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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黄河救人大学生面对表彰奖励表心愿

“我们将用奖金帮助更多人”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陈玮) 近日，济南市政府发
布2013年全市企业工资指导
线，基准线为增长15%。

据悉，今年全市企业工资
指导线，原则上以2012年济南
市法人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40179元为基数，基准线为
增长15%，上线(预警线)为增
长22%，下线为增长6%。

济南市政府要求，垄断企
业及财政补贴的国有和国有
控股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幅度不得突破基准线。企业年
度职工工资未合理增长的，经
营者 (含企业领导班子成员 )

工资不得增长，企业及经营者
不得参加评先评优；实行年薪
制的企业，有关部门不得审核
兑现经营者年薪。

企业应在工资指导线发
布30日内，通过集体协商方式
制定落实工资指导线实施方
案，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
通过后，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据了解，工资指导线是政
府根据当年经济发展调控目
标，向企业发布的年度工资增
长水平的建议，它只是企业决
定工资的参照系，对企业并没
有强制性，但可作为工资集体
协商依据。

济南市政府要求，充分发
挥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
职能作用，指导企业与职工通
过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落实企业
工资指导线，建立健全职工工
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

在相关通知中，记者还发
现，2011年济南法人单位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35435元，2010年
为31096元，2009年为29883元，
呈现连年递增的状态。

今年工资指导线

最低涨6%

基数为40179元

本报讯(记者 葛亮) 外
企员工驾驶证申领也可找外
商联络代办员协办了。近日，
在济南第十届外商服务月启
动暨新闻发布会上，“赵涛服
务 热 线 ”开 通 ，号 码 为
18888361208，外商、外企可24

小时随时拨打热线咨询。
近日，济南在全市启动

“第十届外商服务月”活动，活
动内容包括开通“赵涛服务热
线”、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举办

“2013年济南外商投资企业专
场招聘会”、组织外企员工进
行健康查体、为外商投资企业
提供仲裁法律服务等。

在今年的外商服务月中，
将集中开展外企“金融服务
月”活动，包括组织“银企座谈
会”、启动中小微企业互助合
作基金工作、为外企提供综合
金融、保险服务等。

济南市外商联络代办员制
度是市政府于2005年推出的一
项服务外商的举措，由商务局
牵头，全市多个涉外部门均设
置了本部门的联络代办员。几
年来，代办员队伍不断扩大，涉
及单位和部门也由34个扩大到
45个。10日开通的“赵涛服务热
线”是外商联络总代办处推出
的24小时服务热线。此外，外
商、外企还可登录市商务局网
站预约无偿代办服务。

代办服务范围包括外企
设立、变更材料草拟，外企法
律、仲裁援助服务，外企外国
员工子女上学协办服务和外
企外国员工驾驶证申领协办
服务等19项。

外商有啥要代办

可拨18888361208咨询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赵伟
实习生 吴起 ) “以前都是拉着
瓜走街串巷卖，现在有了临时售瓜
点，方便多了。”14日上午，济阳县
孙耿镇官庄村瓜农全勇强拿到了
城管人员送来的2013版“西瓜地
图”，心里踏实了。

官庄村10多户瓜农的瓜基本
都已成熟，有一半瓜农已进城售
卖。全勇强3天卖了3000斤瓜，13日
刚刚回村。“我有两个大棚，3亩多地，
产了1万多斤瓜。”

“瓜的产量不错，销路也挺
好。”不少瓜农称，一般由瓜贩来收
或进城去卖。但以前瓜农进城售卖
有不少麻烦，找不到合适售卖点，
瓜贩收购价格又低。“我们卖给小
瓜贩，小瓜贩再卖给大瓜贩，大瓜
贩再去卖。瓜贩卖价高，但给我们
的收购价只有 1块钱左右，赔本

卖。”一位瓜农说。
一位瓜农告诉记者，今年村

里西瓜受气候变化无常和雾霾影
响，种得晚熟得也晚。“去年 2月
初 就 种 上 了 ，今 年 2 月 底 才 种
的。”因迟了20多天，官庄村西瓜
上市晚，没能赶上“五一”前后瓜
价高的时候。“现在第一茬瓜刚
熟，而寿光、平阴等地的瓜从‘五
一’就开始卖了，那个时候一斤3
块多。现在瓜基本都上市了，就卖
不上价了。”

