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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专版

德 耀 济 阳

走进济阳区人社局办公区域，“随手
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及时
关闭空调”……随处可见的温馨提示，既
是该局“无废机关”创建的生动实践，更
是该局干部职工主动践行“无废机关”创
建的真是写照。

融入日常 做在经常 养成习惯
鲜活美丽的绿植、没有异味的垃圾

桶、明亮宽敞的办公环境……该局处处
都彰显着“无废机关”创建的成效。

为切实做好“无废机关”创建工作，
该局成立了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严格
对照“无废机关”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明
确职责分工，健全内部监督机制，推动

“无废机关”创建任务层层落实。落实
中，坚持把“无废机关”创建融入日常、做
在经常，办公用品申领“线上办”“无纸
化”，提倡双面打印，减少签字笔、一次性
水杯使用，倡导电视、电话会议，执行夏季室内空调温
度设置不低于26℃、冬季不高于20℃，电脑设置15分
钟节电模式，办公室放置小型分类垃圾桶，在显要位置
张贴“无废机关”创建温馨提示……时时刻刻提醒干部
职工增强节能意识，养成良好“无废机关”创建习惯。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机关是展示生态文明的一
个窗口，‘无废机关’的创建，不仅仅是环保行动，更是
政府机关对绿色发展理念的坚持和践行，养成了良好
习惯,‘无废机关’创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走在前列 探索创新 提供经验

为扎实推动党政机关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该局大胆探索创新，以服务为抓手，把“无废
机关”创建融入工作实际，推出了“全生命周期”社会保
障集成服务“无废机关”创建新模式，走在全区前列，形
成了一批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无废机关”创建经
验。

工作中，该局借力数字济南建设，积极拓展人社领
域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场景，创新推出基于自然人的出
生、就业、入职、退休、身故“5个一件事”集成办服务事
项，推进电子化、无纸化业务办理，做到让数据线上跑，
让群众不再跑，每年可减少群众来回跑、往返跑、重复

跑1万余次，节省身份证、毕业证
等证明材料 5 万份左右，减轻了
办事群众负担，节约了行政成
本，提高办事效率30%以上。“山
东改革”微信2023年第76期《济
阳区：探索“全生命周期”社会保
障集成服务新模式》，济南日报
头版头条《“门”不进、“脸”不看、

“事”直接办 济阳：首推“全生命
周期”社会保障集成服务》为题
进行报道，中国劳动保障报、大
众网等进行了推广。济南市委
副书记杨峰、副市长韩伟，济阳
区委书记、区长等领导作出批
示，予以肯定。

近日，刚领取退休金的王女
士拉着区人社局工作人员的手
激动地说：“我真得好好感谢咱
们人社局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到

我，只要从手机上给你们提供一下银行账号，确认一下
即可，这次退休手续办理，我真是一次腿也没有就办成
了”，成了人社部门将无废化理念融入到民生服务的生
动写照。

“无废机关”创建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一种
理念和担当，也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下一步，
该局将沿着“无废机关”创建之路，以身示范，做绿色办
公、低碳生活的倡导者、建设者和维护者，树立机关良
好形象，用绿色实践为谱写高质量北部中心城区建设
作出应有的贡献。

（通讯员）

做绿色办公、低碳生活的倡导者、建设者和维护者

区人社局践行“绿色实践”创建“无废机关”

十八年，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但在济阳街道马居英身上
却是漫长而不幸。31岁那年，丈夫意外离世，公婆痛失独子，她在公
婆的劝说下改嫁他村，不料改嫁后丈夫郑庆涛又因意外事故瘫痪卧
床，悲恸欲绝的她硬是咬牙先后撑起了三个家，悉心照顾已故前夫
的父母、现在的公婆、自己的爸妈、卧病在床的丈夫，用孝心和大爱
诠释了孝老爱亲的真谛，用点滴的平凡书写了一曲孝之赞歌！

做为儿媳，她悉心照顾着两个家庭
2002 年马居英的丈夫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噩耗传来，公公婆

婆痛失独子，伤心欲绝，婆婆更是茶饭不思、终日以泪洗面，沉浸
在丧子的悲痛中无法自拔。日夜相伴的爱人突然离世，马居英亦
心如刀割，她仿佛看到整个家的天塌了，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支
离破碎，31 岁的她陷入一片渺茫之中。但看着悲苦的的公婆，年
幼的孩子，她咬咬牙告诉自己，家里的顶梁柱没了，那便让她来扛
起这个家。

马居英强忍悲痛，一边悉心开导公婆，精心为公婆、幼子准备饮
食起居。一边扛起家中的生活重担，农忙时起早贪黑割麦种稻、收
拾农活，农闲时到城区打零工。公婆渐渐从丧子的痛苦中走出，见
马居英如此操劳受累，便坚持劝说她趁年轻改嫁，一开始坚决不同
意的马居英慢慢被善良的公婆说服，在街坊邻居的热心操持下，改
嫁到了十里外的郑家村郑庆涛家中。

