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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欣

□ 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徐吉祥 李忠蕾

“镇驻地村”交通便利、人流集中、服
务设施完善，比腹地村庄有着先天的区位优
势，有点类似于城市的“城中村”。一大批
有经营头脑和人脉关系的村民，正是利用这
种优势迅速发家致富。而与此同时，一些村
民由于土地资源缺乏、致富无门、家庭发生
重大变故等原因，生活陷入贫困。贫富差距
悬殊，似乎是镇驻地村无法克服的痼疾。

威海高新区初村镇东南村，靠集体经营
走出了一条镇驻地村316户村民共同富裕的
路子。3月23日，记者赴东南村采访。

开发沿街楼集体有“家底”

张和平是1998年30多岁时当上东南村支
部书记的。

“当时村里做买卖、跑运输的村民真是
有钱，住上了洋楼，开上了小车。可还有不

少村民仍然是土里刨食，勉强维持温饱。贫
富差距过大，村里两极分化严重，人际关系
也不再和谐。”张和平属于村里先富起来的
那部分人，建起了自己的企业，积累了几百
万的财富。但随着财富的增长，他对贫富差
距过大的担忧也与日俱增。

村民共富靠什么？还得靠集体！张和平以
商海打拼磨练的眼光，认准了开发沿街楼的
路子。村集体没有一点积累，张和平就向自己
的生意伙伴伸手：“先欠着，等卖了钱马上
还。”就这样，东南村主街两侧建起了一长溜
沿街楼。几年时间，村里积累了上千万资产，
东南村主街也成为初村镇最繁华的商业街。

集体有了积蓄，逢年过节，东南村就给
老少爷们分鱼米肉蛋等福利。“东西不在
多，让村民对村集体有了归属感和认同感，
也认定了集体共富的路子。”张和平说。

用好补偿金建起工业园

虽然村里也留了部分沿街楼用于集体经

营，但一年10多万的租金收入，若用于改善
660名村民的生活，无异只顶个“芝麻盐”
用。开发房地产是一次性经营，没有可持续
性，为村里开发一个源源不断的财富源泉，
才是发展的长远之计。

2004年和2005年，威海高新区建设科技
新城，征用了东南村的部分土地，村里获得
1000多万元的土地补偿款。是分光吃净还是
集中力量办大事？张和平和村干部们挨家挨
户做通了村民的工作，在留足村民保障基金
的前提下，利用剩余的钱建设一处村级工业
园，让工业企业成为村里的“摇钱树”。

如今，工业园中已有两家村办企业，还吸
引了4家外来企业落户，年利润和厂房出租收
入超过500万元，安排了本村五六十人就业。
村里还把工业企业资产量化为股份，全村人
手一本《股权证》，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分红。去
年每人分红800元，今年有望突破1000元。

建起生态园人人有收入

年近七旬的吴传周，如今在东南村生态
观光园中负责喂养梅花鹿。

“每天定时喂料喂水，再就是收拾一下
卫生，一年下来村里给开1万多的工资。加
上福利、分红，我这老头子一年也能挣个一
万四五，这在别的村，想都不敢想。”吴传
周说。

工业企业让年轻人实现了就业，也让村
民得到了分红，但老弱病残家庭没有其他收
入来源，生活条件就难以改善。怎样让家家
户户有收入？张和平想到了建设生态园，发
展观光游。利用村里的山峦地，东南村投资
上千万，建设了一处包括采摘、养殖、游
乐、农家宴等9大功能的综合性生态旅游观
光园。

“种了一辈子地，在生态园里栽花种草
浇水施肥，很多老年人可以说是胜任有余。
如今，村里只要能动的，都在生态园里有个
活儿，一年下来也能挣个万儿八千的。”张
和平说。

随着村里集体收入的日益丰厚，每年村
民有生病住院的，不管商业保险和新农合报
多少，村里报销总医疗费的10%。“现在村
里能人在外创业，一般村民也能凭劳动挣
钱，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村容村风也大大
好转。”张和平认定，靠壮大集体经济实现
共同富裕的路子算是走对了。