“今年为了不让瓜农们赔钱卖
瓜，村里联系了济南城管，为瓜农
们进城卖瓜申请到了销售点。”孙
耿镇官庄村第一书记张晓亮说，通
过减少瓜农卖给瓜贩的中间环节，
直接面对顾客，能挣点钱不赔本，
希望“西瓜地图”对瓜农们有所帮
助。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赵
伟) 13日，济南市城管局对外
公布了2013版“西瓜地图”。为
加强对西瓜销售摊点的管理，
14日，济南市城管局向各区城
管执法局下发通知，要求严格
审查瓜农身份，防止非瓜农占
用销售点经营。

济南市城管局要求各区
执法局及时发放由市局统一
制作的《应季西瓜临时销售点
示意图》，并安装临时销售点
标识牌，发现破损、丢失的，要

及时更换和补设；及时引导瓜
农至临时销售点销售，对不在
设置的临时销售点售瓜的要
依法查处，坚决取缔；对瓜农
身份严格审查，防止非瓜农占
用销售点经营，并严格销售范
围，不允许销售其他农副产
品。

此外，还要求市城管局城
市保洁管理处做好临时销售
点的保洁工作，免收卫生费，
并由专人负责及时清扫，确保
市容整洁。

“西瓜地图”送到济阳瓜农手中
瓜农：有了销售点，心里踏实了

城管严管西瓜销售摊点

非瓜农不准占用销售点经营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吴金
彪 通讯员 张建勇 ) 14日下
午，山东财经大学举行表彰大会，
授予在黄河救人的吕学良等10名
学生“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优秀
毕业生”荣誉称号，每人奖励1000
元。获奖后，10名学生决定把奖金
用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表彰会上，山东财经大学为
10名同学颁发了“见义勇为先进
个人”和“优秀毕业生”荣誉证书，

还奖励每人1000元。见义勇为学
生代表张凯在会上发言，介绍他
们救人的经过。

“我们打算把钱集中起来，帮
助需要帮助的人。”张凯会后说，
每人1000元钱不多，但是加在一
起也有1万元。从一开始，他们10
个人就有打算，不想用这些钱“吃
吃喝喝”，要把它用在有意义的地
方，“具体用途还要商量”。

张凯说，获奖以后确实很受

鼓励，不管怎么说，大学生受到
“好的关注”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也值得以后回忆。毕竟“四年一
别，可能就要各奔东西”。正如张
凯在发言中所说：“面对险境，是
大家的团结机智以及溺水者的毅
力战胜了死神。营救过程困难重
重，我们不能选择退缩。”

救人学生之一吕学良说，表彰
会结束后，一些大二的师弟师妹主
动要求和他们合影，让他们“受宠若

惊”。他说，现在10人中有7个已经找
到了工作，只有他和王禄、申锦涛还
在找工作或者等待面试结果。6月中
旬，他们就要毕业离开学校了，感觉
有些不舍。“我和周毅、申锦涛老家
都不在山东，我们对山东尤其是对
济南感情都很深。”

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
总支副书记周炎告诉记者，目前学
院正在准备材料，向济南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申请“见义勇为”称号。

救人学生毕业留言：

成功救出溺水者

归功于团结的力量

“阳光穿过碎叶斑驳，留下了
记忆中的你我，同样的五月，独特
的风景线，而这一刻，我们也成为
他们眼中的景色。”13日，应记者要
求，山财大救人学生之一周毅在宿
舍写下毕业前的留言寄语。周毅
说，对于救人一事，他们受到了很
多关注，成了“他人眼中的风景”，
赶到十分“惶恐”，也很“荣幸”。

对于救人，救人学生之一李训
涛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他将成功
救出溺水者归功于“团结的力量”。

“团结的力量赋予我们拯救生命的
勇气，救人只是我们毕业的一个插
曲。虽然我们要毕业了，但我们的
兄弟情义大存，愿我们的梦想都能
实现。”在留言寄语中，李训涛说着
自己的“梦想”

“每个人都写了一段留言寄
语，也算是对我们这次救人事件的
一个总结，是我们毕业前的一段回
忆吧。”14日，刚参加完颁奖会的救
人学生之一张凯说。

本报记者 吴金彪

山东财经大学授予十名救人大学生”见义勇为“称号。
救人大学生前排左起：周毅、高翔、吕学良、颜坤、马强强；后排左起：王禄、申锦涛、王运慈、张凯、李训涛。 本报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山东财经大学领导为救人大学生颁奖。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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