
书面票结果自动生成。按照参
加上半年履职情况公开评议
的市政府部门单位，网上评议
占20%、上半年评议占30%、书
面评议占50%的比例；其他单

位网上评议占20%、书面评议
占80%的比例等计算公式，现
场统计出2015年“双评”综合
得分。“双评”结果将于近期向
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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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村落、古驿道、老
祠堂前，必有古木苍郁参
天。这 3万多株的古树名
木，见证着济宁的四季更
替和城市变迁。

在泗水县安山寺内，
有两株闻名遐迩的银杏

“夫妻树”，曾收录《中国古
树》排行榜第二名，每年都
有游客慕名而来，在古树
上挂上祈福的红绸带。

这两棵一雌一雄的银
杏树，对立而望，相传为孔
子亲手所植。虽然树龄已
有2500多年，仍然根深叶
茂、俊俏参天。每到秋季，

树冠遮天蔽日，满树金黄
的银杏叶与祈福的红绸带
交错，美不胜收。

除了银杏树，侧柏、国
槐和黄连木属于济宁较多
的古树名木树种。济宁城
区最老的古树，是一株距
今2400余年的黄连木，位
于古楷园小区。相传这里
原是纪念孔子弟子任不齐
的祠堂，这株黄连木就栽
在祠堂前。随着历史的变
迁，虽然祠堂被破坏，古树
周边沧海桑田，但这棵“先
有楷子树后有济宁城”的
老黄连木，仍然守望着这

片土地。现在虽然主树干
已经干枯，侧边却又生出
新枝，“楷抱子”的黄连木，
一直是老百姓眼中的吉祥
之树，古楷园小区因古树
而得名。

济宁市林业局场圃种
苗站的工作人员说，由于
自古重视农、林间种，济宁
地区存留的树木种类丰
富、数量可观，目前，全市
共有古树名木34科61属83
种，总株数33194株，主要
分布在曲阜、邹城、嘉祥等
县市区内，以古树群为主。

古树名木作为济宁最
原始的“土著居民”，历史
文化厚重。除了2500多年
前孔子手植的银杏，“先有
楷子树后有济宁城”的黄
连木，还有唐朝名将尉迟
恭“勒马看槐”的千年古
槐，有千年守望儒家文化
的古柏桧群。无论千年银
杏还是唐槐汉柏，参天的
古木，都镌刻着济宁的数
千年历史。

为保存这些古树名
木，济宁市出台了《济宁
市古树名木保护办法》，

编制《济宁古树名木》图
册，定期组织古树名木资
源调查和病虫害防治普
查，对所有古树名木建档
立卡、登记在册，纳入数
据库管理和文物保护范
畴进行挂牌保护，对发生
病虫害的古树名木逐一
制 定 医 治 方 案 、复 壮 措
施，使这些宝贵的“活文
物”得到有效保护，一直
以来济宁市未发生移植
贩卖破坏古树名木等违
法现象。

根据《济宁市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
各县区林业部门每5年要
进行一次古树名木的资
源普查，对本区域内的古
树 名 木 登 记 、拍 照 、编
号，建立资源档案，同时
为每一棵古树名木设立
保护牌，并在保护牌标明
中 文 名 称 、学 名 、科 名 、
树龄、保护级别等内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移动或破坏古树名木
保护牌。

名木古树见证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变迁，济宁的3万余株名
木古树遍布城乡，它们中有2500多年前孔子手植的银杏、有唐朝名将尉迟
恭“勒马看槐”的千年古槐、有千年守望儒家文化的古柏桧群。这些“活文
物”都得济宁市林业部门的妥善保护，统一登记造册、统一挂牌保护，它们
至今仍枝繁叶茂、绿荫参天。

守守望望济济宁宁22550000多多年年
古古树树名名木木今今犹犹在在

本报记者 高雯 通讯员 张晓东

尉迟恭曾在此“勒马看槐”

“夫妻“银杏树相守2500多年

群众代表们一起拆开封存起来的选票。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泗水安山寺的“夫妻”银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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