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
阳信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产业园

招聘水电工一名，要求：男性，持证上
岗，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年龄50岁
以下，工资面议，联系电话：（0543）
8260005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中心定于
2023年10月17日上午10时起在滨州
公共资源产权（要素）交易大厅（http://
jypt.bzggzyjy.cn/JingJiaMidBoot/
html/cqbiaodilist.html）以网络动态
报价方式公开处置公务用车（帕萨特、
雪佛兰牌）一宗，所有拍卖车辆均不含
号牌。自由报价期：自2023年 10月
10日10时起，限时报价期：自2023年
10月17日10时起。

符合竞买方资格要求（详情参见
交易大厅）的竞买申请人须提前注册登
录滨州公共资源产权（要素）交易大厅
提交竞买申请，自动获取账号并按要求
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2023年10月16日16时
（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本次公告所

涉及资产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通过网
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即时到账（竞买申请
人名称和交款方名称须一致）。

竞得入选人须在竞价结束后登陆
竞价平台进行身份验证，同时下载成
交确认书并在买受人处盖章（或签
字），携带本人（单位）有效身份证件及
复印件到标的所在单位办理成交确认
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
2023年10月11日-10月13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电话：19353542216
中心地址：
滨州市黄河八路355号
中心电话：
0543—3165921 3165536
技术支持电话：0543-3165525

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10月10日

国有资产处置公告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宋颖爽（身份证号：372301199707230387）遗失护
士执业证书，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1837025770，注册日
期：2018年12月29日，声明作废。

滨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银行开户许可
证丢失,核准号:Z4660000122902，特此声明。

近日，无棣县小泊头镇妙农四
季家庭农场的瓜果迎来了丰收。
20余名员工在一位开着残疾人三
轮车的中年人的指挥下，忙着采摘
新品种“秋月”梨。这位残疾人就
是农场主丁太玉。

妙农四季农场共有200亩地，
主打果品是梨、苹果、冬枣和绿化
苗木。“‘秋月’梨今年长势不错，能
收 16万斤左右，全部销往当地大
超市和农贸市场；前一批新梨7号
收了 10万斤左右，大部分售至上
海，效益很好。”忙得汗流浃背的丁
太玉介绍道。大个头的“秋月”梨
一个有1斤多重，采摘价在4元—6
元之间。

当日，步入妙农四季农场，树
上果实累累满目青翠，树下甬路水
系相绕，林间喜鹊雉鸡啁啾，水中
鱼欢波艳虾肥。通过10余年的艰
辛付出，加上有地方残疾人创业补
贴的加持，丁太玉从土里刨出了

“金疙瘩”，在盐碱地里种出了诗意
田园。当地一位书法家为他欣然
题词：“江北有丹青，素手把清泉”。

丁太玉今年 51 岁，是小泊头
镇丁王庄人，2010 年因一场车祸
致残。2013 年春，他建起了家庭
农场，后被评为市级农业示范园。
近几年，他的绿化工程也辐射到了

山东省、河北省各地。十年来，农
场的年收益从以前的二、三十万
元，涨到了现在的百万元。他多次
被县镇表彰为残疾人创业创新先
进个人。

车祸后，由于骨质疏松引起了
骨髓炎，他先后到济南、北京各地
医院多次手术，原本一米八的身躯
矮了一大截。为防止再次骨折，医
生在他的双大腿打了固定架，右腿
是内固定，钢板植入肉里；左腿是
外固定，骨头上打了 6个钉子，外
边靠 30厘米的金属架串联支撑。

手术后，他左腿留下了3个直径2
厘米多的开放性伤口，需要每天消
毒和更换药物3到4次。十年如一
日的坚持，如今3个开放性伤口直
径缩到了1厘米左右。

笔者采访的当日午饭前，丁太
玉匆匆赶到农场北侧的门卫室，拄
着拐，拉上窗帘，倒在小床上，慢慢
扽下长裤，将左大腿上厚厚的纱布
用剪子剪开，轻轻撕下，在开放性
伤口及各钉子眼处进行清洗、消
毒、抹药，填入药芯后，先用绷紧的
薄纱布缠好，中间均匀敷好一层厚

厚的药棉，外边再用稍松点的绷带
进行多层严实包扎，整个左大腿实
现了“全副武装”。换完药，他倒在
床上，翻了 3 次身，才穿上长裤。
因左腿不能弯曲，他自制了个铁制
的“鞋拔子”用来穿鞋；穿袜子则从
网上买了个专用的套袜工具。一
次换药，夏天耗时约30分钟；冬天
衣服厚，一次就得 40 分钟左右。
一天 3—4次，周而复始。每次换
药看似云淡风轻，实则痛入骨髓，
减轻疼痛只能靠长年吃止疼药。