同丈夫郑庆涛结婚后，勤劳朴实的马居英迅速融入了这个新的
家庭，受到丈夫和现公婆的一致好评，次年，马居英又添一子，一家
人温馨和睦，其乐融融。但马居英心中一直没有忘记前公婆那个

“家”，总是挂念前公婆的吃穿用度，逢插稻子、种麦子的时候，更是
想起一对老人膝下无子的艰难。于是，在征求丈夫郑庆涛的同意
后，农忙时她起早贪黑奔忙于两个家庭，既照顾地里，又照看老小。
渐渐，她的孝心感动了现在的丈夫郑庆涛和公婆。一到农忙的时
候，郑庆涛便亲自开车陪她一块去前公婆葛店村干活，这种义举在
当地传为美谈。

作为女儿，她细致入微照顾双亲
马居英的母亲身患乳腺癌十几年了，常年吃药控制，父亲身体

也不好常常生病，这又成了她一种牵挂。每每忙完了这两家的活
儿，不管多累多晚，她总是要来到父母跟前。喂一口水，喂一口饭，
问问冷暖，洗洗衣衫。还在微薄的收入里挤一点钱买点营养品让二
老吃上。

二老看在眼里，暖在心里，但对她三处奔波劳累心疼不已，经常
劝她说，“家中啥也不缺，你不要来回跑了，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娘家的姐妹们也心疼她超负荷的辛劳，表示娘家这边她们会尽心尽
力照顾好，劝她别太牵挂娘家这头，累坏自己。马居英却说，照顾父
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东西多少，力气大小都不碍事，只有尽了力，
心里才踏实。

作为妻子，她为丈夫撑起一片天
2016年10月，不幸再次降临到马居英身上。丈夫郑庆涛在施

工中从高空意外坠落伤至颈椎，工友们当即联系救护车，将郑庆涛
送到山大二院重症监护室，一待就是二十多天。当时医生表示病人
陷入重度昏迷，无明显生命体征，需要在重症监护室随时观察情况，
让家属做好最坏的打算。这些记忆马居英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悸不
已，当时的她想过自己的苦痛，怨过老天的不公，但最挂念的还是丈
夫能否从死神手中归来。或许是老天也被马居英感动，在重症监护
室待了近一个月的郑庆涛病情有所好转，转到普通病房一个多月，
已经可以出院，郑庆涛保住了性命。但原本健康的体魄再也回不来
了，郑庆涛颈椎以下全部瘫痪，生活完全无法自理，需要专人照顾。

郑庆涛多次痛哭流涕，“这样的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如让我去
死”。马居英坚定的握着丈夫郑庆涛的手，“你就是我整个生命的坚
强支柱，只要你还活着，我们这个家就是完整的家，你瘫痪在床，我
照顾你一辈子！”

就这样，马居英一直陪护在丈夫郑庆涛身旁，每天起床第一
件事就是给丈夫倒尿或冲、换尿管,为他按摩身体。然后开始准备
营养丰富的早餐,青菜、面条、八宝粥、麦片,搭配着牛奶,一口一口
地喂丈夫吃，给他擦嘴,等他慢慢吞咽，经常喂一顿饭要花上半个
多小时。为防止丈夫生褥疮、肌肉萎缩,她每天都给丈夫翻身、按
摩。夏天,为了让丈夫身上不长湿疹,她一天给他擦好几遍身体。
为了照顾丈夫，马居英还学会了理发、吸痰、量血压、穴位按摩,甚
至连肌肉针也会打了。在马居英的精心照料下，瘫痪在床的郑庆
涛，身上从无脏物、异味，身上没一点褥疮、湿疹的痕迹,背心、衣
服和床单、被褥,总是干干净净。而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丈夫少
受痛苦,帮助他尽快好起来。

因为照顾丈夫，马居英无法外出工作，水果摊自然也不再摆摊，
家里的生活更加抓襟见肘，马居英便主动联系了一项折纸盒的工
作，可以在照顾丈夫的闲暇时间赚点钱。据马居英介绍，折一个纸
盒可以赚几分钱，而每天她都要折上千个，可以赚几十块钱贴补家
用。

岁月无语，大爱无言。马居英，用瘦弱的女人之躯，竭尽绵薄之
力，支撑着三个残缺的家庭；用拳拳寸草之心，践行着中华民族孝老
爱亲的传统美德，书写着孝行天下、大爱无言的美丽诗篇。

一个人做好一件事不难，难的是长期做好一件
事。同样，一个女婿照顾丈母娘一天不难，难的是一
照顾就是50余年。仁风镇西街村村民夏玉民,年过
七旬的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养岳父母,无怨无悔，
甘当“上门女婿”,用他的孝行善举为这个时代弘扬着
可贵的“正能量”。

夏玉民排行老三，自幼丧母，从小与父亲、两位
兄长相依为命。尽管自己在外学习打铁手艺，但由
于家庭成员多、家庭成分不好等因素，生活也很拮
据。到了婚配年龄，几经波折后经过熟人介绍，
1970 年夏玉民与本村同一生产队的张遵华成立了
家庭。而张遵华的家庭也很特殊，在西街村的父母
是她的养父母，养母由于长期劳作患上了青光眼，
养父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即使成了家也需要长期照
料养父母。