□记 者 申 红
通讯员 李 建 报道

本报招远3月28日讯 近期，日本国内
对食品的需求量骤然加大，日本客户向招远
食品出口企业下的订单迅猛增加。3月11日
至3月16日，招远对日粉丝出口量同比增长
202 . 06%；订单数量同比增长308 . 96%。

3月28日，在招远市双塔食品有限公司
的粉丝包装车间，记者见到了员工李凤梅。
“最近真是忙坏了，我们已经连续加了好几
天的班了，从日本发生地震以后就一直在赶

时间，为的就是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
务。”

据了解，目前招远市许多粉丝企业和果
蔬、罐头生产加工出口企业，已纷纷接到日
本客商的订单，正加班加点生产，以充分保
障货源供应。为了保证按期交货，有的公司
总经理到省内外招收工人，有的企业不得不
先放弃其他国外客户的订单，以充分保障日
本客户需要。

在双塔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董事长杨
君敏告诉记者：“在日本发生地震后，我们

马上成立了联络小组，在第一时间通过电
话、MSN、传真等方式了解日本客户的安
全情况、公司状况和受灾情况。目前，公司
已与30多家客户取得了联系，并表示公司愿
意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与支持，得到了日本
客户的好评，日本订单也纷至沓来。3月13
日，日本味之素公司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封感
谢信。”

记者随后从招远市商务局获悉，由于地
震和海啸的发生，日本客户纷纷向该市食品
出口企业下订单，且订单数量较去年同期大

幅增加，增幅同比可达30%左右。按照常
规，因年前企业突击出口，客户已备下了一
定的货源，春节过后2-4月份对食品企业出
口来说是一个淡季。但3月11日日本突发地
震和海啸，灾区急需食品，而我国又是日本
的主要食品进口国之一，对食品出口企业来
说也是一个商机。据出口部门预测，今年3
月份招远市食品行业对日出口额预计将达到
260万美元，同比增长22 . 6%，比2月份增长
147 . 1%，预计今年全市对日出口量将增长
30%以上。

□记 者 孙 巍 李剑桥
通讯员 张文军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落户日照市的现代威亚汽
车发动机（山东）有限公司，总投资4 . 9亿
美元，是我省装备制造业领域利用外资最多
的项目之一。日照开发区奎山街道借力发
力，主动接受威亚发动机的辐射带动，大力
发展“边缘经济”，逐步形成了集汽车配件
生产、组装、销售及汽车文化于一体的产业
链条，带动周边中小型工业制造项目20余
个，并形成了一个汽车配件园，园区内企业
达30余家。

背靠国家级开发区日照经济技术开发
区、紧依全国大港日照港、邻近省市级大项
目、紧拥日照主城区，这样的城市边缘街道
如何发展？奎山街道借力发力，走“边缘经
济”之路，进而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前沿板
块。

奎山街道坐拥地缘优势，把服务大项目
作为工作重点，按照“为大项目服务，靠
大项目发展”的理念，主动接受临港大工
业及现有威亚发动机、金马工业园、汽车
配件园等大项目的辐射带动，以合作开发、
入股等形式，建设下游产业配套项目和仓

储、物流配送项目。其中，依托青啤项目，
围绕物流、包装、生活配套等，将奎山工
业园内的三汇玻璃、众兴包装等企业对接
青啤链条；依托威亚发动机，引进现代派
沃泰自动变速箱项目，规划生产能力为年
产 8 0万台轿车用自动变速箱，项目建成
后，奎山将成为国内最大的6速自动变速箱
生产基地。

商贸物流是奎山街道发展“边缘经济”
的另一个重点。3月12日，记者驱车驶上日
照疏港高速公路，发现公路两侧工程建设正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而疏港路的建成，是奎

山街道腹地变港区的重大机遇，也是打造奎
山商贸物流中心的重要支撑点。该街道在东
两河村出入口周围规划建设港口物流基地，
构建货物仓储、中转、配送等一条龙服务体
系，力争成为鲁南重要的港口物流配载基
地。该基地建成投入使用后，年收入可达
700万元。