换完药，骑上三轮车，来到树
下，他就又来了精神。“太玉太要
强了，其实他累倒在工地上、园子
里很多次了，但一次次他都坚强
地爬了起来。”村支部书记丁玉柱
说。

十多年来，凭借这200亩农场
和苗木绿化工程，他不仅让自己过
上了好日子，还带领4名残疾人走
上了致富路，带起2家家庭农场。

“作为男人，在家里正是上有
老下有小的时候，家庭需要我坚
强；作为农场人，咱们的小泊头镇
是市级农业产业强镇，我只能添彩
不能拖后腿。下一步，我准备再从
规模、科技、产业上下下功夫，争取
向乡村田园综合体的路子发展。”
丁太玉信心百倍地说。

残疾农民在盐碱地里种出诗意田园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高士东 魏惠迪 张泽宇

穿上军装,他是一名战士,守护
家国安宁;脱下军装,他依然是一名

“战士”,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勇做
新时代农村发展的“排头兵”。他就
是2023年度滨州市最美退役军人
周学东。

周学东,1981 年 10 月出生于
滨州市阳信县翟王镇,从小受到军
人祖父的熏陶,一直有报效祖国的
从军梦。2001年,在他20岁时,这
个梦终于如愿以偿，他成为乌鲁木
齐武警市支队警通中队一名武警
官兵。在部队中,他参加过救火救
灾等突发应急事件,这些经历让
他深刻体会到军人的正义感和责
任感。

2017年,周学东退役后回到家
乡,先后担任阳信县翟王镇周家村
和周刘新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
他获得滨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大赛优

胜奖。
在担任村支书期间,为了提升

村庄形象、回应群众关切,周学东积
极组织协调，经村两委研究决定修
建周家村门牌和影背。在群众的积
极响应和自愿捐款下,村里筹集了
资金2.1万余元,打造了形象美观、
意蕴深远的门牌和影背。在镇党委
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经过充分调研
论证,周学东积极组织规划建设了
集党员活动中心、会议室、群众文化
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阅览室等
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党群服务中心。
征求广大群众意见后,经过充分调
研,他还对5个自然村中部分年久失
修、坑洼不平的道路进行了硬化,极
大地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现总长
850米，共计3500平方米的水泥路
已经施工完毕。

为了提升群众的身体素质,他

还在村里规划修建了活动广场,让
广大村民在闲暇之余,有了锻炼身
体、休闲放松之地。除此之外，他还
将衔接5个自然村的空白地带全部
安装了路灯,提高了乡村颜值的同
时,也确保了村民夜间安全通行。

从一名战士到一名村干部,周
学东选择了用实际行动转变自己的
身份，做了一系列让党委政府和群
众满意的民生实事。

如今,走进周刘新村,放眼望
去,一幢幢农房错落有致、一条条硬
化路面平坦畅通、一条条干净整洁
的排水沟清澈流淌……一幅环境整
洁、舒适宜居的美丽乡村画卷徐徐
展开。

从一名退伍军人到周刘新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学东带领
着周刘新村村民接续奋战在乡村振
兴的前沿“阵地”上。

在带领村民致富的路上,周学
东始终本着“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
部一个清白”的原则,以规范制度为
抓手,建立了党内监督制度，村务、
财务双公开制度等。他积极推行民
主生活会、村民民主大会等民主议
事方式,营造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的良好氛围,融洽了干群关系。在
工作上,周学东始终立场坚定、态度
鲜明、秉公办事,他发动村民参与监
督，受到了群众一致好评。

有过当武警战士的经历,周学
东的意志力很强、精气神很足。回
到家乡,他用在部队里学到的知识,
不断丰富自身的技能,积极投身到
乡村振兴的广阔战场。

周学东说,他将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保持退伍不褪色的状态,为父
老乡亲创造更优的环境,更幸福的
生活。

最美退役军人周学东:

退伍不褪色 勇当乡村振兴“排头兵”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董锋磊

州州滨 最美退役军人风采录

近日,因中风腿脚不便的
80岁老人张殿卿颤颤巍巍地给
高起义和面馆送来了一面锦旗，
上面写着“人好面又好 高起义
和面”。

说起赠送锦旗的初衷,张殿
卿老人激动地说:“我每天早晨
来这里吃面条,不管多忙,高起
都是把我搀着迎进来；等我吃完
了,再搀着我，把我送到门外的
电动推车上。快两年了,天天都
是如此。为了照顾我腿脚不便,
每天到了我来吃面的时间点,高
起都把紧靠大门口的饭桌给我
留出来。他的面好，人品更好。”

