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18马龙腾
“守山人”风雨无阻“护碑”二十载
马龙腾，男，汉族，1972年1月生，山东平

度人，中共党员，平度市天柱山文物管理所负
责人。一把笤帚、一把小铁铲，这是马龙腾巡
山“护碑”必备的装备，一边巡山一边清扫山
路，一天两次，雷打不动。刚到文管所没多
久，为了防止有些邪教分子半夜在山体石刻
上涂写标语，那段时间，他经常裹着军大衣在
山上一蹲就是一夜。由于地处荒山，以前没
有私家车时，马龙腾每次上班都需要先坐公
共汽车到达镇上，再步行1.5公里到天柱山。
山里气候变化莫测，冬天寒风刺骨，夏天地表
烫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已坚守了20个春
秋。记不清有多少个春节没有陪老人守岁，也
记不清有多少个中秋没有与妻女团圆，为了守
护好文物，老马奉献了太多太多节假日。原本
从事美术绘画专业的马龙腾，为了更好地了解
天柱山魏碑石刻，自费购买了各类石刻书法和
魏碑史料理论书籍，工作之余便一直扎在书堆
里。从2003年第一次讲解天柱山石刻开始，
马龙腾一发而不可收，很快对天柱山的摩崖石
刻达到了痴迷程度，这些年来仅用于购书的费
用加起来已有4万余元。如今，两鬓已生白
发，但马龙腾依然是那个不舍昼夜、披星戴月
的“看山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以一颗
朝圣般的心，默默守护着这些历史瑰宝，用实
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基层文物工作者的责任和
担当。2022年，他荣获“全省最美基层文物工
作者”荣誉称号。

编号19王京京
80后蓝领用匠心铸就企业发展

王京京，男，汉族，1988年3月生，山东青
岛人，青特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处技术主管。80
后的他，有着内心笃定而着眼于细节的执着与
坚持，也有着追求突破而勇于革新的勇气和担
当。他刻苦钻研，一年吃透50本电气专业书
籍，“十年磨一剑”，从一名普通电工成长为工
业机器人领域技术专家；他攻坚克难，带领团
队先后创新攻关课题26项，获国家专利62项，
先后攻克青特集团电气设备数据管理平台建
立、进口机器人自主维修等技术难题，每年为
公司节约成本130余万元；他开拓创新，组织
实施数控系统及自动流水线改造，让专业操作
更精准、企业产品更优质；他成立“王京京工匠
创新工作室”，带领团队成员积极开展创新攻
关，先后组织实施精益改善提案133项，取得
技术创新成果12项，36项先进操作法在各级
评选中获奖，带动职工提出创新议案1000余
项，为企业创造效益1800余万元。干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是王京京所理解的工匠
精神。他时刻以择一事、终一身的态度务实肯
干、坚持不懈、精雕细琢、自我淬炼。他说“虽
然时代在变化，但工匠精神永不过时，我会始
终以奔跑者、进取者的姿态，奋斗在路上。”曾
获全国、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振超技能大奖，
荣获山东省技术能手、青岛大工匠、青岛市“文
明市民”等荣誉称号。其事迹先后在中工网、
海报新闻、青岛日报等多家媒体宣传报道。

编号20刘大海
20年科研长跑，破解海洋碳汇分类和核算难题

刘大海，男，汉族，1983年11月生，安徽岳
西人，中共党员，自然资源部海洋一所海岸带
中心主任。积极投身海洋强国建设，将科研成
果写在祖国的蓝色国土上。秉持科学精神、科
学态度，在工作上谦虚谨慎、脚踏实地、勇于担
当，牵头编写了我国第一个海洋碳汇综合性行
标《海洋碳汇核算方法》并发布，参与了中国第
一部海岛法的起草和第一部全国海岛保护规
划的编制，开展了国家、区域（海岸带、长江）、
省（山东、广东）、市（青岛、深圳）、县（荣成）、片
区（崖州湾）多层级海洋与海岸带规划试点，主
笔《海岸带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规程》并立项
国内首个省级标准；带领部门获得国家海洋局

“青年文明号”称号，带领部门党支部获得建党
百年“两优一先”海洋一所先进党支部称号，在

《NATURE》等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等项目30余项，出版
著作40余部，授权发明专利10项，获海洋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海洋科技优秀图书奖等省部级奖励表彰20余
次。筹建并获批自然资源部首批新增重点实
验室——海岸带科学与综合管理重点实验室，
并担任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和学术带头人。

