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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29日讯(记者
孟杰) 开展“创建消防安全社区
活动”、做实做强社会单位微型
消防安全站……即日起至2017年
3月31日，济宁高新区集中开展今
冬明春的火灾防控工作，解决冬
春季节火灾高发问题。年底前，
30%的街道和社区建成微型消防
站。

继续推动重点单位、社区建
立微型消防站，2016年底前，30%

的街道和社区建成微型消防站。
2017年底前，40%的商业、工业等
重点单位集中区域建立消防安
全联防协作组织。

面向所有社会单位、居民小
区深入开展电气线路、安全疏
散、培训演练“三项重点”专项治
理，严格电气线路防火措施，保
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常态畅
通，规范消防安全培训、演练；组
织在每个社区居民楼院开展“创

建消防安全社区”活动；强化消
防控制室管理，发挥消防设施维
保机构作用；紧盯“九小场所”，
深化消防安全专项治理；重大活
动和重要节日期间，集中开展消
防安全夜查，加强消防安全保卫
工作。

以遏制火灾高发、“防大火、
灭大火”为目标，除了狠抓火灾
防控现实问题，火灾防控还对强
化灭火救援、夯实消防安全基层

基础、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培训也
有一定的要求。

对在火灾防控工作中取得
效果的单位和个人，在政策允许
的条件下，给予通报表扬或表彰
奖励；对工作不落实、进展缓慢
的，通报批评，并约谈相关领导；
对发生较大以上亡人火灾事故
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依法
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本报济宁11月29日讯(记者
于伟) 本报发起集《济宁国家高
新区报》赠《齐鲁晚报》活动以来，
诸多热心读者踊跃报名，老读者马
强成为首位报名者，今年44期《高
新区报》他一期没落下，明年的《齐
鲁晚报》能免费看了。

马强是一名退休工人，读报是
他日常生活的爱好。每一期的《高
新区报》，马强都会单独收藏，至今
已收藏44期，这也意味着，今年的
出版的《高新区报》他一期也没落
下。

“通过这份报纸，全面了解了

高新区经济发展、社会动态还有民
生工程，尤其蓼河公园常举办的公
益活动，我和老伴都是通过这份报
纸知道的。”马强说，他和老伴常出
来遛弯，只要天气好，每周末都来
蓼河湿地公园，尤其是每年的蓼河
菊展及郁金香展更是吸引他们。

“像今年的蓼河菊展，从报纸
上知道消息后，开幕当天我和老伴
就去了。到了周末还邀着邻里街坊
一起赏菊散步。”与街坊邻居拉家
常时，马强也常分享读报见闻，每
当有公共活动时，也常邀着邻里共
同参与。

比如最近的济宁海达行知
学校招聘及建设进度，这都成为
邻里讨论的热点。“报道一出来
就成了大家谈论的热点。”马强

说，孩子的教育是老人们关注的
焦点，如今这所名校落户，明年
的招生就成了邻里关注的焦点。

“现在发展越来越好，高新区
的民生工程让我们愈加受益。”如
今，读报成了马强生活的一部分，
高新区报也让马强时刻触摸到最
新的前沿动态，成为了解高新区、
走进高新区的一扇门窗。

本报济宁11月29
日讯 (记者 孟杰 )
即日起至2017年2月
15日，济宁高新区开
展冬季安全生产“大
快严”百日集中整治
行动，整治行动覆盖
全区范围内所有行
业、所有领域、所有生
产经营单位。

结合冬季气候特
点及冬季供需上扬实
际，重点排查整治煤
矿、道路交通、消防、
建筑施工、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劳动密

集型企业、民爆物品、
特种设备、文化娱乐
场所、学校幼儿园、商
场、宾馆等重点行业
领域。

在此次的排查整
治行动中，工作的重
要部位将延伸至农村
和城乡结合部等重要
部位，突出小微企业
和农民工集中的劳动
密集型企业等重点单
位。在元旦、春节等关
键时段，加强对安全
生产的重点集中排
查，消除隐患。

本报济宁11月29
日(记者 于伟 通讯
员 刘玉泉 ) 即日
起，济宁高新区市政
园林处实施“2016年
第 二 期 业 务 知 识 培
训”，11个培训课题拓
展干部职工知识面，
增强业务技能。

本次培训维持一
个半月，共安排11个
课题，培训内容涵盖
行政许可、园林、湿
地、路灯、市政维修等
市政园林业务知识。
结合年初的第一期培

训，年度内共完成了
23个培训课题。

自2010年开始，济
宁高新区市政园林处
每年组织两次业务知
识培训，主要包括市政
园林常识及法律法规
等方面，比如这次培训
的11个课题，分为《济
宁市市政行业管理知
识》、《林业普查常识》、

