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涛：做沼气池建设的“勤务兵”
特约记者 李凤国

“武师傅服务态度忒好，只要
电话一打，立马就上门。我家沼气
灶坏了，他带着配件来，三下五除
二就修好了。”近日，道口铺街道
田庙村一组村民田登焕这样评价
赶来修沼气灶的武涛师傅。今年
52岁的武涛，因十年如一日地贴
心服务沼气用户，被大伙儿亲切
地称为“电话沼气师傅”。

2002年，道口铺街道开始在
武庄村推广沼气池，武涛主动找
到沼气技工要求学艺，师傅要求
他从挖坑学起。那一年，他共挖沼
气坑 40多个，坑子不仅符合师傅
的要求，而且除土量最少。从此，
他迷上沼气池技艺，每年他建的
沼气池不下 40口，建一口成功一
口农民获益一口。 武涛是一个
爱琢磨的人。他发现很多已建池
出现问题后无人修，沼气配件无
处买。2003年，他主动找到区能
源办领办了武庄村沼气服务网

点，从沼气池的施工、投料、安装
到出渣、修理一包到底，服务道口
铺及邻近乡镇的 600多家沼气用
户。

当好一个优秀技术员，必须
要有过硬的技术本领。干一行，爱
一行，武涛不仅认真参加能源办
的每一次培训，还经常到附近的
沙镇、梁水镇等地去拜师学艺；经
常用自家沼气灶及设备维修练
习，经过不断摸索，熟练掌握了修
理技术；在病池的诊断方面，他拜
师傅，问专家，翻书本，查资料，将
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不仅成为本
地的技术能手，还成为远近闻名
的“土”专家。

武涛在实际工作中感到，沼
气池出问题最多的还是气压不
够，池子漏气封闭不严，解决的办
法是把粪抽光洗池，重新刷涂料，
这一过程他完全可以指导农户自
己或请人去干，但他认为池子密

封技术性很强，不亲自动手问题
总是不能解决。在又黑又臭的粪
池内干活有时要干上几小时，其
中的滋味可想而知，有好几次由
于粪池内缺氧、温度过高，险些被
熏倒在池内，每次出池都是一身
汗水一身臭，出来后要个把小时
才能缓过气来。但哪怕又脏又累，
只要看到用户满意和赞许的笑容
就又觉得付出是值得的。为了这
份事业，他愧对妻子，实际上，他
家也不富裕，家里承包的 11亩耕
地农活大多落在妻子身上，他最
多只在耕田和收获上帮一点忙，
为了解决农活与工作的矛盾，他
只能尽量把田间劳作安排在夜
间，经常起早摸黑，有时
把农药打完天还没亮。
但凡是沼气 用 户 的 要
求，他从没有拒绝过，凡
是经他维修处理的问题
必定是用户满意后才放

手。
顾庄村民李效忠对“沼气医

生”武涛赞不绝口：“老一辈人在
上世纪 70年代也建设过沼气，由
于技术跟不上，没有人管护，都是
一年建、二年停、三年留下一个
坑，当时建的沼气池都失败了。如
今有了武涛这样的‘沼气医生’，
我们村家家户户的沼气都很好
用。”面对大伙的赞誉，武涛总是
说：“沼气坏了打电话找俺老武！
这是乡亲们对我最大的褒奖。在
今后的沼气池建设和后续服务
中，我要把技术钻得更精湛一些，
服务更贴心一些，当好沼气池建
设的‘勤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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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虎屯镇

着力激发
基层党员活力
本报讯 斗虎屯镇积极探索各类党员教育

管理机制，对无职党员、特困党员、年轻和老年
党员等进行分类式管理，不断激发基层党组织
的活力。

让无职党员定“位”。由组织办牵头，采用问
卷调查、志愿登记等方式对各村的服务要求和
无职党员的参与意愿及项目服务的可行性进行
双向摸底。合理设立社情民意收集岗、环境整治
保洁岗、民事调解促进岗、文明新风倡导岗等岗
位，向 40余名党员发出了邀约，收到党员意向
36份。

帮困难党员纾“困”。坚持在“七一”、春节等
重大节日对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进行慰问的同
时，使困难党员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把因
疾病、子女入学、本人和家庭成员失业或待业等
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党员作为重点救助对象，
给予适当经济救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今年
以来，走访慰问各条战线的老党员、困难党员
65人次，发放慰问金、慰问品折合现金 1.8万余
元。

促年轻党员兴“业”。紧紧依托党员服务中
心、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平台等教育培训阵地，采
取举办培训班、邀请专家现场指导、组织外出参
观学习等方式，积极开展家政、企业会计、职工
技能等各类实用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各种技能
人才的技术水平和就业能力。开展“党员创业
示范店”等评选活动，营造年轻党员活力向上、
带头致富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李念辉 通讯员 许俊英)

10月 10日，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30
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鸿福老年公寓，为
这里的老人送来了节日的祝福。志愿者们
与老人开心地聊家常，询问他们的健康状
况，为他们量血压、剪指甲，并给他们带来
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使老人们度过一
个欢乐的节日。 本报记者 李可新

通讯员 谢锦花隋红燕 由瑞凯摄

葫芦节上的
堂邑葫芦
本报讯 10月 11日上午，江北水城·运

河古都(聊城)第七届中国葫芦文化艺术节在
人民广场开幕。葫芦节上人潮涌动、热闹非
凡，参展葫芦更是千姿百态、形态各异。葫芦
节上，堂邑葫芦尤多，更因其独特的造型和
雕刻技艺备受广大参观者关注，据了解，堂
邑镇葫芦雕刻有 300多年历史，堂邑镇是全
国最大的葫芦种植、加工、销售基地，是中国
雕刻葫芦文化艺术之乡，堂邑雕刻葫芦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堂邑镇政府
积极引导和支持葫芦种植户和加工团体参
加此次葫芦盛会。为堂邑葫芦“走出去”和

