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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1日讯(见习
记者 潘宇 通讯员 刘萌

李文振) 曲阜师范大学艺
术专业考试目前已进入收尾
阶段。该校今年艺术类校考专
业省内共投放计划255人，目
前报名人数达7900余人。其
中，舞蹈学(健美操)专业今年
首次招生，因其文理兼收的特
点也引来不少考生应试。

上午8点30分，在曲阜师
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三楼的

体操房内，正在进行着2018年
艺术类舞蹈学(健美操)专业
考试。现场，每10名考生为一
组，整齐列队在候考区等待考
试压腿、下腰做着热身运动，
气氛紧张而有序。在上交U盘
内的自定舞曲后，考生依次在
考试区域内进行专业素质、成
套动作两项科目的考试。

“感觉自己在考试中发挥
的还是不错的。”来自淄博的
考生周林结束考试后与同伴

一起走出考场，轻松的告诉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虽然
考场内气氛紧张，但自己还是
展现出了正常的水平，旋转、
下叉、跳跃每个动作比平时训
练中做到还要标准，连舞曲音
乐的节奏点都配合的十分到
位。

据悉，作为舞蹈学(健美
操)专业的首次招生，曲阜师
范大学2018年省内计划招生
40人且文理兼收。不同于去年

舞蹈学(体育舞蹈)专业，今年
健美操专业对男女人数比例
不再进行限制，为有报考意向
的学生提供了更多可以选择
的机会。

曲阜师范大学2018年艺术
类校考专业在省内共投放计划
255人，报名人数达7900余人。
“跟两天前考生扎堆的情况相
比，1日前来考试的考生数量有
了明显减少。”曲阜师范大学招
生考试办公室负责人表示，目

前，书法学专业考试已全部结
束，舞蹈学(健美操)专业也将在
3月2日结束。

今年，曲师大艺术类校考专业省内计划招收2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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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1日讯(记者

