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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游客提供高效、便捷、温馨服务，擦亮泰山金字招牌

泰山景区多项举措提升旅游品质
本报泰安5月14日讯(记者 薛瑞) 14

日上午，泰山景区2020年旅游品质提升攻
坚年活动动员会召开。

泰山景区党工委书记亓利群参加会
议并讲话，管委会主任王光锋主持会议。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泰山
景区旅游品质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软
硬环境双提升，让优势更优、特色更特、
展现新气象、树立新形象、塑造新影响，
泰山景区制定《泰山景区2020年旅游品

质提升攻坚年活动方案》，开展服务质
量、公共服务设施、环境卫生、经营行为
四大专项整治。

通过开展旅游品质提升攻坚年活
动，进一步强化景区工作人员及涉旅企
业和从业人员的标准意识、责任意识、主
动服务意识和岗位意识，为游客提供高
效、便捷、温馨的旅游服务，形成“人人关
心服务质量、人人投入旅游品质提升”活
动的良好氛围。使泰山景区成为安全有

序、环境优美、服务优质、设施完善、经营
诚信的精品旅游景区。

亓利群表示，旅游品质提升是应对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必然要求，是开创景
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现实需要，也是
擦亮泰山金字招牌的重要举措。泰山景
区要紧盯目标、精准发力，全心全力抓
好旅游品质提升，树牢标准意识，确保
全面达标；加强硬件建设，改善旅游环
境；提升服务质量 ,重塑景区形象；挖掘

旅游资源,打造精品线路。要加强组织领
导，完善推进机制，加强宣传引导，从严
奖惩问责，确保旅游品质提升取得实
效。

亓利群强调，旅游品质提升攻坚年
活动要一切以游客的体验为评判标准，
强化攻坚意识、提高攻坚本领、压实攻坚
责任，以“挑担不畏难、登山不畏险、坦途
不歇脚、重压不歇肩”的担当与执着，交
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摊煎饼、摘樱桃……现场当起推销员

泰山区村干部直播带货挺忙活

本报泰安5月14日讯(记者 倪方圆)
2020年新春伊始，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给农产品运销带来严重影响，造成销售
难题。为发挥互联网平台优势，助力解
决农产品销路问题，自4月1日起，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与泰山区正式推出乡村

“云”振兴系列活动——— 乡村干部直播
带货栏目。近日，栏目直播了北王庄村
手工煎饼、大河峪樱桃。栏目走进泰安
各村庄，全力以赴助农脱贫增收，促进
泰山区乡村产业振兴。

5月1日，乡村干部直播带货第五期
来到了邱家店镇北王庄村，跟随北王庄
村党支部书记王仲建，一起领略传统工
艺下的煎饼文化。

在北王庄村，煎饼的做法一直是传

统做法，主要原料采用小米和玉米。据王
仲建介绍，以玉米、高粱、谷子、地瓜干等
粗粮为原料，经过粉碎泡糁，再用石磨把
它磨成浆糊状，摊于鏊子上边刮边烙。

“等到烙成黄红色时，揭下来，折叠
成长方形，一个香喷喷的煎饼就做好了。
质地细薄，水分少，耐久储，香酥可口，这
就是我们的泰山煎饼。”王仲建说，因为
圆的煎饼不好拿，泰安人习惯把煎饼叠
成长方形，像千层饼似的吃掉。泰山煎饼
种类很多。小米煎饼、高粱煎饼、玉米煎
饼，还有的煎饼是使用两种以上的粮食
制作而成。王仲建告诉记者，小米煎饼是
最受欢迎的，脆脆的，口感很细滑。