“边缘经济”战略让奎山街道经济总量
迅速攀升。2010年，该街道实现工业税收
5 . 52亿元，工业利润4 . 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实现10925万元，分别是2005年的10倍、15
倍、14倍。

□记 者 杜辉升
通讯员 梁凤华 朱孔荣 报道

本报临沭讯 “轰隆……”3月23日，
随着一声声巨响，临沭县境内的11家黏土砖
厂全部爆破拆除，并将进行平整和复垦。一
家黏土砖厂的负责人陈某拿着《限期平整和
复垦通知书》说：“实行‘禁实’利国利
民，俺坚决响应政府的号召，不再烧制黏土
砖了。”

今年以来，临沭县以保护耕地资源、建
设节约型社会、打造宜居环境为目标，深入
开展了黏土砖厂专项整顿治理活动。该县组
织人员对全县范围内的黏土砖厂进行摸底排
查，逐一建档造册，并列出拆迁复垦时间
表，本着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原则，强行
予以关闭。对业主认识较好、配合较主动
的，动员自行拆除；对认识不够，行动迟缓
的，先期关闭电源，拆除生产设备，对烟囱

进行集中爆破，推平窑室窑体，逐一进行平
整和复垦，防止“死灰复燃”。

临沭县还将新建建筑执行民用建筑节能
强制性标准纳入建筑工程全过程监管，确保
在全县范围内杜绝一切违规使用黏土砖的行
为。同时，该县发展规模以上新型墙材企业
4家，年生产能力达4亿块标砖，另有几家新
型墙材企业正在建设之中，为建筑市场提供
了有力保障。

□记 者 梁旭日
通讯员 李颖慧 报道

本报胶州讯 正值春季浇水
时节，3月25日早上7点，胶州市
胶莱镇用水协会工作人员张吉安
就带上工具，骑着摩托车，从一
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清理渠
道、检修泵阀。

张吉安所在的胶莱镇用水协
会，成立于2007年，这个由当地
农民自发成立的组织，通过自主
管理的方式，找到了一条破除水
利设施“重建设、轻管理”顽疾
的路子。

胶莱镇地处胶北平原，当地
群众依托自然环境发展起了蔬菜
种植业。为了解决农民最头疼的
浇地问题，2007年，胶莱镇在上
级扶持下，投资800余万元，建
设了2万余亩的高效农业节水灌
溉示范基地，修建了井、房、
电、泵、管相配套的节水灌溉设

施，实现了打卡浇水。可是，在
建成移交一段时间以后，示范基
地的水利设施遭遇“重建轻管”
的难题，水利设施坏了没人维
修，部分设备被人偷走。

问题面前，示范基地的农民
自发成立了胶莱镇用水协会，制
定了协会章程、制度。在具体运
作上，打破村庄界限，成立5个
用水管理小组，并配备5名专职
工作人员，负责水利设施的日常
管理、维护。

“有了用水协会以后，节水
灌溉系统的 1 5 0眼机井无一淤
塞，3万米管道保持通畅，尤其
是在最近这次大旱中，起了关键
作用，蔬菜种植几乎没受什么影
响。”胶莱镇用水协会会长张居
波介绍，除了示范基地，胶莱镇
用水协会的服务范围不断扩大，
现在已经辐射农民5000多户，农
田4万余亩。

招远对日出口食品订单猛增
预计全年增长30%以上，粉丝、果蔬和罐头加工企业正加紧生产

奎山街道主动接受大项目和临港产业辐射带动

“边缘经济”成就前沿板块

东南村“共富”三部曲

临沭11家黏土砖厂爆破还田

□记 者 杜辉升
通讯员 宋国栋 马艳君 报道

本报蒙阴讯 3月24日，国土资源
系统在蒙阴县新打的15口成井全部通过
验收。

15口井累计深度2022米，每小时出
水总量314立方米，能解决8360口人的
饮用水问题，可灌溉农田3675亩。

由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打井队负责
的15口基岩井工程，从2月21日开始钻
井，经过全体技术人员争分夺秒地施
工，到3月12日陆续成井。

