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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肇
敏 通讯员 薄文静 报道）2020年年
底，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慈善工作站
启动了“温暖童心，人大代表在行
动”活动，为市儿童福利院捐献一份
爱心。日前，记者从市儿童福利院
了解到，活动启动至今，先后有1303
名市、县、乡三级人大代表参与，累
计为福利院的孩子们捐赠善款

928277元。
“请各位人大代表放心，市儿童

福利院将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严
格按照《慈善法》等规定，坚决规范
使用好每一笔善款，做到善款专款
专用，公开透明，让每一份爱心都在
阳光下及时得到落实。”这是市儿童
福利院对各位献爱心、行善举的人
大代表的郑重承诺。

作为全市唯一的儿童福利事业
单位，市儿童福利院的主要职能是
收留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未满
18周岁的儿童，向社会困境儿童适
度开放，提供生活照料、基本医疗、
基本康复，为在院儿童提供特教、心
理辅导服务，是全市孤弃儿童温馨
的家。

“今年，我们将结合福利院和孩

子们的实际需求，将爱心款用于实施
康复助残器具购置、特教设施配备、
特殊儿童劳动技能培训、儿童活动设
施维护等9个项目，确保将人大代表
的爱心传递给每一个孩子，让我市在
全国首创的困境残疾儿童免费替代
养护活动能开展得更有动力、更可持
续。”市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说。

全市1300余名人大代表为福利院儿童献爱心
“温暖童心，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启动以来，市、县、乡三级人大代表累计捐赠善款9282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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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邹平
市发挥家庭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
用，创新开展“护巢行动”，强化源头防
治、矛盾化解，打通基层社会治理“神
经末梢”，以平安幸福家庭创建推动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月2日，邹平市开展“护巢行
动”创建平安幸福家庭暨“把爱带回
家”巾帼送暖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对
全市开展“护巢行动”推动平安幸福
家庭创建进行安排部署，同时为部
分妇女儿童发放了救助金、大礼包。

据介绍，开展“护巢行动”创建
平安幸福家庭工作由邹平市委政法
委、市妇联牵头组织，重点开展反家
庭暴力及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
解、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
及未成年人参与实施违法犯罪两项
任务；建好“妇联执委”“志愿者”
（“平姐帮帮团成员”、“幸福护航”婚
姻家庭志愿者、家庭矛盾纠纷调解

专家）、“网格员”三支服务队伍；搭
建由和合家事调解室、平姐婚姻家
庭辅导室、护蕾家风家教工作室及

“为爱护航 遇见幸福”会客厅组成的
“三室一厅”式工作阵地；围绕家庭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人群关爱、
平安幸福家庭创建等内容，重点开
展重点人群和家庭摸排走访、妇女
儿童侵权联合报告、精准关爱服务、
婚姻家庭辅导、平安幸福家庭创建
等“五项行动”。

启动仪式上，为三支“护巢行
动”服务队授旗，为四个“护巢行动”
服务阵地授牌；网格员、妇联执委、
志愿者代表分别作表态发言，从不
同角度展现用心、用爱、用真情护航
家庭平安幸福和谐的决心。

“开展‘护巢’行动创建平安幸
福家庭，是深化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的创新性活动，也是加强和创新基
层治理的务实性举措，是继平安镇

街、平安村居、平安企业创建之后，
在新起点上聚焦家庭这一社会最基
本的细胞，深化平安邹平建设的夯
基性工程。”邹平市委副书记王东表
示，下一步将围绕“以人为本、以家
为基、多元共建、平安共享”工作理
念，以部门联合、社会联动为依托，积
极搭建让每个家庭、个人广泛参与的
平台，切实把家庭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让家庭更温
馨、百姓更安宁、社会更安定。

据悉，在广泛宣传发动、层层组
织安排的基础上，邹平市将严格按
照“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学法用法、
保护环境、热心公益”的标准，开展
平安幸福家庭创建活动。通过群众
自愿报名及组织推荐，严格经过评
审、核查、公示等相关程序后，确定
平安幸福家庭名单，并进行授牌奖
励。同时，将评选结果运用作为工

作的重要内容，充分调动社会各界
力量，为平安幸福家庭提供优惠政
策，让优秀家庭实实在在得到实惠，
充分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和争创平安
幸福家庭的积极性。

“‘护巢行动’将家庭建设提升
到基层社会治理高度，通过激发广
大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致力实现以小家和睦
促社会大和谐的目标。”邹平市妇联
主席夏冰介绍，三支服务队将构建

“平姐+网格”工作模式，充分利用联
系基层广泛、密切，情况掌握及时、
全面的优势，争当家庭矛盾纠纷的

“搜集员”“报送员”“急救员”和社会
治理“智囊团”。四个服务阵地将聚
焦婚姻关系调适、辅导，家庭矛盾纠
纷普法、调解，家风家教传承、宣讲，
积极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服务活
动，切实发挥好“树家风·铸家魂·守
家宁”的作用。