进入五月，串串红彤彤的樱桃挂满
枝头，晶莹剔透的小浆果，香香甜甜的

口味。5月13日上午，乡村干部直播带货
第6期来到泰山区大河峪村，跟随第一
书记刘云峰、村书记陈翠国，走进原浆
红樱桃园，回归大自然，体验采摘的乐
趣。

樱桃园坐落于美丽的泰山脚下风
景怡人，依山傍水，与山水相融，组成泰
安东部的绿色生态采摘基地。该园秉承
着绿色发展、健康生活的理念，所产樱
桃均为无公害产品，让广大游客享受旅
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田园体验。

记者在樱桃园注意到，每棵樱桃树
上都挂有一个驱鸟剂，它散发出来的气
味可以避免鸟啄食樱桃，从而也避免了
喷撒农药，保证了园内樱桃的天然无公
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泰安融媒记者
边直播边品尝了几种樱桃。目前上市的
是红灯和早大果，这两种樱桃口感酸甜
可口，肉质厚实核小。布鲁克斯几天之
后会成熟的比较好，但现在的口感就很
香甜，一口咬下去，脆甜多汁，深受大家
喜爱。

本次活动由泰山区扶贫办、泰山区
新闻中心、泰山区互联网信息管理中心
主办，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承办、双购云
商协办多部门联合举办。接下来，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还将跟随多个乡村
干部继续进行乡村“云”振兴系列活
动——— 乡村干部直播带货，应用互联网
销售平台实现帮农富农，促进泰山区乡
村产业振兴。

来自深山里的倔强———

80岁独居老人乐观生活
在泰山深处海拔600多米的黄前镇双

山村，80岁老人孙兆美独自居住在深山
里几十年，挑水做饭，干些简单农活。山
路陡峭，出行不便，但凡见到外人，老人
都喜欢聊上几句，拉拉家常。

多年来老人保持乐观积极生活，只
是这生活，在旁人看起来有些艰难。村
委曾想给老人办理低保，却被老人婉
拒。“我想还是不用了，还有比我更困难
的，他们比我更需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伟 张
泽文 见习记者 金文茜

山里人少见人就聊两句

收入微薄但乐观生活

孙兆美老人20岁时嫁到双山村，到
今年已经80岁了。老人患有高血压和心
脏病，眼睛也因为白内障有些看不清，
但是精神却很好。老人的两个女儿都已
经出嫁，儿子2010年因车祸去世，儿媳
带着孩子改嫁，现在老伴也不在了，所
以独自一人住在这山村里。

5月6日，记者来到黄前镇双山村，进
村只有一条山路，曲折又陡峭。沿山路一
路向上，走进大山深处，有三间低矮的房
屋，这就是孙兆美老人的家。见到孙兆美
的时候，老人正在修剪家门口的几棵杏
树，左手还点着一支烟。“现在也就还抽

两口烟了，山上来的人少，年纪大了，没
人的时候就在家门口附近转转。”见到记
者，孙兆美主动打开了话匣子，她说每当
见到陌生人都喜欢聊两句，说说话。

老人回忆到，年轻的时候曾经外出
打工19年，回来的时候原来的屋子却已
经塌了。于是在女儿们的帮助下，盖起
了三间屋。现在女儿们都外出打工，大
女儿在东营，二女儿在岱岳区李子峪
村，自己居住在双山村。

谈起女儿，老人面带微笑，“女儿们
都很孝顺，她们常说，有事就吱声。我跟
她们说没问题的，只要不生大病就没
事。其实我不想麻烦她们，看到她们生
活的开心我也满意了，不想成为她们的
负担。”

老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老伴的
400多元的退休工资和100多元的社会
养老，孙兆美说“老伴走之前还种了些
果木，现在我又在家门前种了一些菜，
勉强够吃。”老人叹了口气，“只是我有
高血压和心脏病，血压高的时候能到一
百六七，从前年开始我就不敢去地里干
活了，怕晕到在地里。”

春节团聚老人最开心

村里办低保被老人婉拒

年轻落下了腰伤，站着久了就腰疼，
老人却坚持自理，自己劈柴自己烧火。但
岁数大了体力不如年轻时了，孙兆美说

到:“以前一次提三四十斤的水，现在不行
了，一次只能拿小桶担个十来斤了。”

