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为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城市建设，

营造良好宜居环境，现就腊山山体范
围内坟墓开展治理，公告如下：
一、治理范围、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治理范围：

腊山山体大致为东西走向，山脊
北侧范围内。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白马山一居联系人：陈敏
联系电话：16652026503
槐荫街居联系人：孟宪清
联系电话：13853120552
朱家庄社区联系人：朱风春
联系电话：13698631195
尹家堂社区联系人：王振奎
联系电话：13854101085
东红庙社区联系人：臧永水
联系电话：13605402000
西红庙社区联系人：孙宪锡
联系电话：18353187589
韩家庄社区联系人：徐东
联系电话：19853102030
谷庄居联系人：王睿
联系电话：19853102171

二、整治要求

请上述治理范围内整治坟墓墓主家
属，在公告期内(2021年9月8日——— 2021
年11月8日)，与上述对应人员联系，持个
人有效证件、墓主相关证明材料办理登
记，逾期未登记的坟墓视作无主坟墓，就
地进行园林化治理改造。

特此公告。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白马山
一居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槐荫街
居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朱家庄
社区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尹家堂
社区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东红庙
社区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西红庙
社区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韩家庄
社区居民委员会
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街道办事处谷庄居
民委员会

2021年9月8日

陈疃镇位于日照水库北岸，

境内有河流17条、小二型水库2
座、塘坝74座、汪塘41座、沟渠
150余条。近年来，陈疃镇牢固

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坚持把守护好日照水库生态环境

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按照“区

划+流域”河湖管理新机制的要

求，由东港区水务集团对17条河

流、2座小二型水库进行专业化

的统一养护管理。

自今年 6月份新机制运行以

来，陈疃镇充分发挥枢纽作用，

扛起属地责任，强化镇、村河长

及水管员联动机制，对发现的问

题现场交办，及时整改。同时，

加大考核力度，结合问题整改和

日常管理工作，对管护流域进行

现场考核，考核结果与水管员工

资进行挂钩。通过整合职责、资

源、资金和力量四个要素，实现

了管护能力、管护标准、安全运

行和河湖面貌四个提升。

同时，陈疃镇还参照专业化

河湖管护模式，对未纳入管理的

塘坝、汪塘、沟渠等水利设施实

行网格化管理，建立了“河湖长
+网格长”双体系巡查模式，形

成“发现—上报—交办—整改—

考核”的闭环工作机制。

下一步，陈疃镇将以此次会

议为契机，紧紧围绕“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总目标，加

快推进多元化管护机制，持续抓

好常态化河湖管理，让绿水青山

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陈疃镇：以新机制硬举措
推动河湖长制有名有实有效

教书“上瘾”，退休还没教够
五代人11位老师，王书英一家聚餐常成业务研讨会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时培磊 张锡坤

既是老师，又是“妈妈”

教师节前夕，81岁的王立增和70岁的满
德善冒着小雨，再次来看望小学时的老师王
书英。97岁的王书英坐在轮椅上，因为上了
年纪，身体有些清瘦。因为离得近，王立增和
几位同学经常来看望王书英。“一群七八十
岁的学生给母亲喂饭，让我看了真是特别感
动。”王书英的儿子沈印轩感慨道。

前两年，王书英还能认出这些学生，
现在她有些糊涂了。“老师，我是1959年那
届的，您还认得我吗？”满德善回忆起过去上
学的日子，他祖辈没有一个认字的，他是第
一个。那时候，学校一学期只收5毛钱，师生
上学都用小块的石板、石笔。王立增因为之
前村里没有学校，到了13岁才上学。他记得，
那时学校没有食堂，王书英就自己手拉风
箱做饭，经常喊学生一起吃。

王书英的孙子沈齐奔是家里的第五
代教师。据他介绍，家里从王书英的祖父
起就开始任教，一直延续至今。王书英的
祖父王家相毕业于保定军校，曾做过律
师，受到儒家思想以及当时进步思想影
响，王家相回到老家开办免费私塾，为贫
穷人家孩子提供受教育机会。

王书英的父亲王训农早年在家读私塾，
后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曾任中山中学校
长。他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和
抗日战争中，1940年不幸以身殉国。

在祖辈英烈思想的影响下，有良好文
化基础的王书英和妹妹一并走上了教书育
人的道路，并远嫁上海。但命运不济，王书英
20多岁时，丈夫就因病去世，她带着孩子回
到娘家。1950年，王书英开始在滕县羊庄公
社许坡小学任教。“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但
奶奶一直坚持了下来。”据沈齐奔介绍，当时
奶奶的工资只有两三块钱，这些钱除了家
里四五口人，她还要接济学生。为吃不上

