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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2月22日讯 (记
者 马辉 于伟 ) 济宁高新
区的精准扶贫不仅授人以鱼，
还授人以渔，王因街道刘村不
仅让贫困户有吃有住，还帮他
们找活干，让他们有稳定的经
济收入。

21日，在刘村回迁安置楼
12号楼(和谐楼栋)里，73岁的刘
立斌老两口住在一楼。他们上
了年纪，老伴又因风湿病卧床
不起，家里只有他们老两口，要
没有村里帮扶着，他们平常的
生活都是大难题。

“原来我家的土坯屋塌了，
只剩下地基了，平时是找亲戚
借房子住，后来是村里给补得
这套房子，有85个平方，考虑到
俺们年纪大，给的是一楼。”刘
立斌指着这间房子说。

现在，老两口不仅有房子
住，而且还有份稳定又合适的
收入，村里决定让刘立斌做村
里的花草看护员。“平常就在小
区里看护草木，浇浇花，收拾收
拾垃圾。”加上低保、村里补贴，
一年下来，刘立斌也有18000块
钱的收入。

谈到如今的生活变化，刘

立斌打开了话匣子。“原来就打
点零工，哪像现在，在家门口就
能干活，还有了各种政策补
贴。”刘立斌被纳入低保户，并
成为精准扶贫的一对一帮扶对
象，这不仅让老两口解决了吃
穿难题，还有了稳定的收入。

王钦娥也是刘村的精准扶
贫对象之一，他在村采摘园里
当看护工，接近中午的饭点，她
撒完手中的肥料，骑上自行车
准备回家给两个上小学的女儿
做午饭。以前，这一家三口的营
生全靠她一人打短工维持生
活。

其实，刘村一直在推进扶
贫脱困的相关工作。当初旧村
改造，村民住上了楼房，可村里
的老年贫困户，由于原有房屋
面积小，还需掏钱补差价，村里
就出面协调，让老年贫困户们
都住上了85平米以上的楼房，
特别对不便于活动、上了年纪
的贫困户，还安排住在了一楼。

“夏天给买短袖，冬天给买
棉衣，不仅有吃有住，还不让一
个孩子辍学，也不让一个村民
落队。”刘村村支部书记刘玉志
说，尤其是一些残疾人和年龄
偏大的老年贫困户，实行精准
扶贫，一对一帮扶，村里不仅专
门给他们安排了社区保洁、采
摘园看护等力所能及的工作，
并给他们申请了低保、医保等
救助金。

本报济宁11月22日讯(通讯员
李辉 ) 16日，济宁高新区举办学习
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
会，市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副校长
王峰作《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报告，
王峰重点阐述了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对“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做了分析和详细解读，理论性、
思想性、操作性都很强，对全面理解
和把握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高
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强指导意
义。

报告会结束以后，与会人员表
示，对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有了更
深层次的理解，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将
按照全会精神要求，深入研究本部
门、本单位推进改革的有效措施、办
法，一切从实际出发，认清新形势、把
握新规律、实现新发展，及早谋划明
年思路，理清高新区“十三五”发展思
路，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
要，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努力
实现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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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市政园林处

进社区做实事

本报济宁12月22日讯(通讯员
卞胜军) 今年，济宁高新区市政园
林处在高标准完成驻村入户走访工
作的基础上，先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服务社区的行动，为当地居民送去了
切实的实惠。

市政园林处先后深入三郭社区，
以服务群众为宗旨，参加了社区4次
组织生活会，开展了1次“捐书”活动，
捐赠图书136册，安排专业技术人员
指导苗木修剪及病虫害防治8次，协
助维修社区路灯3次，为社区疏通管
道、清理积水1次。

通过开展活动，进一步拉近了与
驻村居民的心理距离，增进了党员干
部“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意识，推动
了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

科技讲坛开讲

高登义讲科考

本报济宁12月22日讯(记者 高
雯 通讯员 倪雪梅) 19日至20日，
济宁科技讲坛在济宁科技图书馆学
术报告厅开讲，著名科学家高登义带
大家领略南北极及青藏高原的独特
魅力。

19日，著名科学家高登义在济宁
科技图书馆开讲《你了解我们的地球
吗？》，他从“青藏高原是地球第三极”
的由来，地球三极与华夏子孙渊源，
地球三极在全球气候环境变化中的
作用，地球三极气候环境变化与人类
关系，讲到自己在地球三极科学考察
中的故事和收获，全球气候变暖与转
冷质疑，走近南北极、认识南北极和
享受南北极。