孙璇 通讯员 满龙诚) 3
月1日，越河街道建立老旧小

区物业化管理全覆盖长效机

制已满一个月。1个月来，望湖

小区清扫垃圾更及时，来鹤北

区的保安上岗，也让居民更加

安心了。
2月27日，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在望湖小区看到，小

区内的“空中蜘蛛网”有了归

属，统一入箱；杂乱无章的荒

地变身小花园；木质的走廊和

座椅，成为了居民休闲好去

处。整个小区干净整洁，连楼

梯扶手梯也是一尘不染。

“望湖小区建成于上世纪
90年代，得益于老旧小区改造

和创城，如今的小区环境卫生

都大为改观。”武胜桥社区党

委书记沙同箎坦言，虽然小区

在之前的改造中旧貌换新颜，

但长久保持干净整洁绝非易

事。为此，从2月1日开始，越河

街道实施了老旧小区物业化

全覆盖管理。望湖小区的物业

人员也从之前的4人增加到16
人。

75岁的张继悦在这里生

活了16年。“现在每天7点前都

有保洁人员来打扫楼道卫

生。”张继悦说，更让他欣喜的

是，以前春节期间的垃圾要等

到初五才有人打扫，现在春节

期间，每天都有保洁人员上

岗，扶手梯也是一尘不染。

越河街道人大工作室主

任张体龙介绍，越河辖区地处

老城区，辖区内32个居民小区

中有28个属于老旧小区。基础

配套设施条件差，维护成本

高，又没有正规的物业公司管

理，长期以来仅靠社区小部分

保洁人员简单打扫，管理难度

大。如今，实施物业化管理后，

为了提高物业公司竞争力，街

道每月固定对各物业公司进

行考核，建立了长期有效的奖

惩机制。越河街道也以此为契

机，破解了老旧小区无人管理

的难题。

越河街道建立老旧小区物业化管理全覆盖长效机制

物物业业打打包包管管理理，，居居民民更更舒舒心心

本报济宁3月1日讯(记

者 孙璇 通讯员 桂克

震 李勇) 2月25日，仙营

街道评选出了第四届“最

美仙营人”，共有9名居民

受表彰。

本次评出的“最美仙

营人”由社区网格员收集，

再通过代表商议确定名

额。这9名“最美仙营人”都

是生活中为居民默默奉献

的人。虽然他们做的都是

不起眼的小事，却得到了

居民的一致认可。

热心肠的王新华退休

后当起了谢营社区轻工机

械厂宿舍家委会主任。他

见宿舍出入口的路面因长

期碾压，破损严重，尤其是

下雨天，居民出入不便。王

新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自费购买了沙子、水泥等

原料对路面进行了修补。

义务修理电器、修剪

绿植、清扫屋顶……王新

华不遗余力地为居民义务

服务，得到了居民的信任，

邻居们无论大事小情都会

找他帮忙。说起王新华，邻

里都要竖起大拇指。“我只

是做了件力所能及的小

事，辛苦点也是值得的。”

王新华笑着说。

家住文化小区郑琳也

获得了“最美仙营人”的称

号。她是仙营街道秦庄社

区公安局宿舍的传达室工

作人员，工作之余仍乐于

助人。宿舍的楼道灯因余

额不足而不亮，郑琳担心

老年人上楼梯不便，便先

行自费垫付电费，再告知

居民收取费用。她还热心

帮助居民收取保管快递包

裹，获得居民一致称赞。

““最最美美仙仙营营人人””出出炉炉

99名名居居民民受受到到表表彰彰

本报济宁3月1日讯(记者

李锡巍 见习记者 唐首

政) “虽然之前发现双脚大

拇趾有些向外撇，可谁能想到

这是个病呢，还好现在做了矫

正。”2月27日上午，38岁的潘

女士在济宁骨伤医院足外科

复查完双脚恢复情况后开心

地说。

性格开朗的潘女士平时

喜欢运动，但近两年因为运动

后脚部红肿疼痛严重，这一爱

好只好暂停。“前几年我的双

脚开始出现走路或者穿鞋紧

时疼痛的情况，感觉就像要崴

脚一样。”潘女士说，开始时休

息会就能减轻，以为是鞋不合

脚走路多的原因，也没放在心

上。可是后来疼痛感越来越

强，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

工作和生活。

济宁骨伤医院足外科闫

主任介绍，经过检查，患者双

脚均出现明显畸形，左脚大

拇趾外翻角度较大已处于严

重阶段，如果不及时进行治

疗病情会逐渐加重，甚至还

会影响到其余脚趾及关节的

位置，今后行走都难。针对患

者病情，医院足外科专家为

其制定了拇外翻微创矫正方

案，仅做了5毫米的微孔，就

完成了整个矫正。目前，正在

恢复中的潘女士已能正常行

走。

脚拇趾向外偏斜超过15

度即可诊断为双足拇外翻

(又称大脚骨)，拇外翻后不

仅影响美观与穿鞋，更为重

要的是继发疼痛对足的基本

负重及行走功能有较大影

响。闫主任表示，由于拇外翻

初期对患者的影响并不大，

很多患者一开始并不放在心

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

的推移，拇外翻的程度会逐

渐恶化，所以早发现早治疗

至关重要。

17年来，该院足外科的微

创大脚骨矫正技术疗效显著。

此技术一经运用，便凭借着无

碍美观的切口，痛苦大减的创

伤，较快的术后恢复和费用低

等优势解决了传统手术的弊

端，受到患者的青睐。同时，医

院选用经验丰富的专家微创

治疗，以及对技术的成熟运

用，不仅保障安全更保障了疗

效 。( 咨 询 电 话 ：0 5 3 7 —

2106120)

双双脚脚疼疼痛痛数数年年，，原原来来不不是是小小病病
济宁骨伤医院专家采用微创技术帮患者轻松祛病痛

在望湖小区，保洁人员正在打扫卫生。 本报记者 孙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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