编号21年夫顺
中国电子测量仪器行业的“带头人”
年夫顺，男，汉族，1962年8月生，安徽蚌

埠人，中共党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
科学家，电子测量仪器学术带头人，担任国家
和军队多个测量仪器专家组组长。

他围绕“四个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
民族仪器振兴为己任，几十年如一日，在电子
测量仪器领域破解了西方国家“卡脖子”难题，
实现与国外并跑，成为国产仪器行业一面旗
帜。一是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代到第三代微
波 矢 量 网 络 分 析 仪 ，测 量 频 率 覆 盖
100kHz-110GHz，综合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
技术水平，位列世界前三；二是主持研制了毫
米波与太赫兹测量仪器，测量频率覆盖
50GHz-1.1THz，综合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技
术水平，位列世界前二；三是构建了国产化通
用测量平台，集成了材料、器件、天线、雷达散
射截面等测量系统，解决了大型相控阵天线、
隐身材料、隐身装备、5G移动通信等测量难
题；四是主持微波毫米波与太赫兹测量仪器
关键核心部件国产化研制，微波毫米波与太
赫兹测量仪器关键核心部件全部实现国产
化。科研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1项（排1），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
奖3项（2项排1，1项排2）、二等奖4项（均排
1），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均排1），发明专
利70项（授权46项），制定国家与军队标准3
项（均排1），发表论文和论著85篇。

编号22刘建港
29年匠心成就“海底绣花”第一舵手
刘建港，男，汉族，1975年8月生，山东滨

州人，中共党员，中交一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
司船长。1994年，加入筑港队伍后，刘建港先
后参与了山东省95%以上港口航道、青岛港30
万吨原油码头、青岛国际帆船中心水工工程等
重大工程建设。29年来，他的足迹遍布我国多
个港口码头，是唯一参与了港珠澳大桥、深中
通道和大连湾海底隧道“三大跨海沉管隧道”
建设的安装船长，被誉为“海底绣花”第一舵
手。2013年，刘建港赴港珠澳大桥建设现场，
担任我国首个沉管浮运安装专用施工船组“津
安2-3船组”总船长，用最短时间摸索出一套
深海沉管安装方法，保证了全部33节沉管顺
利沉放对接。2017年，刘建港承担起了大连湾
海底隧道的沉管浮运安装工作，带领团队攻克
了国内曲率最大沉管安装操作难题和最后一
节沉管施工水域最狭窄等 6 项安装难题之
最，实现沉管浮运安装提前圆满收官，书写了
沉管隧道建设领域的“中国速度”和“中国效
率”。2023年4月19日，在刘建港和队员的共
同努力下，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实现了竣工
验收。刘建港先后荣获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
建设功臣、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省水运系统

“齐鲁工匠”、山东好人、青岛市劳动模范、青
岛市工人先锋等称号，他的事迹被工人日报、
中国水运报、人民网等多家媒体广泛报道。

编号23刘高利
生命赛道上最走心的心血管手术匠人
刘高利，男，汉族，1981年8月生，山东莱

阳人，中共党员，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西海岸院
区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奥地利维也纳
医科大学博士后，主任医师、山东省重点专科
学科带头人。

工作以来参加心脏外科手术9000余例，
主刀手术超过6000例，其中年龄最大冠状动
脉搭桥患者87岁，在省内率先开展了左心室
成形+室壁瘤切除+室间隔穿孔修补术治疗
急性心肌梗死并发症，并首次成功实施David
手术治疗主动脉根部瘤/夹层，极大地提高了
患者的生存质量。2010年9月访学加拿大阿
尔伯塔省儿童医院，2012年—2013年至奥地
利维也纳总医院进行心脏外科手术培训，
2015年他再赴南半球最大心脏中心——澳大
利亚查尔斯王子医院，对主动脉血管病变的

外科手术、冠状动脉搭桥术、二尖瓣成形术及再
次心脏手术等进行了深入学习和研究，在外科
技术及手术理念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目前主要致力于主动脉外科和微创心血管疾病
的手术治疗，在他和团队持续努力下，急性A型
主动脉夹层的手术效果由国际30%的死亡率降
低到 5%，手术时间由 8—9 个小时降低到 4—5
个小时。刘高利一手拿手术刀、一手拿导丝导
管，是全国不多的集“传统开胸”“介入”“微创切
口”和“复合/杂交”技术于一身的医生，多项技
术填补区域空白。