高起作为老北镇义和面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代传承人,
从13岁就跟着父亲做义和面，
如今做义和面已经33年了。每
天凌晨3点,高起就到店里开始
忙活一天的生意。他和面、醒面
需要一个多小时,再压出面胚、
擀出面条；他的老伴则在一旁熬
大骨头汤、捣蒜泥，将胡萝卜、咸
菜、香菜切成碎末，一直忙活到
五点左右,就可以迎接陆续前来
吃面的顾客了。

从接手做义和面的那天起,

他就谨记父亲高家珍的教诲:只
有用真材实料,严格每个工序环
节,一丝不苟，才能做出一碗好
面。和面用的水,一年四季都需
要自然水温。到了冬季,双手握
拳揉压着拔凉的自来水和成的
面团,高起的双手就会微微变
形,骨节膨大。即使这样，高起
依然坚持用拳头揉压和面。有
人问他，为什么不用机械取代人
工揉面呢?高起解释道，手工和
面、擀面是义和面的精髓，如果
使用机械,水和面就不能充分融
合,做出的面条就缺少嚼劲。擀
压面条要5遍,多了少了,爽滑
的口感就会大打折扣。

现在，很多面馆做好了面，
需要客人自己端面条、拿餐具。
但来到高起义和面馆，客人只需
点好面条落座，不一会儿高起就
将面条端到客人面前。在这个
不足30平方米的店里，高起每
天要走将近 3 万步。高起说:

“客人端面条，热汤热水的容易
烫着。来这里吃饭的,绝大部分
都是附近的庄乡邻里,给每名客
人端到跟前,拉拉拉家常,也让
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老北镇义和面传承人高起获八旬
中风老人赠送锦旗

宾至如归善待每一位顾客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2021年9月，滨城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干部崔靓靓被选派到三河湖
镇高北营村任职“第一书记”。“使命
在肩，任务光荣，只有带领群众走上
富裕路、获得更多幸福感，才能不辜
负‘第一书记’这一光荣职务。”崔靓
靓心里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群众做实事，就要从群众关
心的身边事、小事做起。”崔靓靓说
道。可是驻村后，面对急需解决的
各类问题，面对村民既期待又怀疑
的目光，他一时间有些忐忑不安，

“缺少农村生活经验的我，能被村民
接纳吗？”崔靓靓带着这样的疑问，
开始深入走访，他决定从村里的“急
难愁盼”问题入手。

驻村工作不仅是身驻，更要心
驻。为了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崔靓
靓对全村155户村民逐一走访，聊
家长里短、做好工作日志记录。

走访中，崔靓靓摸排到村里普
遍存在外出打工群众的孩子入托
难、留守群众就医难、残疾家庭外出
购物不便等情况。他及时联系协调
打工驻地就近的幼儿园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为群众解决了后顾之
忧。他依托村里的幸福院，在“中秋
节”“重阳节”等节日举行敬老爱老
公益活动，为老人包饺子、做肉汤。

“崔书记真是我们的好书记，我
腿脚不便，他帮我量了尺寸，又到市
场买来衣服，我打心底里感谢他。”
村民崔玉华说道。“每当过节时，崔
书记总想着我们这些老人，这不又
吃上了饺子。”幸福院的老人们脸上
洋溢着笑容，显然已经接受了这个
诚心、实干的小伙子。

“群众再小的事也是大事，设身

处地地帮他们解决问题，就没有做
不好的群众工作。”崔靓靓在工作中
发现，和群众打交道不仅要实，更要
用心、用情，方式也要接地气，这样
群众才能没有任何顾虑地反映真实
情况和诉求。

工作中遇到各种棘手的事，他
总会请教村“两委”班子，与党支部
成员商议，这使得他在党员、群众中
更有亲和力和信任度。在得到了村
里的党员和群众的信任后，崔靓靓
又将目光转向了办公场所。高北营
村的办公场所是多少年来的“老大
难”问题，由于村里缺少集体资金，
无力修缮，办公设施陈旧、屋顶漏
水、墙皮脱落、院落地面破损严重，
党员干部开会时都没人愿意去。崔
靓靓多方筹措了6万元资金，通过村

“两委”会议，与村书记、“两委班子”
商量制定了村办公场所的维修方

案。2021年11月底，村办公场所完
成了修缮，办公桌椅、空调等新办公
设施全部到位，村办公场所面貌焕
然一新。

“村里人心凝聚起来了，干事情
就有了不竭的动力。”高北营村党总
支书记高国庆说，“崔书记的工作得
到了大家的认可。如今村里的环境
卫生、农业生产等工作，村民们都能
自觉响应、配合。”

