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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仁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你单位尚未履行本机关作出的《限期缴交

决定书》(〔2024〕济住中缴字R40号)。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
关提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自觉履行下列义务：

补缴欠缴贾红丽(身份证号：37083019*****
*400X)的住房公积金18025 . 2元(其中单位应缴
9012 . 6元，单位为职工代缴9012 . 6元)。

如你单位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之规
定，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
出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
利。

催告书送达十个工作日后，仍未履行义务
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执法人员：任晓飞 证件编号：15010016015

执法人员：赵 莹 证件编号：15010016022

联系电话：81959395

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
2024年8月19日

公告
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济住中执催告字[2024]R56号

为推动落实“门前
五包”责任制，构建“共
谋、共建、共管、共享”
的良好局面，近日，济
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
街道城管委联合区执
法局十六里河执法中
队 积极开 展“ 门 前 五
包”宣传工作。城管执
法人员通过宣传引导
向沿街商户重申“门前
五包”的责任范围和内
容，讲解推行“门前五
包”责任制的意义，并
对沿街门店进行检查，
重点加强店外经营、违
规广告牌的规范治理，
助力市容环境不断提
升。

(许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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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共促行业健康发展

济南市推动工伤预防工作向纵深发展
矿山与冶金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性行业，也是工伤事故的高发领域，其安全生产与工伤预防尤为重要。近日日，为全面提

升职工的安全素养与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2024年济南市矿山行业、冶金行业工伤预防宣传培训活动深入企业内部，开展了一系列精
心策划的培训课程与互动体验活动。活动由济南市人社局与济南市应急管理局主办，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舜网、济南南市电视台、济南市
莱芜安康安全培训中心等承办。

记 者 赵清华
通讯员 朱树学
实习生 纵田宇 济南报道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构建全方位工伤预防体系

8月14日，济南市矿山行业工伤预防
培训班开班仪式在鲁中矿业有限公司举
行。济南市人社局、济南市应急管理局、莱
芜区人社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在开班
仪式上指出，加强工伤预防是从根本上消

除事故隐患、有效遏制事故伤害发生、保
障职工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举措。同
时，他们还向职工代表发放了工伤预防
包，传递了政府对职工安全的深切关怀。

“每一个事故案例，都是一次深刻的
警醒。”在矿业行业工伤预防培训现场，80
名职工代表围坐一堂，聆听山东省应急管
理专家郭勇的《从事故案例看工伤预防》
专题讲座。郭勇以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典
型矿山事故为例，深入剖析了事故发生的
原因、过程及后果，让在场的每一位职工
都深刻感受到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我们企业始终将安全生产放在首

位，落实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这次培训
活动，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一次检验，更
是对我们今后工作方向的指引。”鲁中矿
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企
业将通过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强化教育培
训、隐患排查治理、应急准备及工伤预防
宣传等措施，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预
防工伤事故发生。

此外，山东省应急管理领域的专家分
别就矿山和冶金行业的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及应急处置等内容
进行了详细讲解。

14日下午，注册安全工程师张省军对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中的核心条款进行了逐一解读。他
详细阐述了安全出口设置、使用禁止设备
工艺、井巷贯通、图纸管理等多个方面的
具体要求，并结合实际案例，深入剖析了
各类隐患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职工安全意识觉醒
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

“以前总觉得安全事故离自己很远，
但听了这些案例，我才意识到，危险其实
就在身边。”一位参训职工感慨地说。

8月15日下午，在《冶金行业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标准及政策》《事故与应急处置》
培训中，济南市高级工程师徐仁民结合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生动的案例，为参训人员
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

作为从业20余年的老工人，张师傅在
培训结束后说：“多年的经验加上这次系
统的培训，让我对工伤预防有了新认识。”
回去后，他将所学的理念和技能分享给年
轻同事，和大家一起筑牢企业的安全防
线。

除了理论学习，培训活动还特别设置
了VR高空坠落体验等工伤事故体验环
节。职工们戴上VR眼镜，瞬间置身于模拟
的高空作业环境中，亲身体验了失足坠落
的惊险瞬间。“那种失重感和恐惧感，让我
至今难忘。”一位刚刚结束体验的职工心
有余悸地说，“这场培训不仅增强了安全
意识，还提升了我的应急处理能力，关键
时刻能救命，非常实用。”

随着本次工伤预防宣传培训活动的
开展，济南市在矿山与冶金行业的工伤预
防工作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安全之路永
无止境，下一步，济南市人社局与济南市
应急管理局将继续深化合作，加大工伤预
防宣传力度，创新培训方式，拓宽培训渠
道，推动工伤预防工作向纵深发展。同时，
也将积极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
任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工伤预防体
系，为济南市乃至全省的矿山与冶金行业
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共同营造一个安全、
健康、和谐的生产环境。