编号24刘耀徽
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核心生产系统的创新先锋

刘耀徽，男，汉族，1993年6月生，山东山亭
人，中共党员，现就职于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新
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任信息技术部
副经理。先后获得山东省属企业优秀共产党
员、青岛市优秀共青团员、山东港口“杰出青年”
等荣誉。

作为时代楷模“连钢创新团队”的青年科研
骨干，他怀揣科技报国的崇高理想，全程参与山
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一、二、三期
工程核心生产管控系统的设计和研发工作，建成
了全球领先、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他积极参与国家科技部、山东省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4项，攻克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智
能管控系统（A-TOS）、AGV智能调度系统、新一
代超大型集装箱码头水平运输智能控制系统
（A-ECS）及码头智能监管系统等9项“卡脖子”
技术，其中4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将关键核
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向世界展示了自动
化码头建设的青岛力量、“中国方案”。制定标准
1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及竞赛奖项15项，助力
青岛港自动化码头9次打破装卸效率世界纪录，
实现码头利润总额、业务量同比两位数以上增
长，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亿元。

编号25汪传生
中国“橡胶战线”上的老兵

汪传生，男，汉族，1960年2月生，安徽安庆
人，中共党员，轮胎先进装备与关键材料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主任，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才、中央组织部管理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
特聘教授、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齐鲁最美科技
工作者，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和
行业一等奖6项，授权美国发明专利1件、中国
发明专利67件；获全国创新争先奖、侯德榜化工
科技创新奖、青岛市科学技术最高奖等；发表论
文425篇。

40年如一日致力于橡胶混炼加工、精密成型
及废橡胶资源化利用等核心过程理论创新、关
键技术开发和重大工程实践。针对橡胶产业赶
超国际和军工制品升级换代等国家需求，为解
决混炼加工技术和装备依赖进口、高精度宽幅
胶片精密成型技术国外封锁、废橡胶黑色污染
等问题，率先建立橡胶“拉伸-剪切等效”强化混
炼、胶片“等压调控”精密挤出、短纤维定向取向

“挤压重排－膨胀取向”一次成型等理论体系，
创新开发出橡胶制品全产业链系统中橡胶混
炼、挤出成型和废橡胶资源化利用等工艺和装
备，为我国橡胶工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研究成果在大连橡塑、益阳橡机等多个行
业头部企业实现产业化，应用于米其林、固特
异、中车等知名企业，出口欧美等，提升了我国
橡胶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编号26李洪刚
坚守城市管理执法一线的“志愿先锋”
李洪刚，男，汉族，1975年3月生，山东沾化

人，中共党员，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综合业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中级经济师。西海岸
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奉法尚德志愿服务队队长、
青岛热血英雄救助志愿服务大队副大队长。

他永葆工作热情，自部队转业以来17年坚
守在行政执法一线，以“治理新面貌、服务新生
活”的务实作风，投身于城市环境品质整治提
升。他热心为群众，年均化解群众诉求事项500
余件，累计为群众办好事190余次；他摸索出耐心
劝导、普法教育的方式方法，他说“执法也是服
务，凡事要从老百姓的理解做起”，把问题化解在
萌芽中。他心系爱心公益，20多年来坚持志愿服
务，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身边一批又一批同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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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价 值 观 感 动 每 一 天

2023，谁感动了您？
2023年度“感动青岛”道德模范正式候选人（含团队）公示

入到志愿队伍中，他带动130余名志愿者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上百次，组织无偿献血
360余人次，还利用业余时间给企事业单
位、学校、社区等开展急救培训逾2.4万人
次。他扶危助困、爱心助学等志愿服务的
精神在他的身边蔚然成风。荣获“青岛市
执法标兵”“青岛市最美救护使者”“青岛市
优秀志愿者”“青岛市文明市民”等称号。

编号27周衍默
照亮基层文化舞台的“老黄牛”
周衍默，男，汉族，1967年8月生，山

东青岛人，中共党员，青岛西海岸新区
泊里镇泊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党
委书记。

多年来，周衍默根植乡镇宣传文化
沃土，组建首家镇级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开展惠民文化活动200余场；整理推送
11个项目入选各级“非遗”目录；参与打
造“泊里民俗博物馆”“蟠龙村史馆”“泊
里手造馆”和“中共藏马县县学旧址”等
文化阵地；组织编写《沙岭子村志》《邵家
岚村志》等5部志书，参与编写《红色泊
里》《泊里镇志》等文化工程。主导举办