高北营村耕地面积1440亩，群
众以农业种植为主，收入微薄。“守
着‘金山’讨饭吃不行，要把土地充
分利用起来，要结合乡村振兴工作
要求去发展村经济。”崔靓靓说道。

2023年4月，高北营村以土地
托管、土地流转为结合点，以村集体
合作社为依托，促进土地整合，加快
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村“两委
班子”及时召开党员和群众代表大

会，制订了《高北营村基本农田土地
规模化种植实施方案》，实施基本农
田土地规模化经营，分能人带动、收
益带动、规模化增收3个阶段，2—3
年内完成1000亩土地的规模化种
植经营。目前第一阶段的能人带动
期已圆满完成，村内300亩成方连
片土地规模化种植玉米、小麦，采用
新品种、新技术实现了农作物增产，
村集体收入增加1万元。村民田福
山经常跟村里人说：“这‘第一书记’
是真干事，带着我们在土地里‘刨金
子’！”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村
“两委班子”有了活力，带领村民干
实事、干好事，让村民看到了新变
化，得到了大实惠。驻村期间，崔靓
靓还致力于村里的基础设施改善，
村里投资了1万元，对村北浇地电线
500米进行了检修更换，800亩水浇
地得到了保障；投资了0.4万元，对
村桥西河沟码头进行了整修，解决
了多年失修导致浇地困难的问题；
投资了1万元，对路灯线路进行了检
修更换，解决了个别村民门前路灯
不亮、群众晚上出行不便的问题
……一件件小事都办到了群众的心
坎上，崔靓靓扎实的工作作风，得到
了党员、群众的高度评价。

两年驻村服务，殷殷未了深
情。驻村工作既漫长又短暂，酸甜
苦辣仿佛就在昨日。“虽然按照组织
程序，我即将离开高北营村，但我和
村‘两委’、老乡们约好，在回到自己
工作岗位的同时，我将继续配合好、
服务好村里的集体经济发展。”崔靓
靓说，“将来，无论我身在何方，高北
营村都是让我牵挂的一方故土”。

崔靓靓到群众家中走访。

“第一书记”崔靓靓：

从“急难愁盼”问题入手解民忧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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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香是滨北街道单家村
的巾帼致富能人，她与丈夫董建
华经营的渔网手工加工微工坊，
让四邻八乡的人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不仅不耽误家务，还能用
零碎时间赚钱。附近村民说起
她来，一致称赞。

李晓香的老家沾化区大高
镇李家村，一直有织渔网、拴渔
网的传统习俗，十几岁时，她就
掌握了渔网加工技艺。结婚生
子后，为了照顾年迈的老人和家
里的几十亩耕地，在外工作的李
晓香毅然返乡，利用照顾家庭的
余闲，领点渔网加工的零活补贴
家用。

在她的带动下，左邻右舍也
跟着干起来。随着身边会渔网
加工的人越来越多，李晓香就和
丈夫商量着办个渔网加工点，在
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也方便乡
亲们领活。说干就干，夫妻二人
就在老宅院里办起了加工点，不
仅给乡亲们放一些手工活，还负
责培训技术。

这些零活有给渔网拴钢坠、
拴链条、拴铅坠、拴吊盘等几个
工序。其中拴钢坠、铅坠大约每

个4分钱，拴链条每斤6毛，拴
吊盘按大小每个约 1元到 2元
不等，根据个人手速快慢，大约
每个人每天有30元到100元的
收入。李晓香介绍道：“日常每
天有三四十人领活，高峰时有一
百多人。根据业绩，每个月月底
还有现金激励。”

以上几个工序下来，渔网就
制成了成品。渔网成品主要通
过李晓香弟弟的线上团队，在

“互联网”上接收线上订单进行
出售。为了扩大规模，李晓香夫
妇又在院子里建了个微工坊，负
责成品包装、线上直播。在包装
车间，有工人具体负责成品的包
装装袋，型号标注等，每天大约
能售出100多单。负责包装的
工人，一天有80元的收入。

李晓香每天根据订单分发
手工活，并进行验收，丈夫负责
包装车间和线上订货，一个月下
来，夫妻两人大约有1万元左右
的收入。李晓香说：“干了这几
年，左邻右舍的乡亲们都轻车熟
路了，有啥活，只要一说就通。
自己能养了家，还能给大伙带来
收入，累点也值得。”

渔网搭乘互联网
搭出共同富裕路

巾帼致富带头人李晓香带领四邻八
乡实现家门口就业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张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