职工代表现场领取工伤预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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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夏侯凤超 于泊升
徐晓磊 石晟琦 济南报道

这里曾有家，简单却省钱

城中村最怕下雨。
下得大的时候，雨水总是顺

着陈旧的招牌，滴滴答答地聚集
在地上。最头疼的还是房子，姚家
新村都是两三层的老房子，配着
那个时代典型的搭建风格：房子
的楼梯，架在方方正正的天井中，
既方便了住户的通行，也方便采
光。但一到下雨，房子就成了个天
然的水缸，借着天井落到家里，流
了一院子。

最近几次，雨总是来得很突
然。刘东升租住的房子里湿漉漉
的，但他却顾不得收拾。整个院子
十几间屋子，本来住着十几口子
人，随着一纸拆迁通知，“室友”们
都陆续搬走了，只有他拖到了现
在。

拆迁的消息，他是从工友口
中得知的。54岁的刘东升老家河
南濮阳，出来打工的人来自天南
海北，茶余饭后的时间无非就是
聊个天，在这儿待得久了，他们的
消息有时候比房东还灵通。手机
上的消息显示，文博西片区征迁
即将启动，还标了征迁范围。刘东
升不知道哪儿是文博西，只知道
自己又要搬家了。

刘东升平时在工地接散活，
搬砖、刷墙啥都干，和千千万万
个农民工一样，哪儿有活去哪
儿，居无定所。前段时间，老乡给
他介绍了个济南的活儿，他就来

到了济南CBD附近的一处工地。
工友们告诉他，住姚家新村便
宜，一个月二三百块钱就行，好
多人都在住。

那是刘东升第一次踏进姚家
新村。说是村子，里面啥都有。两
条主干道是村里的“商业街”，但
最多也就勉强错开两辆车。一座
紧挨一座、低矮的三层建筑，一楼
是商户，耷拉在头顶的电线，遮住
了陈旧的招牌。年头久的饭店招
牌上泛着厚厚的油灰，还有理发
店、超市、烟酒店，形形色色。住房
就分布在村里的几条小胡同里，
墙上到处都是手写的租房信息。

刘东升没什么行李，也没啥
讲究，在村里转了一圈，就挑了个
便宜的住下了。对刘东升来说，这
只是个容身睡觉的地方，在外打
工，省钱最要紧。

这也实在是座简陋的房子：
三层，每层都有四五间，每间都住
着人，十多口子人，共用院子里一
个水龙头。他的房间在三楼，推开
门，一张床就占了一半的空间。西
墙上用绳子挂起了一块旧布，防
止掉落墙皮墙灰，这是上一个租
客留下的。照明除了一个光秃秃
的电灯泡之外，主要靠东边一扇
年代感极强的旧窗户。阳光透过
方形格子窗照进来，格子窗的形
状投射到床上。从窗子向外看去，
CBD高楼闯入视线。

有时候，刘东升会往窗外看
看，他从不眷恋自己参与过的“大
建设”，因为那些繁华离他很远。
但城中村里的鸡零狗碎，让他觉
得更真实。每天，刘东升们都会从
这里出发，奔向城市的各个角落，

用他们的汗水，换取生活的希望。
他们和这个即将拆迁的姚家

新村一样，曾经来过，然后成为历
史。

从“香港街”到“姚家路”

这几天，城中村涌进了许多
人和车，浩浩荡荡。

最多的是搬家公司。货拉拉
的车一辆接一辆，停在一座座房
子、商铺门口，人们接力把东西运
到车上。找了多年都没找着的画
册、压在箱底的结婚证、孩子上学
的第一张奖状……尘封的记忆随
着旧物呼啸而来，又随着搬家车
缓缓驶去。

王志国拉着辆运货的小车，
成了城中村里回头率最高的
人——— 小车上，是一台梅花牌缝
纫机。

王志国曾在这儿住了三十多
年，几年前搬进楼房后，他就从

“房主”变成了“房东”。这几天，他
时常走到村里，租客都搬走了，他
留下来整理老家最后的家当。这
台梅花牌缝纫机，是当时老济南
缝纫机厂出品的，那时候可是凭
票才能买的“传家宝”。虽说已经
过去几十年，王志国发现拭去灰
尘后还能用，他打算把这台缝纫
机拉到妹妹家。