《城市园林绿化技术与
管理培训常识》、《排水
许可管理常识》及《湿
地常识》等专题内容。

济宁高新区启动今冬明春火灾防控

年年底底前前三三成成街街道道、、社社区区建建消消防防站站

孩子没人接
去四点半学堂做作业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
人”，绿色家园社区服务中心三楼是
一则规范语言文字的宣传标语，在
楼梯口的北侧，挂着“四点半学堂”
牌子的一间教室。饮水机内已烧热
的开水等待着学生娃们的到来。

“请同学们坐到自己的位置
上，不要随意讲话，拿出书和作业
本，先开始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有
问题的可以举手问老师。”不到5
点，四点半学堂的几名学生就在绿
色家园小学老师的带领下到达服
务中心。

孩子们做作业时，绿色家园小
学的朱琳和王坤两位老师不停地
在教室内走动，维持课堂秩序，方
便为孩子们辅导作业中的难题。

“老师，这道题不会算。”三年

级的王伟宸举手向老师求助。王伟
宸的奶奶身体不好，因为照顾奶奶
的生活起居，妈妈不能及时到学校
接他回家，王伟宸就成了四点半学
堂的一名固定学生。

“妈妈照顾奶奶吃完饭就会接
我，那时候正好把今天的作业写
完。”懂事的王伟宸知道妈妈的幸
苦，每次都早早的写完作业等候。

接送有登记
孩子安全有保障

“三年级王伟宸的妈妈要照顾
奶奶，五年级的李少卿爸爸妈妈都
上晚班……”虽然四点半学堂的学
生们不光是自己班级的学生，但经
过半个多月的相处，朱琳已经对这
几名学校学生的情况如数家珍了。

和朱琳一样，王坤也是绿色家
园小学的一名教师。下班后来四点
半学堂辅导学生，两人都是志愿

者。“学校的年轻教师基本上都参
加了，下了班轮流过来帮助”作为
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王坤
很乐意与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呆在
一起。

在教室前面的讲桌上，放着一
小摞折叠起来的学生证和一本家
长接孩子的签字薄。“值班教师会
登记孩子的上课情况，随时登记学
生的信息档案，与家长保持畅通的
联系。”朱琳说。

“绿色家园是一个由几个村庄
组成的开放式的社区。孩子放学后
无人看管一度成为很多家长的烦
心事，四点半学堂正是针对这部分
孩子和家长开办的。”绿色家园社
区的党总支书记寇宏伟称，学校遵
循自愿的原则接纳辖区的中小学
生，所有的教学和服务均属于无偿
的。随着四点半学堂的重新启用，
文体活动中心的图书馆、电子阅览
室和活动室也将陆续开放。

绿色家园帮家长们解决了心病

孩孩子子放放学学后后有有人人管管，，放放心心了了
本报记者 孟杰

下午4点半，济宁高
新区柳行街道绿色家园
小学的孩子们陆续离校，
三年级的王伟宸没在校
门口等妈妈，而是一股劲
跑到英语教师王坤的身
边。小部队一集结，校车
直接将这些孩子送到绿
色家园社区服务中心。在
这里的四点半学堂，王伟
宸将和其他的几个孩子
一起，边做作业边等待家
长的到来。

今年44期《高新区报》，读者马强一期没落下

明明年年的的《《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咱咱免免费费看看

高高新新区区““大大快快严严””
集集中中整整治治重重点点行行业业

市市政政园园林林干干部部职职工工
专专题题培培训训拓拓展展技技能能

四点半课堂成为孩子放学后的好去处。本报通讯员 李岩松 摄

热心读者马强，区报收集一期没落下。

本报济宁11月29
日讯(记者 于伟 通
讯员 倪雪梅) 26日
至27日，济宁科技图
书馆尼山书院书法
课、音乐课如期开课，
小朋友们从最基本的
握笔姿势、发声方法
开始练习，度过一个
充满乐趣又收获多多
的周末。

在书法课堂上，
书法讲师为小朋友们
讲解了”永字八法”，

即“永”这个字的八
个笔画。学会了基本
笔法，小朋友们拿起
毛笔开始亲身实践。
在讲师的辅导下，小
朋友们的运笔姿势有
模有样，肩、肘、腕、指
按照动作规范有序，
不一会，纸上写满了
毛笔字。

在音乐课堂上，
练好站姿后，在声乐

讲师带领下，小朋友
们开始了最基础的发
声训练。此次，讲师发
给每个孩子一张小纸
条，小纸条贴近唇边，
随孩子们的呼吸不断
摆动，以此来训练，保
持声音的线条感和气
息的流动性。

发声训练过后，
小朋友们唱起简谱，
与讲师合唱一首《牧
童之歌》。

每周末，济宁科
技图书馆精彩活动不
断，12月3日(本周六)
国学经典诵读课上，
将通过诵读、游戏、互
动、故事、问答、表演
等形式让孩子们在轻
松快乐的环境中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12
月4日(周日)爱上阅
读--诗词汇课堂，领
略成语独特魅力。

练练书书法法、、学学声声乐乐
孩孩子子们们收收获获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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