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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魏桥镇“四结合”发放避孕药具
本报讯 邹平县魏桥镇计生办把避

孕药具发放工作与日常工作相结合，发放
及时到位，有效减少了育龄妇女非意愿妊
娠。

一是与开展宣传活动相结合。借助一
切宣传活动，计生工作人员对群众提出的
各类避孕节育知识、药具使用等问题进行
认真的解答，现场发放免费避孕药具。

二是与健康查体工作相结合。结合
每年四次的全镇已婚育龄妇女健康查体
工作，为育龄妇女及时发放避孕药具和
宣传品，最大限度的减少政策外妊娠的

发生。
三是与家庭随访相结合。为有需要的

育龄群众发放避孕药具，对使用避孕药具
人员进行随访，帮助育龄群众减少药具使
用误区，提高药具的使用效率。

四是与人口学校开课相结合。在村级
人口学校课堂上，镇药具管理员集中讲解
各类药具使用知识、操作注意事项，详细
解答育龄妇女提出的各类问题。同时做好
使用药具人员的调查摸底工作，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确保药具发放工作及时、准
确。 (孟凡文)

惠民辛店镇“三化”管理计生专干
本报讯 惠民县辛店镇计生办切实

加强领导，强化工作措施，注重加强村计
生专干队伍建设，推行村级专干队伍“三
化”管理，以确保各项责任目标完成。

服务人性化。镇上制定了村级人口
计生工作条例,要求村专干在工作中做
到态度热情、办事细致、服务周到,帮助
计生家庭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帮助寻求技术、资金帮扶渠道,为计生困
难家庭排忧解难。

管理制度化。对全镇120个行政村分
别制定完善了村级人口计生工作制度、
村专干工作绩效考核制度。同时,坚持人
口计生工作月例会、月报表制度,实行有
奖激励制度。

考核规范化。根据目标责任书要求,
制定了村级认可的计生工作考核内容和
考核办法,并根据情况,严格执行村计生
专干绩效奖励制度。

(郭本涛 任文营)

唐珂身份证丢失 ,证
号：372330198007270019，
特此声明。

更 正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或许你身经百战，或许你支援边疆，或许你从军卫国，或许你在

校就读，或许你……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都在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着。齐鲁晚报今日滨州建国
65周年特别报道之国庆感言，邀你说出对祖国的爱。投稿邮箱：qlwbbz@163 .com；电话：0543—
3210021

【我想对祖国说】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滨城区滨北办事处有
一位88岁的老人，名叫王云
亭，是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
战军渤海纵队的一名炊事
兵。从1946年参军到1949年
上海解放，王云亭1955年从
上海回到滨州老家，见证了
滨城60多年的发展。

本报征集
建国65年间家书

建国65周年来 ,一批又一批
的追梦赤子在滨州这片热土上奉
献了青春和激情 ,在新中国65华
诞来临之际 ,本报特向全市征集
65年间那些充满故事的家书 ,在
蕴含暖流的家书中寻味一段段感
人的历史。

从魏桥创业、滨化集团进入
中国企业500强到盟威制造公司主
要经济指标连续19年夺得国内同
行业之冠、北汽集团零部件生产
基地落户滨州；从“四环五海”工
程顺利完工到滨州荣获国家卫生
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滨州的经济发展离不开
每一个滨州人的付出,无论你是滨
州还是外地人,只要你在滨州这片
沃土上奋斗过,滨州这片大地都不
会忘记。

如果你有这样一份家书 ,欢
迎告诉我们 ,本报将选择一部分
具有代表性的家书进行刊登。

电话:3211123 18654399035

地址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
路渤海九路锦城大厦八楼记者部

挂 失

本报启动
老照片征集活动

本报即日起发起“影像65年·
共议峥嵘岁月”老照片征集活
动。您可以带着珍藏多年的老照
片走进本报 ,与我们一起分享那
些尘封多年的记忆。

老照片 ,不仅是我们美好的
记忆 ,更是我们这个城市发展的
见证。

您可记得,几十年前,新兴市场
刚建成；您可记得,蒲园第一天开
园,人来人往,挤满了整个景区；您
可记得,现在的银茂大酒店当年曾
经是东方红旅社?几十年前,滨州
还没有这么多耸立的高楼大厦,也
没有如此繁忙的交通,有的只是连
片的田地,古朴的建筑。