王志国见证了姚家新村小楼
平地起的年代。四十年前，这里还
是一片空地，远处的CBD更是一
片玉米地。那时候，村里的人开始
建房子。家里没钱的，就先盖一
层，有钱了再加个窗户、安上门，
慢慢添置。房子盖得多了，人气儿
多了，村里也慢慢变得热闹起来。

让姚家新村声名大噪的转
折，在1997年。那时候，原姚家新

村村委会将土地租给村民，村民
便沿街建设起商铺，规模越来越
大，就成了一条有名的商业街。正
逢香港回归，坊间便取了个“香港
街”的名号。

“一条街上，全是门头房，饭
店、茶楼，热闹得不得了。”回忆起
当时的繁华，王志国记忆犹新，

“一打出租车说去香港街，没有不
知道的。”

就在王志国日子一天天变
好的时候，来自德州的赵顺利生
意也越来越红火。2007年，他在
村里开了一家饭馆，四五十平方
米的餐馆里，紧凑地摆着七张小
桌子和一张大桌子，主营家常
菜。那时候，门口支个桌子，摆上
灶台就是厨房。桌子和马扎往外
一摆，升腾的烟火和炒菜声就是
招牌。

北边的香港街人来人往，赵
顺利的店内店外都坐得满满当
当。三块钱一盘的土豆丝桌桌必
点，夏天的啤酒一扎一扎地要，赵
顺利两口子忙不过来，干脆雇了
两个员工，这才勉强维持运转。不
仅这一家店，这一片的生意都热
火朝天。

“香港街”转型成“姚家路”，
是在2012年。经过几次整治后的
姚家路，不见了摊贩，拆除了平
房，更加整齐和宽阔。再后来，周
边建起了CBD、高层住宅。

但姚家新村里依然如旧，沧
桑、落寞、年代感十足，与周围的
繁华格格不入。很多人心里都明
白，这里的搬迁是早晚的事。

城中村和CBD一样有梦

只是，当搬迁真正到来时，无
论是村民、商户还是住客，都有些

怅然若失的感觉。城中村为在此
停留的人们，曾给予了一个最基
础、最简单的“家”，这里留下了他
们太多的回忆。

城中村里的商业街，卖的东
西与别处不同。

在别处最不常见的，是安全
帽、迷彩服、胶鞋和手套，甚至还
有外卖骑手服装。很容易理解这
些物品为何集聚于此，城中村住
宿和消费价格低廉，吸引最多的
便是周围的打工人。有人形容这
里是个“小社会”：里面啥都有，餐
馆饭店、五金百货、发廊浴室等
等。

拆迁前的姚家路上，北边是
在建工地，南边是商铺。一碗大份
板面7块，一份水饺10块，还有羊
汤、烧饼、肉夹馍、炸鸡柳，馋了还
有烤鸭。没有精心设计的招牌，更
多的则是把店里有啥直接贴在门
口。附近的农民工最常光顾这里，
便宜又顶饱。

中午时分，板面店热闹起来，
工人下工了。这家开了十几年的
板面店，装修从未变过。挂在店里
的表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店里纳
凉用的是电风扇。店铺一年租金
三万多，靠一个个饼和面维系起
来。这样的生意，似乎与电扇更搭
一些。

不同工地的人们聚集在此，
有时候会讨论工钱多少。但更多
时候大家吃完就走，互相不认识，
也没有交集。

10元以内的快餐是最受欢迎
的，但偶尔也会有包工头带着下
馆子解馋。赵顺利开店的17年里，
见到了天南海北的人，湖南、湖
北、江苏、云南，操着不同口音的
工人们，在这儿喝酒解乏，包工头
买单。酒也多是二锅头，有时候一

瓶一瓶地还不够喝。赵顺利说，工
人们好不容易能“宰”一顿包工
头，都使劲吃使劲喝。

喧嚣过后，夜晚的城中村也
陷入平静。大家分别回到各自住
所，有时候也会遇到晚归的室友。
说是“室友”，但对于在这租房子
的大部分人来说，维系他们的，大
概也只是墙上的涂鸦和留言。“请
不要向下水道倒垃圾、剩菜剩饭、
菜叶，发现以上者罚款100元”“不
要吵架，不要骂人”。住在这里的
租户普遍文化程度都不高，哪怕
是留言也错误百出，但这都不重
要。

关灯躺在床上，伴着身体的
疲惫很快就能入睡。城中村的热
闹与拥挤、破旧与逼仄，也都抛到
了脑后。城中村的人们和CBD里
面的人们一样，做着一个个天马
行空的梦。

拍张照片然后告别

离要搬走的日子越来越近，
赵顺利也不再进货了。冰箱里还
有些豆角、花菜和肉，卖完就搬。
店里几乎没有生意，大家都在忙
着搬家，城中村的人和物都越来
越少。

最近，店里迎来了一位很久
不见的老主顾。

53岁的房学军曾经在城中村
住了5年，前几个月在沸沸扬扬的
拆迁声中，他从这儿搬走了。房学
军曾是店里的常客，从东北来的
他在济南谋了份保安的活，下班
后有时就会到这儿来。一盘花生
米、几瓶啤酒，这就是他的生活。