在讲演中，高登义教授给大家分
享他在地球三极科学考察中的故事
和收获，通过现场图片分享南北极的
美丽画面。现场听众被科学家身上闪
耀的科学魅力吸引，深深感受到从事
科学研究所要秉持的科学精神与科
学态度。

济宁高新区科技中心与中国科
学院科普演讲团合作，邀请中国科学
院科学家及专业人士，以信息科学技
术、生命科学、生态与环境保护等为
宣讲内容，传授普及科学思想、科学
知识。帮扶对象在家门口有活干、有收入。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迈迈克克尔尔爱爱上上高高新新区区，，用用心心教教学学生生
这位外教做“媒人”，20多名国际友人来高新区任教

本报记者 马辉 于伟

梅内·迈克尔·弗瑞
德，孔子国际学校外籍
教师中的一员，出生在
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麦迪
逊市，已在济宁高新区
任教5年多，并获得了孔
子友谊奖，他不仅在这
里找到称心的工作，还
遇到一位美丽的妻子，
来自美丽的微山湖畔。
如今，他愿意这里长久
地呆下去，更愿意通过
自己的力量，让孩子们
学到更多的知识。

上他的课，孩子们很兴奋

迈克尔讲课从不用课
本，而是直接打开课件，用
他夸张的肢体动作和大声
的发音，试图吸引所有孩
子的注意力。

“o”“u”“i”……迈克尔
打开事先准备好的图文并
茂的教学课件，孩子们始
终处在兴奋状态，目不转
睛地盯着黑板前的动画。
迈克尔会不断地叫起一些
学生，一遍遍地练习发音，
为他们进行纠正，而且始
终面带微笑，不厌其烦。

迈克尔告诉记者，在
他的课上，更多的是通过
用英语交流的方式辅以简
单的汉语交流，加上适当
的教具和肢体动作，让孩
子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能
更加明白。

“慢速度，简单的语言，
让他们能够产生兴趣，逐步
走进英语世界中，把更多的

东西渗透到他们的不经意
间，让他们把说英语当成一
种习惯。”迈克尔说，对于这
么小的孩子而言，形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从不同外教身
上开拓眼界，也许这就是最
大的收获。

“多年前，我曾在尼泊
尔的一个小村子做志愿
者，这是我第一次以外国
老师的身份工作，我爱上
了这份神圣的职业。”迈克
尔说。

迈克尔来济宁高新区
5年了，之前，他当了10年
的教师。除了尼泊尔，他还
去过北京、苏州等许多国
内城市，这对他来说，是一
段特别的异域经历。“我曾
在几个不同的领域工作
过，但没有一个能像教学
这样，在智力、情感甚至是
身体上让我充满成就感和
挑战感。”迈克尔说。

用心推荐，更多外教选择这里

作为一名外籍教师，迈克
尔已经适应了高新区的一切，
他时常会带着孩子去永旺和新
贵和逛街、购物。

“刚来的时候，很多生活品
还需要从国外代购，这些年，高
新区的商业配套变得十分完善
了，基本上所有需求都能从这
里得到满足。”迈克尔说。

孔子国际学校的外教队伍
已增加到20多人，迈克尔作为面
试官，他时常从网上向那些渴
望来中国任教的同行们提供自
己的感受和建议，就像一个媒
人。“我会告诉他们，这里有科
技中心、有足够棒的商业配套，
惠普、甲骨文等很多的 IT巨鳄
已经落户这里，而且高新区的
人足够友善和乐于助人。”迈克
尔说，有一次，他的摩托车坏到
了路上，虽然语言不通，一位当
地人停下车帮他修理，一直护
送他到住处，这让他非常感动。

“东部科技新城的蓼河公

园非常漂亮，春天可以赏郁金
香，秋天可以看菊花，还有非
常现代的科技中心，宽敞的马
路，现代化的医院，这些配套
设施都非常的好。”迈克尔告
诉记者，春秋天的时候，他也
喜欢带着孩子和老婆去这里
游玩，但在平时，除了工作，他
的时间基本上都给了他的家
庭和孩子，外出旅游的机会并
不算多，所以他打算今后多安
排一些。

如今，他在外出的路上，总
是会有陌生人给他打招呼，非
常绅士的迈克尔也会主动回以
热情的微笑或一句Hi。作为素食
主义者，他最喜欢吃中国的豆
腐，“麻婆豆腐、煎豆腐、炖豆
腐……”迈克尔说，他曾吃过木
板豆腐，只是他不太能吃辣。最
近，迈克尔还爱上中国的一大
特色：兰州拉面。“我的早饭总
是从一碗兰州拉面开始的。”他
说。

外教迈克尔在孔子国际学校内整理课件。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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