强化源头防治、矛盾化解，以小家和睦促社会大和谐

邹平全面开展“护巢行动”创建平安幸福家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杨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樊飞 通讯员 安晓东 报道）2月4
日，农历小年，早晨天刚蒙蒙亮，
滨城区市东街道清怡社区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就忙活起来
了。“辖区有好几户老人的孩子
不回家过年，咱社区给他们包点
饺子送过去。”清怡社区主任杨
欣边擀饺子皮边说。原来，大伙
儿包的饺子并不是自己吃的，而
是为辖区的留守老人们准备
的。因为疫情原因，很多在外务
工人员积极响应国家“就地过
年”政策，选择春节不回家，这让
社区平添了不少留守老人。

为了让漂泊在外的“游子”

放心，让留守在家的老人们安
心，清怡社区工作人员当起了留
守老人的好儿子、好闺女，陪老人
聊家常，给老人打扫卫生、做饭，
三天两头往留守老人家里跑。老
人家里有个啥事，一个电话，不出
10分钟，工作人员准能到。

为防止饺子变凉，装好爱心
餐盒后，社区的工作人员分几批
将饺子火速送往留守老人家
中。到老人家揭开餐盒盖，饺子
完好无损，还冒着丝丝热气。有
的老人高兴地现场给自己的子
女打通了电话：“在外头放心吧
孩儿，社区的孩子们把我照顾得
很好……”

滨城区市东街道清怡社区：

儿女在外“就地过年”
老人不缺社区的“孩子”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胡旭阳 实习生 韩学玮
通讯员 吴延香 报道）2月4日，
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滨州市
文化馆大型公益系列文化活动
——2021“欢乐滨州迎春文化
荟”正式开幕。

2 月 4 日至 26 日（正月十
五），2021“欢乐滨州迎春文化
荟”将推出45场线下活动和23
场线上活动，项目数量、内容较

之前都有很大突破，将涉及滨州
非遗、书画、摄影、春联、演出、美
展、红色影展等，致力打造一个
最具“滨州文化味道”的春节。

为做好疫情防控，今年市文
化馆在组织线下活动的同时，首
次推出了线上“文化荟”，内容包
括线上虚拟美术馆、虚拟非遗展
馆“360全景展示”、线上少儿书
画展、老年大学作品展、摄影展、
年味视频大赛等。同时，馆内的

“文化慕课”将陆续上线，包括国
学传承、科学探索、文学艺术等
门类的海量资源，保证市民逛线
上文化馆时“不虚此行”。

市文化馆2021“欢乐滨州
迎春文化荟”开幕

线上线下69场活动打造最具“滨州文化
味道”的春节

这一天，汉口天气异常炎热。
鄱阳街139号，一栋黄色的三层

俄式建筑，二楼一个房间的窗户却
始终紧闭。

1927年8月7日，是一个被镌刻
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要日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
海发动反革命政变，3个月后的7月
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公开举起了

“分共”的屠刀，大革命全面失败。
大革命中心——赤都武汉一夜间风
声鹤唳，神州大地笼罩在一片血腥
和恐怖之中。

在这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中
国革命该往何处去，成为中国共产
党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
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明确前进
方向。

原定于7月28日召开的会议，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
会议代表难以到齐。最终，瞿秋白、

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等
21位代表参加了这次中央级别的紧
急会议。

根据邓小平、李维汉等人回忆，
确定当时会议是在二层进行，但究
竟是在哪个房间一直存在疑问。
1980年，邓小平重返会址时，站在会
议的召开地，再三回忆，他提出会议
应该是在后房进行。

“由于当时时局紧张、交通不
便，会议代表有的装扮成农民，有的
装扮成商人，由交通员分批秘密带
入会场。”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宣教
部讲解员李岚指着阳台的窗户说，
尽管当时的天气非常炎热，可是为
了会议的安全，这里的门窗全都是
紧闭的。中午代表们吃着干粮、喝
着白开水，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了
一整天的会。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立实行土地
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在
发言中提出那句著名论断“以后要
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
子中取得的”。

光影透过通往天井的门缝，投
射在陈旧的木地板上，画出一道通
往光明的直线。

在革命前途似乎已十分黯淡的

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
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在至暗时刻
瞥见希望，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
斗。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按
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在黑暗中高举
起革命的旗帜，先后领导了秋收起
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
装起义，神州大地到处燃起武装斗
争的星星之火。以毛泽东为主要代
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
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
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
复兴和胜利的道路。