最近，房学军回来的次数挺
多，他想再看一眼这个曾经待过
的地方。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盘花

生米、几瓶啤酒，和老板拉着呱，
看着店外忙忙碌碌的车和人。他
喜欢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城中村
比高楼大厦更让他有家的感觉。
但他也知道，这里终将会成为一
片新的高楼大厦，到那时候，回来
如果能干保安的话，说不定是一
种全新的体验。

姚家街上，超市里的东西也
所剩无几，显眼处挂着黄纸黑字
的通知，“最后几天，马上搬走，全
场清仓”“赔钱大处理，男女服装
全场10元起”。老板坐在门口的马
扎上扇着蒲扇，和旁边正在搬家
的米线店老板聊天。十几平方米
的米线店，干了几十年，竟也收拾
出了一货车的东西来。

米线店老板找好了新店铺，
就在临街，但超市老板还没找好，
他也想“躺平”了，“找不到就慢慢
找，再找不到就算了，回家养老。”

不管这里变成什么样子，他都想
未来带着孩子看看这曾经奋斗的
地方。

在来来往往的人流里，67岁
的张建华坐在自己的房子前，支
起了一张桌子，拿起茶壶和茶杯，
给自己倒了一盏茶。身后是自己
四十年前亲手盖的房子，一开始
是一层，后来有钱了加盖一层，再
后来又盖了一层。张建华在这里
结婚生子，城中村见证了他生命
中最重要的时刻。

年纪大了，张建华对家的情
结更深厚。前几年搬走后，张建华
每周都会回来看看。他在租出去
的房子里，给自己留了个小房间，
回来能有个歇脚的地方。现在，租
客都已经搬走了，剩下的杂物零
零碎碎地堆了一地。空荡荡的房
间里，墙上还张贴着张建华儿子
上小学时的奖状。如今，儿子都有
孩子了。

城中村支撑起了很多人的
梦。饭馆老板赵顺利，从20多岁一
无所有，一锅一锅地炒了30多年，
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保安房
学军，只身一人来到济南，他最大

的愿望是攒够了钱回老家；农民
工刘东升，从城中村出发，辗转在
城市中一个个“大建筑”里，那头
是等着用钱的老婆和孩子。

也是在这几天，张建华看到
了许久不见的老邻居们。住楼之
后，老邻居们见得不多了。直到回
到城中村，他觉得所有的一切都
更鲜活了——— 有的邻居运走了梅
花牌缝纫机；有的拿着手机不停
地拍照，拍着拍着，泪就流了下
来；有的聚在一起，讨论着未来这
里将建成商务区、住宅，以前的姚
家新村也要“上档次”了。

大家都知道，“这是大势所
趋”，大家希望，城中村能有个美
好的未来。

天黑了，张建华也要回家了。
他递过手机，让记者给他拍个照。
张建华坐在马扎上，养的小土狗
跑过来，乖巧地趴到他脚下，上方
是家里的门牌号。张建华说，他要
把门牌号好好收藏起来。

照片定格，这是一个人的故
事，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
为化名）

在高楼林立的济南CBD旁边，姚家新村显得很突兀。这些年，随着周
围一座座建筑拔地而起，这座CBD周边唯一的城中村，逐渐成了一座孤
岛。有时候，外来务工者刘东升从自己租住的房间窗户向外看，感觉像一
场梦——— 从上世纪建造的、起了皮的黄色窗框中，透过斑驳的玻璃，视线
越过村里低矮陈旧的楼房，就能望到不远处中央商务区的“山东第一
高”。这样的场景即将消失——— 随着姚家新村启动拆迁，这座CBD边最后
的城中村，也将成为历史。但对于那些曾经在此生活过、打拼过，曾经哭
过也曾经笑过的人来说，关于姚家新村的记忆却永远不会消失。

告告别别，，带带着着旧旧时时门门牌牌号号 也也带带着着当当年年哭哭和和笑笑
济济南南CCBBDD最最后后城城中中村村的的 那那些些人人、、那那些些事事儿儿

居民们搬离前在家门口拍照留念。

姚家新村住户陆续从村中搬离。

被被四四周周高高楼楼大大厦厦环环绕绕，，姚姚家家新新村村显显得得格格格格不不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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