“引进来”更好的的服务。
堂邑葫芦是东昌府区最具代表性的特

色文化产业，目前，葫芦种植面积达 3000多
亩，年生产、加工、销售葫芦 5000万个，约占
全国份额的 50%；葫芦种植加工销售企业
200余家，从业人员近 3000人，加工量占全
国的 60%以上，年销售额近 2亿多元。堂邑葫
芦不但销往全国各地，而且出口到英、美、
韩、加拿大等 10多个国家，深受消费者的喜
爱和国内外专家、学者、收藏家的青睐，已经
成为海内外颇具盛名的文化品牌。

从 2007年以来，堂邑镇已连续七年参与
举办葫芦文化艺术节，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堂邑葫芦文化，打造堂邑葫芦产业
发展平台起到了关键性的意义。

(本报记者 杜宁通讯员 庞金秋)

沙镇镇

温情社保暖民心
沙镇讯 沙镇后王村村民小王在镇社保

所为父亲办理完变更账户手续后，感慨地
说：现在的服务真是越来越好了！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增强优质服务意
识，做老百姓的贴心人，镇社保所对前来办
理养老保险的老人实行“一站式”服务，对前
来咨询政策的老百姓实行“一次性”告知，对
来访群众热情接待，认真登记，限时办理，最
大限度的让群众满意。

该镇社保所针对政策多、业务种类多、
程序复杂的特点，不断完善各种服务制度，
努力打造高效服务的运行机制。累计处理养
老保险问题 337例，办理新参保 186人，办理
就业失业登记 310人。

（特约记者 宋晓明 通讯员 庞建军）

10月 11日，新区街道广场社区举办
了一场“欢度重阳节，关爱夕阳红”重阳节
联欢会，社区 40余名老人应邀参加了联
欢会，社区工作人员向老人们赠送了节日
礼物。 本报记者 李可新

通讯员谢锦花由瑞凯摄

九九重阳节 情暧老人心

让老年人老有所乐
本报记者 李念辉 特约记者张建光

俗语说，麦怕胎里旱，人怕老来难。孝
老、敬老、护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张炉
集镇把老人当作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让每
一位老人在党和政府的关心照顾下正乐享
幸福的晚年生活，让老来难将来变成老来
甜。

注重养生的刘大娘
“子清兄弟，这是你家种的胡萝卜吧？”
“是啊嫂子，你要吃随便拿就行。”
“不不不，我只想跟你要点萝卜秧子蒸

着吃。”
“萝卜秧子有什么好吃的，现在谁还吃

那个啊！”
“还不是现在生活好了，净吃好东西闹

的呀！”
刚才对话的是张炉集镇前石村的刘玉

英大娘和种菜能手李子清。原来刘玉英老人
在今年镇卫生院组织的为 65岁以上老年人
免费查体活动中，查出了高血压，高压达到
150。大夫说高血压如不及时治疗就会导致
脑中风、心脏病变等严重后果，刘玉英听后
心里很紧张。大夫建议她今后要少吃肉、油
脂类食物，多吃蔬菜水果。从那以后她增加
了蔬菜的食用量，有时去地里采野菜，谁家
种菜剩下的地瓜秧子、萝卜秧子她就要点
来。

今年张炉集镇卫生院共为 3200余名老
年人免费进行健康查体一次，为每名老人均
建立了健康档案，发现高血压、糖尿病、精神
异常患者 500余人，针对患者情况分别给以
治疗对策，帮助患者积极治疗。

忙碌快活的杨大爷
家住细马村的杨俊启大爷今年 71岁,每

天接送小孙子上下学成了他的主要任务。10
月 9号上午 11点 30分，杨大爷带着小孙子
准时回到家，一进门小家伙就冲着奶奶高兴
地喊起来：“爷爷给我买了大螃蟹。”杨大爷
的老伴不解的问：“张炉集镇没有卖螃蟹的，
这是从哪里弄的呀？”杨大爷说：“我早晨把
孩子送到学校后，就坐着公交车赶到了三中
菜市，买完螃蟹回到家一共用了两个小时。
我用的是老年人免费公交卡，一分钱都没
拿，虽然累点，但心里高兴。以后缺什么东
西，我送完孩子，坐着公交车上城里给你买
去。”

目前，该镇已为 3000余名老年人办理了
老年证，400多名老人办理了公交车免费乘
车卡，充分享受到国家送给老年人的优惠政
策。

快乐运动的院民们
晨练是很多老年人的爱好，现如今，张

炉集镇敬老院的老年人除了出门散散步、打
打太极拳、做做早操运动外，还有很多选择。
当记者来到该镇敬老院时，已经是上午 11

点半了，正好遇到从活动室往外走的一群老
人们，她们有说有笑，脸上充满着运动后的
活力。棋牌室里，两人对垒的“象棋大战”“厮
杀正欢”，其他活动场所也有不少老年人在
开心地玩着。

为了进一步丰富农村老人的业余文化
生活，提高老百姓的身体素质，该镇积极响
应上级号召，不断优化养老设施建设、持续
提高养老保障水平、逐步健全养老服务体
系，对中心敬老院进行了升级改造，较好地
改善了院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了院民的幸福
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