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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值班
田间地头巡查

2日下午2点，太阳火辣
辣，连日的高温天，使得地里
小麦的收割期也相比往年提
前了几天，接庄街道南集四村
的1600亩麦田也即将迎来收
割旺季。中午在村头吃完防火
员们的大锅饭，臧家坤和同伴
一起朝着四村的防火点走去。

“5月28日就上岗了，我们
这个点就有6个人哩，白班夜
班轮着上。”工作人员在兖微
路沿南集四村东南部穿过，也
穿过了1600亩小麦的密集种
植区。四村今年的防火点就设
在了村子东南部的兖微路上。

“这里看得远，两边都是俺村
子的地，骑着电动车20分钟就
能转一小圈。”从5月28日开
始，臧家坤和其他几名村名就
上任了村子里防火点的防火
员，每天24小时盯着村子东南
的这片1600亩小麦田。

在防火点，除了一个用来
遮阳的防火棚，沿兖微路自南
向北，防火棚一百米开外的道
路两侧就都悬挂着关于“秸秆
禁烧”的防火标语。铁锨、笤
帚……这些拿过来就能用的
简易没货设备也放在了伸手
可得的防火棚外，除了村里配
备的宣传车，防火员们还从家
里骑来了自己的电动车，绑上

“禁烧巡查”的大红条幅，在村
间地头巡查。

700多人参与防火
地头不冒一处烟

5月27日，接庄街道就在
全区率先召开了大气污染防
治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对

“三夏”禁烧工作进行了全面
周密的安排部署。

“空气质量‘只能更好，不
能变坏’，这是一条生态红
线。”开完会后，接庄街道党工
委委员、人民武装部部长刘新
宇回来开始琢磨“三夏”禁烧

期间的工作部署。
“从网格到村到社区再到

街道，各个部门都要加入到防
火的队伍中来，24小时地头要
有专人值守，一旦发现问题就
要及时上报。”刘新宇说，开完
会的第一时间，接庄街道就成
立了一个由多部门和单位成
员组成的700多人的防火队，
48个行政村全部设置了防火
点。街道、社区、村、网格四级
责任包保，坚持24小时值班
制，集中伙食、轮流吃饭、24小

时值班，保证随时随地见到看
管人员。

“各个村的防火工作不应
是单独的，而应该是形成联动
机制，社区与社区相邻的村之
间都要互相帮助，相互支援，
比如南集四村有自己的高压
枪洒水车，一旦周围村庄出现
火点，四村的洒水车也要第一
时间出动。”刘新宇说，将相邻
的村和社区纳入统一的联动
机制，可以避免漏管不管等现
象的出现。

做好秸秆禁烧，同时也要
做好秸秆再利用的工作，推广
秸秆利用的新经验。推行秸秆
生物发电等技术，把秸秆粉碎
压块及时进行外运，加快秸秆
能源化利用步伐。开辟秸秆利
用新渠道。拓宽秸秆利用渠
道，在全街推广东贾村利用废
弃麦秆编织五色扇、孔雀扇、
石榴扇这种“变废为宝”的典
型做法。

老窑厂年底
变身生态园

沿济邹路自西向东行驶，路北
一幢烟囱很是显眼，和一年前不同，
烟囱内并没有飘出大量黑烟。这幢
高达58米的烟囱是附近一所老窑厂
的象征，而在不久，它就会成为周身
带有彩绘的灌婴生态农业园的标志
物。“之所以叫做灌婴生态园，是因
为汉代丞相灌婴的墓地距离生态园
只有300米。”接庄街道南集四村的
村支部书记臧卫华说。

沿绿道进入生态园，32口窑洞
自南向北依次排开，洞内已经清除
了烧砖的设备，内部墙壁和地面均
已经加固和砌平。“32口窑洞20口
用来做陕北特色的民宿，其他的用
来做民俗展览馆，用来展示这所老
砖厂32年的历史和烧砖技法的演

变。”臧卫华说。
除了餐饮和民宿，在这近300亩

的老砖厂原貌上，还将发展果蔬采
摘种植大棚、儿童游乐和动物观光
等项目。将老砖厂打造成为集餐饮、
娱乐、休闲于一体的近郊生态园。

在一年前，这里还是一所正在
作业的老窑厂。2015年，济宁高新区
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这座老窑
厂首先成为被整改的对象。与其强
制整改，不如主动转型。2015年底，
老窑厂关停，移除了烧砖的设备，利
用现有的窑洞和坑塘，老窑厂走上
了向生态园发展的转型之路。