“泊里镇歌手大赛”“泊里镇文化节”“泊
里镇美食节”等节庆活动，推介宣传“泊
里大集”，连续7年被中央电视台重点报
道；先后撰写新闻稿件近千篇，全方位
对外宣传推介了泊里的发展变化，被誉
为“基层文化战线上的‘老黄牛’”。此
外，他笔耕不辍，先后出版《流淌在岁月
里的歌》《颂歌嘹亮》等文学作品，散文
集《飘香的土地》荣获西海岸新区首届

“琅琊文化奖”，创作反映泊里革命历史
题材的舞台剧《那年红旗那年雪》一经
上演，引起强烈反响；主编的《味道泊
里》美食书籍走进全省“农家书屋”和新
华书店，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先
后被评为“青岛市文明城市创建先进个
人”“全省乡村阅读榜样”“青岛市文明市
民”“山东好人”。

编号28崔光磊
储能报国 解码深海电源

崔光磊，男，汉族，1973年7月生，山
东平度人，中共党员，现任中国科学院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先进储能
技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专项高
比能固态锂电池技术项目首席科学家，
中科院深海智能技术先导专项副总
师。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973”计划、“863”计划，省部级及中科
院先导专项等多项科研项目。面向国
家深海装备重大战略需求，深耕固态电
池关键技术、聚焦深海特种电源系统，
在国际上首创“刚柔并济”聚合物复合
固态电解质，秉承“功（率）能（量）兼备”

的系统设计理念，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比能、高安全、高耐深海
压、长使役寿命的固态锂电池及深海特
种电源系统。该系统率先在马里亚纳
海沟实现全海深应用，为国家深海环境
探测、科学研究提供强有力能源技术支
撑，在国际上开创了高比能固态锂电池
特种电源系统深海智能装备应用新局
面。自2016年至今，崔光磊已带领团队
累计为各类深海科考装备用户提供了
110批次固态锂电池电源系统。8年内，
研制的全海深电源系统实现零故障应
用，表明我国深海装备用全海深电源系
统技术已趋于成熟，为我国深海事业发
展提供了安全、可靠、零事故运行的特
种电源保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同时该技术入选了2020“全球新能源汽
车前沿技术”和中国工程院发布的2020
全球工程前沿技术。

编号29乔元敏
七旬老人照顾侄嫂十四载

乔元敏，女，汉族，1956年3月生，山
东青岛人，崂山区北宅街道燕石村居民。

都说世界上比婆媳更难处的关系，就
是妯娌关系，可乔元敏把没有血缘关系
的残疾侄嫂，看做至亲至爱之人，用十四
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把生活中的爱和
温暖传递，在她眼里，嫂侄就是最亲的
人。2009年，婆婆和丈夫的哥哥不幸去
世，留下智力残疾的嫂子和侄女。刚退休
的乔云敏毅然站出来，独自挑起照顾嫂侄
的千斤重担，承包起日常的细碎琐事。

14年来，她放弃个人生活，从未出过
一次远门，甘当嫂侄的“安心剂”和监护
人，从不敢走太远、离太久。2018年，乔
云敏接连经受了心脏手术和肺癌切除手
术两次“生死考验”，身体还未康复，就坚
持下床操持起妯娌娘俩的一日三餐。“有
我一口热饭，就绝不会让她们饿着。”乔
元敏与嫂侄的心紧密相连，没有血缘关
系，却是彼此依恋至深的亲人。

无数个日日夜夜，乔元敏把嫂侄当
做至亲，在日复一日、无微不至的呵护
下，在年复一年、不厌其烦的教导下，嫂
侄两人的生活明媚起来，状态大为改
观。乔元敏用14年的光阴故事，在一段
段波澜不惊、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展现爱
亲爱人的女性力量，身体力行诠释着孝
老爱亲的真谛，谱写出至真至美的篇章，
让生命绽放出向上向善的人性光芒。