饭的孩子做饭，为穿不上衣服的学生缝
补，成了她的另一个使命。

腿脚不好也愿再去带班

今年72岁的沈印轩是家里的第四代老
师。小时候，他就跟着母亲王书英在学校上
课。因为家里穷，沈印轩一度想出去干木匠，
后来还是被母亲劝阻了，走向了教师岗位。
这一教就是41年，曾担任滕州市羊庄镇洪村
联中校长。后来，他从洪村联中调任羊庄镇
中心中学。“到了这个学校后，上面要给我一
个领导职务，我不要，我要教课。”沈印轩愿
意和孩子们打交道，“他们虽然有学习好的，
也有学习孬的，但都是积极向上的，我跟他
们说，学习不好不要紧，尽力而为，学习不好
不见得没出路，只要你肯干。”

有教无类，这是沈印轩从家风里汲取
的。“母亲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无形中对
我影响很深，她一辈子没打过学生，我也没
打过。”41年从教生涯，沈印轩的学生也遍布
天下。“有的当了大学教授，有的成了老板，
比我强多了，我感到幸福和骄傲。”如今，沈
印轩的腿脚不好，需要住院治疗，但他仍有
一个愿望，“如果再让我回去带个班，我带
不够，好像对教孩子有瘾似的。”

“咱能帮孩子改变命运”

75岁的王永传也是如此，1966年参加工
作，他在岗位上干了40余年，曾被评为“全国
优秀教师”。王永传的“偶像”有两个，一个是
王训农，一个是岳母王书英。“他们给了我坚
定不移终身从教的坚定信念。”

“王训农秉承了古人所说的传道授业
解惑，也实践了教书育人，不光让学生学
习文化知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他更注重对学生传播先进思想，激发培养
学生的爱国热情、家国情怀。”王永传说。

而王书英则用“柔弱”之肩担起了家
庭的重担，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坚
持到退休。“喂牛的地方是她的宿舍，她除

了教文化课，音乐、美术都要上，要当老
师，也要当校工，给自己做饭，给家人做
饭，还要给学生做饭，工作做得这么出色，
让人佩服。”而原因就在于，她对农民孩子
的热爱。王永传觉得，到自己这一代，工作
条件好了，要把前辈的精神发扬光大。扎
根农村，王永传一干就是40年。“之前有过
不少出去的机会，有领导说，你只要愿意
来，我给你办手续，让我从政，我没去，让
我当教研员，我也没去，舍不得这里。”

王永传打心里觉得，教育事业值得用
一生去干。“咱不用说多高尚，教师就是一
个职业，但这个职业不同的是工作对象是
孩子，咱能亲手给他们以帮助，以希望，以
力量，让他们改变命运。”

喜欢教师世家的氛围

如今，接力棒传到了沈齐奔这里。他
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成为一名老师，还
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我奶奶、我爸、我姑，
周边的人大部分都是教师。我也很自然就
走到了教育的道路上来。”

沈齐奔的妻子侯化珍也是一名老师，
教小学语文，她是受到当老师的母亲影
响，“中学毕业，我妈就说你考师范吧。”因
为志同道合，沈齐奔和侯化珍组合成一个
家庭。两口子都是老师，大家平时忙起来，
家成了办公室。“有一次有个查煤气安全
的人，打开门一看，我对象在批改作业，我
在电脑上写材料，他感到很惊讶。”

而对于一大家子人来说，家里二十来口
人，有11位曾当过老师。逢年过节，大家聚在
一起时，“交流业务肯定在所难免，有时候聚
会就成了业务交流会。”侯化珍笑着说，她很
喜欢这种氛围，大家共同语言比较多，在教
学教育上的话题也就特别多，大家相互帮助
扶持，有时也相互较较劲。“在工作上取得了
一些成绩，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家庭
氛围相互影响的结果。”如今，两人的女儿
也上了高三。“她也很有意向报考师范专
业，如果成为老师，就是第六代了。”

王书英家庭

你能想象到生活在一个有
11位老师的大家庭里是什么体
验吗？在枣庄滕州，就有这样一
个特殊的家庭，从清朝末年到
新时代的今天，跨越两个世纪，
历经五代十余人，薪火相传，立
德授艺，演绎着“传道授业解
惑”的教师世家故事。

今年97岁的王书英曾是滕
州羊庄公社小学教师。她的祖
父、父亲也曾是老师，后来，王书
英的妹妹、儿子、女儿、女婿、孙
子、孙媳、外孙、外孙女也都成为
教师。教龄之和超过280年，家里
20多口人，前后五代出了11位老
师，育人数万，桃李满天下。

家庭成员很享受这样的氛
围，能相互碰撞相互促进，也会
有暗自较劲，“有时候我们的聚
餐都会突然变成业务研讨会。”

王王书书英英和和部部分分子子孙孙合合

影影，，其其中中有有多多位位都都是是老老师师。。

教师节临近，王书英的学生来看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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