风卷云涌，沧桑巨变。
如今这栋百年历史的红色史

迹，以原址原貌呈现，陈列的百余件
文物、照片、珍贵的历史资料诉说着
那段风云突变、力挽狂澜的革命历
史。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武汉，始
终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留下无数英
雄的史诗。

历史的车轮驶进2020年。疫
情的“暴风眼”武汉，寒风凛冽，阴冷
潮湿。这里正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
的抗疫大战，这座“英雄之城”经受
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在疫
情肆虐、全城紧闭的黑暗中，有一群

“凡人英雄”挺身而出、不畏艰险，他

们的英勇壮举被时代所铭记。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

手里抢回更多病人。”“人民英雄”张
定宇这样说道。

在武汉抗疫的最前线，他拖着
“渐冻”之躯，踩着高低不平的脚步，
与病毒鏖战、与死神较量、与时间赛
跑，带领金银潭医院的干部职工救
治2800余名患者，为打赢湖北保卫
战、武汉保卫战作出重大贡献。

欣逢盛世，不负盛世。张定宇
的身影也是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公安民警、社区干部、
志愿者们共同的缩影。在这场风雨
无阻的战斗里，他们携手前行、精准
防控，用生命的微光拧成一股攀向
胜利的绳索，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如今，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已
成为武汉最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26岁的赵凯怡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临近春节的一个休息日，她带着父
母来到这里参观。“我的爸爸是一名
老党员，今天特地带他来‘打卡’。
回顾近百年前的历史，走过极不平
凡的2020年，我更加深刻地体会这
个国家经历的屈辱与抗争、苦难与
辉煌。”赵凯怡说。

（新华社武汉2月1日电）

这里，始终是英雄的城市
——在八七会议会址聆听历史的回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报道）近日，山东省教育
厅2020年度教育综合改革和制
度创新典型案例评选活动落幕，
我市以实施“名师”计划和深化
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改革为主
要内容的改革案例入选“2020年
度教育综合改革和制度创新十
佳案例”。本次入选是继2019
年我市“县管校聘”案例获评省
教育厅教育综合改革和制度创
新十大典型案例之后的又一次
成功入围。

2020年，市教育局针对影响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尤其是教师
队伍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致
力以队伍体制的再改革打造优
质教育新高地，在全市启动实施
了“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工
程”。

具体来说，是兑现待遇增
量，公开设置“名师”岗位和配套
奖励，落实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
增量并优化分配；改革激活存

量，持续增强教师“县管校聘”改
革力度，教师校际交流更加顺
畅；培优未来力量，相继实施委
托高等院校定向培养本科师范
生、初中起点五年制专科师范生
改革试点，完善人才培养长效机
制。

这一套系列改革的“组合
拳”打出后，推动了校长教师交
流由“数量”到“质量”的突破升
级，实现了师资管理“挖潜”与

“补新”的融聚互促，有效提升了
全市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水平。

这一年，我市设置名师岗位
657个，其中农村岗位397个，城
区岗位260个，城乡分别按1000
元、2000元的标准发放岗位奖
励，城区到农村学校竞聘“名师”
岗位人数达105人，其中县级以
上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 102
人。全市校长交流207人，教师
交流1118人，其中城区到农村
交流220人。2020年，市级委托
培养师范生271人，委托高等院
校定向培养初中起点五年制专
科学前教育专业教师 100 人。
另外，申请部属公费师范生计划
177 人、省属公费师范生计划
205人。

省教育厅2020年度教育综合改革和制
度创新典型案例评选活动落幕

我市教师管理体制改革案例
入选“省十佳”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王健
报道）“这个蛋糕很甜，我心里更甜，太
感谢你了，世军，你就像我们亲人一
样。”2月4日，农历小年。这一天正好
是阳信县水落坡镇李屋村马金英老人
的九十大寿。当日，当地扶贫干部林
世军不请自到，为老人送来生日蛋糕
和新春祝福。

据了解，马金英曾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林世军是她的扶贫帮扶责任
人。马金英一家在低保救助、教育扶
贫、危房改造、医疗救助等国家扶贫政
策的强力帮扶下，生活有了可靠的保
障，日子越来越甜蜜。“多亏了林叔叔
救了俺奶奶一命啊！”马金英的孙子李
兴祥感慨地说，“更有党和政府照顾得
好，俺一家从扶贫工作中真受益了，全
家脱贫了。”

真心帮扶暖人心。原来，前不
久，林世军和往常一样进村入户走
访贫困户时，看见躺在炕上的马金
英意识模糊，病情严重，于是立即联
系马金英的家人，果断送去医院治
疗，使她脱离了生命危险。据主治
医生说，多亏送医及时，否则老人就
有生命危险。

脱贫户马奶奶九十寿宴上来了“不速之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