编号30刘翠华
好弟媳43年照顾智障聋哑大伯哥
刘翠华，女，汉族，1958年12月生，

山东即墨人，即墨区龙山街道南葛前街
自然村村民。1980年，刘翠华与丈夫结
婚，婆婆早年去世，公公体弱多病，家里

还有个智障二级、天生聋哑的大伯哥。婚
后，小两口和公公、大伯哥住在一处平房
里，丈夫打工挣钱，刘翠华则在家尽心尽力
侍奉身体不好的公公和半自理的大伯哥。
1988 年，公公患胃癌病重，她和丈夫带着
公公四处求医、悉心照顾，公公临终前最放
心不下的就是大儿子，刘翠华在病榻前作
出郑重许诺：“爹，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
好大哥的。”2014 年，丈夫查出骨癌晚期，
在她的悉心照顾下，丈夫奇迹般地延长了
9个月生命，面对丈夫临终前的嘱托，她强
忍着泪水说：“只要有我在，就绝不会让咱
大哥冻着饿着！”在刘翠华的心里，早已把
大伯哥当作自己的亲哥哥，从一日三餐到
洗衣打扫，从日常作息到生活细节，她四十
三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照顾大伯哥的善行
义举赢得了邻居们的连连称赞。如今，大
伯哥已是71岁，虽然行动不便，但看起来
依然红光满面，气色很好。刘翠华孝贤持
家、与人为善、勤劳朴实，对待老人以孝心，
对待家庭以爱心，孝老爱亲善行传遍乡
邻。2023年，被评为青岛市“文明市民”“山
东好人之星”。

编号31张茂花
好弟媳45年无怨无悔照顾卧床大伯哥

张茂花，女，汉族，1957年11月生，山东
诸城人，城阳区红岛街道前韩社区居民。
她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妇女，45年来16425个
日日夜夜，悉心照顾没有血缘关系长年卧
床的大伯哥，在丈夫去世、自己改嫁，且家
境极其贫寒的情况下对大伯哥始终不离不
弃，用一颗金子般的心深深感染着三代人，
也感染着身边人。1978年，张茂花与韩同
晓结为夫妻，丈夫韩同晓的父亲患有肌无
力，哥哥因骨髓炎而长年卧床不起，张茂花
一进门就担负起照顾两个病人的重担，她
从不言苦，细心照料直到公公去世。1985
年，丈夫在出海时意外身亡，她独自挑起了
照顾卧床大伯哥的重担，也正因此，错失了
许多好姻缘。邻村李允峰被张茂花的善良
所感动，愿做“上门女婿”。婚后夫妻俩对
大伯哥视为亲哥哥，照料得无微不至。张
茂花的女儿、儿子结婚后，一家三代四姓六
人住在一起照顾、孝敬、敬重大伯哥，直至
2023年3月大伯哥安然离世。四十五年如
一日，她用坚韧担当传承孝老爱亲好家风，
她用善行义举引领向上向善好风尚。曾荣
获山东省最美家庭、青岛市“文明市民”、青
岛市十大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荣登中国
好人榜。观海新闻、青岛早报等多家市级
媒体先后报道其感人事迹。

编号32张婷
三十三年如一日 用爱诠释“长嫂如母”

张婷，女，汉族，1955年4月生，山东安
丘人，市南区云南路街道广州路社区居
民。1990年的一天，张婷30岁的小叔子因
参加单位的灭火行动，不慎从房顶摔落，造
成肢体和智力残疾。那时起，张婷便每天6
点前起床，不仅要照顾患病的公婆，还要给
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叔子洗脸、刷牙、做饭、
喂饭，晚上下班回家后再操持家务。为公
婆送终以后，张婷全身心地看护久病卧床
的小叔子。由于大脑严重受损，小叔子情
绪经常失控，癫痫病有时一天发作三四次，
特别是在夜里，大小便失禁时会乱抓乱摸，
随时需要救治和护理。这种生活已持续了
33年，但张婷没有一句埋怨，依旧和丈夫一
起支撑着这个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阶
段，张婷多次逆行而上，她在安排好亲人的
衣食起居后，主动请缨加入抗击疫情志愿
服务的队伍，连续坚守抗疫一线，并向所在
街道捐赠防疫物资，彰显着守护“大家”与

“小家”的责任与担当。多年来，张婷的事
迹被邻居传为美谈，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人，
她也因此先后获得“山东好人”“山东省抗
击疫情优秀志愿者”“青岛市慈孝之星”“青
岛市文明市民”等称号，2023年5月，张婷家
庭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
号，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向我们诠释着“孝老
爱亲”的真正含义。

编号33姜执臻
“好媳妇”20余年悉心照料5位老人

姜执臻，女，汉族，1963年4月生，山东
平度人，中共党员，平度市古岘镇姜格庄村
村民。独身叔叔自幼失明，她选择“嫁不离
村”；公公身患癌症，离世后欠下大笔外债；
婆婆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父母体弱多
病，需要长期照料……姜执臻近三分之一
的生命都用在了对5位老人的照顾上。为