15户贫困户
找到合适岗

“原本的砖厂环境不好，干一
天活回去身上都是土，呼吸也不舒
服。”5月31日上午，在老砖厂的旧
址，几位建筑工人正在紧锣密鼓的
施工，按照设计方案将原本的仓库
变身为餐厅。接庄街道南集四村的

村民李兰荣正在帮着建筑工人和
水泥，她的身份也从一名砖厂的输
送带清洗工转变为一名建筑下工。

老窑厂有20多名干了十多年
的老员工，窑厂停工后，这些老员
工们也没有失业，开始在生态园的
施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生
态园装修餐厅、民宿、绿化都需要
人手，干脆也带着他们一起转型
了。”臧卫华说，等生态园完工后，
这些窑厂的老人也即将走上新的
工作岗位，在生态园里谋得一份工
作。

除了像李兰荣这样的老员工，
生态园内还为韩来奎这样有劳动
能力的贫苦户提供合适的就业岗
位。目前，虽然项目还没建成，就已
经有15名贫困户在生态园里找到
了合适的工作，一天60元钱的工钱
让他们干的很是带劲。“离家不到
十分钟，家里有事可以随时走，这
样的活没地方找去。”韩来奎说，生
态园为自己提供了一份便利的工
作，很知足。

本报济宁6月6
日讯 (记者 孟杰

通讯员 程龙 )
坑洼的道路、破

旧的校舍、落后的
设备……这是几年
前老师和家长对街
庄街道大郝中学的
印象。2013年，济宁
高新区开始对大郝
中学进行改造，“全
面改薄”工作在大
郝中学拉开序幕，
学校迎来了难得的
发展机遇。目前改
造工作已经完成。

大郝中学地处
济宁二号矿井压煤
搬迁区，由于历史
遗留问题等原因，
学 校 发 展 滞 后 。
2013年济宁高新区
大力加强薄弱学校
建设和管理工作，
投入财政资金 3 0 0
万 元 改 造 大 郝 中
学，同时列入全省
解决大班额问题工
程项目，至此，“全
面改薄”工作在大
郝中学拉开序幕，
学校迎来难得的发
展机遇。

在改造中，高
新区为学校配备了
校车，解决学生上
下学安全问题；建
成了高标准的录播

室，为班级配备高
标准多媒体教学设
备，大幅度提高教
学效率；新建的操
场和篮球场，满足
孩子们体育锻炼的
需要；建成使用的
冲水厕所，改善了
卫生环境。积极争
取市教科院对学校
进行“送课下乡，同
课异构”精准帮扶
活动，市教科院每
年带领名校名师和
教学专家来学校指
导工作，使学校师
生深受鼓舞，这一
活动极大的提高了
教师课堂教学水平
和备课执教能力。

接庄街道也相
继投入资金 1 0 0余
万元改造学校。新
建了通往学校的南
北路，整治学校周
边环境；硬化校内
地面，加固校园围
墙；安装空调，解决
了师生冬冷夏热问
题；粉刷内外墙壁，
更换破旧门窗，添
置办公桌椅，配齐
微机室电脑，大大
改善办学条件和师
生工作、生活和学
习环境，改造后的
大郝中学面貌焕然
一新。

建建立立““村村为为主主””禁禁烧烧新新模模式式
接庄街道实现禁烧网格化严密防控
本报记者 孟杰 于伟 通讯员 白振森

进入6月份，随着小麦收割期的到来，接庄街道又打响了一
年一度的“三夏”秸秆禁烧战。48个行政村每村设置一处固定防
火点，7个流动防火点不定时进行巡查，24小时值班……接庄街
道织起了一张全覆盖的安全防火网，保证辖区内“白天不见烟，
夜间不冒火”。

三三十十多多年年的的老老窑窑厂厂变变身身生生态态园园
接庄街道又打造一处精准扶贫基地

本报记者 孟杰 通讯员 陈鑫

在济宁高新区接庄街道南
集社区西北角近300亩的空地上，
有一处32年的老窑厂。2015年底，
济宁高新区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对老窑厂进行转型升级。
摇身一变，窑洞变身民宿和展览
馆、烟囱变身彩绘地标、坑塘注
水成为鱼池，一座占地近300亩的
灌婴生态园即将于年底在老窑
厂原址的基础上建设起来。20余
名老窑厂工人即将变身成为生
态园的职工，附近村庄的贫困户
们也多了打工的好去处，接庄街
道又多一处精准扶贫基地。

大大郝郝中中学学旧旧貌貌换换新新颜颜
““全全面面改改薄薄””迎迎发发展展机机遇遇

接庄街道共设置了48个固定防火点。本报记者 于伟 摄

生态园平面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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