夏玉民同张遵华结婚后就一直帮忙照顾养岳父
母，但“天有不测风云”，两年后，养岳父突患肝病并
且病情急剧加重，让他本来就不好的身体状况更是
一落千丈，身边开始离不开人照顾，妻子张遵华只能
每天两头来回跑着，又要照顾养父母，又要兼顾他们
这个小家庭，经常累的倒头就睡，连饭都顾不上吃。
夏玉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下定决心同妻子张遵
华商量后，毅然搬到张遵华的养父母家居住，全心全
意照顾两位老人。从此，夏玉民正式成为了这个家
的“上门女婿”。

夏玉民搬过来以后，每天不仅要做繁重的农
活，同时还得照顾养岳父的衣食起居，经常天不亮
就要起来，忙到天黑才能休息。每天与妻子张遵华
守在病床前喂水、喂饭、端屎、端尿，从不嫌弃。在
老人卧床的几年，夏玉民夫妻没有让老人患过一次
褥疮，也从来没有让他穿过一次大小便湿透的衣
裤。不论春夏秋冬，他们都会把老人的衣服洗得干
干净净。医生说得让老人多吃一点营
养品，他们夫妇二人毫不犹豫地将用工
分挣的地瓜干全部换成猪肉，就为了让
养父增加免疫力，而他们却四处借地瓜
干糊口，即便如此也没有半句抱怨。为
了让养父的病快一点好起来，铁匠出身
的夏玉民曾多次骑着自行车驮着岳父，

到距离仁风 50 里地惠民、稍门等地寻医求方，路途
遥远，他怕养父坐自行车不舒服，发挥铁匠手艺，专
门改良了自行车后座，几十里的路途他却舍不得在
街边买个馒头，总是从家里带的干粮咸菜将就一
口。就这样，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养父 11 年，推翻
了当时医生下的“最多能维持3年的生命”结论，创
造了“医学奇迹”。

“百善孝为先”，夏玉民始终延续着孝道，不管每
天多忙，夏玉民夫妻两人都要让养岳母吃上热乎饭、
穿上暖和衣，经常地陪老人唠嗑聊天。尽管老人有
时爱唠叨、犯一些“老小孩”的脾气，但是他总是顺着
老人，千方百计哄着老人开心，每天不管干活多累，
他都会同岳母聊聊天，解解闷。

随着养母的年事已高，尽管身体相对硬朗，但是
视力在逐渐的减弱。尤其是 2008 年——养岳母 82
岁，左眼的视力急剧下降，经诊断眼底坏死。虽然医
生早就下出“无法治愈”的结论，但是他和妻子二人
仍旧不放弃，带着老人多次到章丘、济阳、济南求医
就诊，以最大程度减轻老人的痛苦。近十年来，养岳
母的病情一直很稳定，除了听力下降之外，生活的很
健康快乐。现在夏玉民生活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
庭，作为女婿的夏玉民都已步入花甲之年，两个孙子
都已长大成家立业，并有自己的小孩，一家人其乐融
融。

夏玉民无微不至照顾岳母的孝行传遍了左邻右
舍，村民们说：“谁家有这样的‘上门女婿’，即使没有
儿子，后半辈子也有指望了！”

孝，是人类最基本的信仰。夏玉民在50多年无
痕的岁月里，把“孝”字深深地刻写在自己的字典里，
用孝心传递了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良好风尚和
满满的正能量，用无悔的付出诠释了“孝”与“爱”的
真谛。

道德模范马居英：
一人撑起三个家的孝老爱亲好榜样

身边好人夏玉民：
“上门女婿”照顾养岳母五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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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北街道汇鑫社区
举行公益法律顾问聘任仪式

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公益法律服务要求，更好发挥法律顾问在加强社区普法力
度、着力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等方面工作的重要作用，12月4日，济北街道汇鑫社区
举行公益法律顾问聘任仪式。

汇鑫社区自5月31日开通法律咨询日以来，得到了鲁华律师事务所邝琳琳律
师团队的大力支持，每月的第一个周五都派驻执业律师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解答居民各类法律问题，累计服务30余人次，为社区营造全民用法的良好氛
围提供了莫大助力。汇鑫社区工作人员曲延玲分别向邝琳琳、徐蒙蒙、马金花三名
律师颁发2024年度“公益法律顾问”聘书。 （方 悦）

区投资促进局
开展“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普法宣讲活动

本报讯 为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尚，12月4日，
区投资促进局在市民中心开展“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普法宣讲活动。

区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明硕同志带领参加宣讲活动的10名同志共
同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观看了视频“《宪法》的发展”，给大家讲解了
国家宪法日设立的意义以及如何维护宪法权威，重点介绍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
宪法对于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并呼吁大家学习宪法、遵守宪法、强化宪法意识、
弘扬宪法精神。 （通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