在这山里买东西是最不方便的，老
人告诉记者，有需要下山买东西的时
候，就托村民跟着他们的三轮车下去，
买完再跟着回来。“我不想欠人家人情，
一般都给盒烟，次数多了就请一请。”老
人说。

最让老人开心的事，莫过于春节的
家人团聚，孩子们都会从外地赶来，欢聚
在一起。“以前我都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只是现在眼睛也不好了，有些吃力了。”
孙兆美说到，“儿子走的时候才44岁，那
一年我心里难受，天天哭，就在2014年的
大年初一，我洗刷碗盆等第二天女儿们
回来的时候，这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当
时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后来去医院看
了，老人被确诊为白内障。

医院介绍白内障可以免费治疗，但
孙兆美年纪大了不好治疗，家里人又不
在身边，这就一拖再拖。

双山村村委会了解到老人的情况
后，想给老人申请办理低保，却被老人
拒绝了，“我想还是不用了，还有比我更
困难的。”孙兆美摆了摆手，又笑着说，

“来看看我种的花吧，现在都开了正香
着呢，就是刺多了点。”

据双山村村书记张伟介绍，孙兆美
所在的双山村，常住人口有300多人，年
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谋生，留在村里的大
多数是像孙兆美这样上了年纪的老人。

行道树遮挡红绿灯
市园林局将尽快修剪

本报泰安5月14日讯(见习记者 金文茜)
入夏以来，泰安路边行道树长势茂盛。有市

民反映，灵山大街与荣院东路交叉路口处的
大树遮挡了红绿灯。对此，泰安市园林局工作
人员表示，会尽快安排工作人员对这个路段
的树木进行修剪。

14日上午10点左右，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在灵山大街和荣院东路交叉路口处，看
到位于西北角的红绿灯，被树叶遮挡得严严
实实。通过枝叶的缝隙，才可看到红绿灯的显
示，但是，信号灯显示的等待时间却无法看
到。由于该路口人流量较多，非机动车通过该
路口时需要小心翼翼。

“红绿灯被树木遮挡，既不方便，也不安
全。”路过的非机动车车主说，看不到信号灯
所显示的等待时间，偶尔会误闯红灯。行人王
女士说：“这里的人流量较大，存在安全隐患，
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修剪一下这里的树木。”

对此，泰安市园林局工作人员表示，会尽
快派人前往现场进行核实，安排工作人员对
这个路段的树木进行修剪。

本报泰安5月14日讯(记者 侯海燕 通
讯员 王丽) 高中毕业年级返校复课已有
一个月时间，为全面落实高三复学后学校疫
情防控工作，泰安市教育局、泰安市卫生监督
局、泰安市卫健委、泰安市公安局、泰安市煤
炭疗养院共同组成专家组进驻青年路校区
后，积极开展工作，科学指导开学后学生上下
学治安维护、日常消杀、食堂及宿舍管理和突
发应急处置等联防联控工作。

驻派组与学校相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
讨论开学后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自4月15日
开学以来，市卫健委派驻工作人员每天6:30
到校，召开相关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文件精
神，了解学校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并对如何开
展好学校防疫工作提出了重要指导性建议。
泰安市煤炭疗养院医护人员自入驻学校以
来，与应急处置小组成员共同研讨应急处置
方案，逐步完善工作流程，使得学校日常防护
及校园应急处置更科学合理，确保了应急处
置更加合规。

驻校专家与应急处置小组成员、高三级
部全体师生共同组织了课堂疫情应急处置演
练。除此之外，泰安市卫生监督局、泰安市公
安局驻派学校工作组，也在学校食堂、教室、
学校消杀等各个环节进行科学、合理的指导，
为高三学生提供了更加专业、安心的校园防
控安全保障，确保高三全体师生安心备考。

泰安一中驻校工作组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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