如有必要 ,本报记者将上门
翻拍照片,并进行采访。同时,也欢
迎个人、单位将收藏的与建国有
关的实物或照片拿出来 ,与大家
分享。

电话:3211123 18654399035

地址: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路
渤海九路锦城大厦八楼记者部

今年已88岁高龄的王云亭老人依旧精神矍铄。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挑着扁担

从滨州走到上海

1946年，20岁的王云亭通
过抓阄的方式获得了一个参军
的名额，与同村的4位有志青
年，怀揣着村里赠送的3元北海
币，由老人们将他们送出吴家，
走进了沾化县黄升店渤海军区
四分区后勤部。

因为王云亭之前在家里卖
过馒头，到部队后就被安排了
炊事员的工作，由第四军分区
警卫连当炊事员，又调入渤海

军区后勤部医院当炊事员。后
来他所在的渤海军区后勤部医
院于1948年改编为渤海纵队后
勤卫生部随军医疗队，从此他
挑着扁担，部队打到哪里他就
挑着扁担把伙食供应到哪里。

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
战役……大大小小的战争王云
亭不知参加了多少。“济南战役
一天下来，伤员达到了1000多
名，但是医院才百十人，既要照
顾千余病号，还要做饭，我就从
老百姓家里借来了压面机子，
一天压了100多斤面条。”王云
亭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还非常激
动。

1948年11月，济南战役结
束后，华东野战军电令渤海纵
队南下参加淮海战役，到兖州
后又改徒步行进，医疗队炊事
班的同志们挑着炊具、行军锅
和油、盐、酱、醋，一路跟进。

王云亭说，南下途中，有
非常多的惊险，下雨天爬山走
夜路，经常有战友掉到井里，
他们就用破布将彼此拴在一
起，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山

路中，走下坡路时，他们就坐
下来像溜滑梯一样，从山上往
下溜。

部队夏发一身单，冬发一
身棉，战友们光着屁股穿棉裤，
常年在野外、村头、街巷的潮湿
地上睡觉，他身上生了疥疮，不
能行走，只好坐在拉被褥的牛
车上，走着走着，突然敌机吼叫
着俯冲下来，他从车上滚了下
来，落在了满是高粱扎子的地
里，险些被秸秆尖“穿身”。“很
幸运，多少次敌机轰炸，机枪扫
射，我都幸运得躲了过去，直到
战争结束我都毫发无损。”王云
亭庆幸地说。

60年前的滨城

大都是土路土房子

1949年5月，上海战役胜利
结束，上海完全解放后王云亭
所在的部队进驻上海，直到
1955年，王云亭复员回到老家，
回到了吴家。“那时的滨州非常
破旧，整个城区看上去都是破
破烂烂，就连城墙都被敌军给

推倒了，印象中只有杜家的房
子是瓦房。”王云亭回忆说，那
时的南街、北街不但很窄，而且
都是土路、土房子，风一吹天空
就飘起尘土，一下雨巷子、胡同
都是泥泞。

“我刚回来的时候，机关驻
地也没有像样的房子，还在老
百姓家中，只有杜家有瓦房。”
王云亭说：“后来杜家人都搬走
了，杜家的瓦房就被当成了学
校、商业局、公安局、兵役局，再
后来经济稍微好些了，这些局
机关都建立了自己的办公场
所。”

谈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王
云亭不停地说，那时真的非常
艰苦，“吃穿住行与现在没法
比。”改革开放之后，滨州市区
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马路
变宽了，车辆也多了，就连以前
罕见的高楼也成了百姓日常居
住的场所，王云亭感叹现在社
会的变化之余，又说：“和平的
社会环境，为百姓发家致富创
造了条件，可一定不能忘记党，
忘记前人的功劳。”

9月17日C05版《提高教
育教学水平，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第一作者“张海真”应
为“张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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