了让日子好过一些，2013年，她和丈夫在周
边乡镇包了几亩地。有天凌晨三点多，他
们在去种大姜的路上出了车祸，丈夫身体无
大碍，而姜执臻却差点因这场车祸丢了命。
躺在医院里的她为了不让女儿担心，一直骗
孩子说自己在地里干活，直到出院。2014
年，姜执臻的丈夫下地干农活时，不小心被
机器“咬”断了3根手指，当时正值农忙，家里
所有的活都落在了姜执臻一人身上，忙完
地里的，还要忙家里的老人们。2015年，她
患上子宫肌瘤，刚做完手术不足一周，她就
咬牙在几个家庭间奔波，伤口发炎到透明，
疼得直不起身，她还坚持自己揉面做馒
头。家里老人多，老伴又因伤残疾，姜执臻
时刻都在计算着每一分钱怎么花。

30 年党龄让姜执臻为之自豪。1996
年，村里建恒温库，她二话不说东拼西凑筹
了3万元；2020年疫情暴发，她更是当起了
防控排头兵……平凡的人生，平凡的家庭，
不平凡的是一颗善良朴实的心，这些年来，
她用一双手撑起了整个家的希望，先后被
评为“平度市好媳妇”等荣誉称号。

编号34
“竞展青春”青年志愿者团队

“竞展青春”青年志愿者团队以青岛市
青年志愿者协会为主要组织依托，坚持“常
态化、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工作思路，
立足党政所需、社会所盼、青年所能，引领
岛城青年志愿者以实际行动谱写爱与奉献
的青春华章。

立德树人，“青”心助力青少年成长。
培育关爱新市民子女品牌项目，吸引近万
名志愿者参与，通过城市发展感知、社会角
色体验等让孩子感受城市温度、点亮青春
梦想。开展“牵手关爱”行动，自2015年起
共守护关爱岛城留守儿童1800余名，开展
心愿达成、感受城市、心理疏导、学业辅导、
亲情陪伴等志愿服务。连续八年开展建设
工地“小候鸟”驿站项目，累计服务留守儿
童2300余名，项目模式在全国多地复制推
广。扎实推进“阳光助残”活动，建立志愿
者队伍数据库，通过参观、体验、文化活动
等方式实现对残疾儿童的高质量陪伴。

精准聚焦，“青”力助推社会高质量发
展。聚焦文明城市创建，在创建宣传、文明
培育、维护市容市貌、关怀关爱等四大领域
开展青年志愿者行动。聚焦大型赛会服
务，近三年组织7万余名青年志愿者服务
60余场赛会，服务75万人次，服务时长160
万余小时。聚焦基层社会治理，紧扣群众
所需深化开展“周末青年志愿行动”，全年
志愿服务“不打烊”。围绕应急处突、抗击
疫情等组织动员青年志愿者累计服务100
万余小时。

编号35
“暖到家”清洁取暖团队

在“双碳”目标下，作为青岛市能源产
业支柱企业，青岛能源集团树牢全局思想，
站稳群众立场，在青岛市能源结构转型中自
我加压，开启了以“煤改气”三年行动、燃气全
产业链建设为重点的能源转型之路。“暖到
家”清洁取暖团队应运而生，经过1000余个
日夜的奋战，圆满完成市办实事——市内三
区“煤改气”工程，成为省内最大规模的清洁
取暖工程，在今冬实现了我市东岸主城区无
煤化供热的目标，助力岛城天更蓝、百姓家
更暖、市民生活更美好，获评全国供热行业
能效领跑者第二名，向市委市政府和1000
余万岛城市民交出了一份绿色低碳的优异
答卷，其先进事迹被央视新闻、经济日报、
科技日报等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

他们是绿色能源建设者。在打造全国
绿色城市试点“青岛样本”进程中，该团队落
实开展“能源转型发展三年行动”，建成30多
个分布式清洁能源项目，新增清洁能源供热
面积1000万平米；建成27台燃气锅炉，新增
4500万平方米的清洁供热能力，每年可减少
约100万吨煤炭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85万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437吨，实现
颗粒物（PM）、二氧化硫零排放，为青岛市招
商引资贡献煤炭替代指标84万吨。

他们是温暖到家守护者。他们分布在
七区三市，建立了1249 个能源服务网格，
覆盖了 634 个社区，3 年来办理用户诉求
6000余件，为岛城近300万用户提供“用心
专注、温暖到家”的能源服务。他们还是敬
老爱老、助残帮困的“暖到家”志愿者，曾获
评山东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是岛城百姓
的贴心人、暖心人。

（上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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