验收结果表明，15口井的出水量全
部达到了目标要求，出水水质完全符合
国家3类水质标准。

国土资源系统
在蒙阴新打

15口井通过验收

□记 者 马景阳
通讯员 王伟燕 报道

本报淄博讯 3月19日凌晨5
点，天刚蒙蒙亮，临淄区众得利
公司蔬菜基地里，菜农们都在忙
着采摘西红柿和西葫芦。一个小
时的工夫，50吨新鲜的蔬菜便已
装满6辆卡车。5个小时后，这些
蔬菜便通过北京物美集团的超市
对北京市民销售。

今年3月初，众得利公司与
北京物美物流中心正式签订“农
超对接”战略合作协议，清晨在
临淄采摘的西红柿、西葫芦等新
鲜果蔬，中午就可以摆上北京物
美集团超市的柜台。“农户—卖
场—消费者”，这种单点多品种
采购模式实现了“菜园子”直供
“菜篮子”，减少了中间环节，
流通成本降低了20%—30%，北
京市民购买蔬菜每公斤便宜
0 . 4—1 . 6元，临淄菜农的收益也
比过去提高了20%。

近年来，临淄区依托良好的
区位和生态优势，把蔬菜产业作
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激活点”和
“切入点”，依靠科技进步全面

推进蔬菜产业升级。该区先后引
进推广了秸秆生物反应堆、测土
配方施肥、蔬菜设施水肥一体
化、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等20多
项先进实用技术。全区已有3000
多个大棚推广应用了秸秆生物反
应堆技术，6000个大棚推广应用
了黄蓝板杀虫技术，实现了“施
肥不见肥，灭虫不用药”。该区
还在蔬菜专业合作社推行追溯码
管理，对每一个农户、每一个菜
棚、每一个蔬菜品种逐一编号，
全部录入计算机登记，建立起统
一的生产档案，并在蔬菜上贴上
追溯码，实现了全程质量控制。

如今，临淄已成为全省重要
的绿色蔬菜生产基地，优质蔬菜
种植面积17 . 8万亩，年总产量112
万吨，销售收入13 . 6亿元。临淄成
功跻身“全国蔬菜标准化示范
区”、“全国生态农业试验区”、“中
国优质蔬菜出口生产基地”、“中
国果菜十强区”行列，特别是今年
初，临淄区申报的“临淄西红柿”、

“临淄西葫芦”成功注册为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进一步提升了
该区蔬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菜园子”直供“菜篮子”

临淄蔬菜5小时
对接京城超市

□言明 郭程
张振 陈亚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泰山区财源社区65岁
的王桂玉老人因哮喘常年吃药打针，前
几天再去医院拿药时，发现药费降低了
不少。她告诉记者：“过去打一次吊瓶
要花 1 0 0 多块钱，现在一半都用不
到。”

今年1月1日起，泰山区在7家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行了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通过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
层医务人员对病人“因病施治、合理用
药”，避免了“开大方、滥用药、用贵
药”，减轻了患者的药费负担。同时，
患者的需求行为也发生了转变，由过去
对基层医疗机构不信任，大病、小病都
要到大医院，到现在不仅患了常见病主
动在社区就医，而且在大医院住院的康
复期病人，也积极要求转回社区。据不
完全统计，该区居民在社区的首诊率平
均提高20%。

泰山区社区
首诊率提高20%

打破村庄界限 自主管水用水

胶莱镇用水协会
破除“重建轻管”顽疾

□张环泽
李宗宪 报道

3月28日，枣庄
市山亭区交警大队
民警马军在徐庄镇
苇湖小学教学生辨
认交通标志。当日
是第16个全国中小
学生安全教育日，
今年的宣教主题是

“强化安全意识，
提高避险能力”。

村庄建起图书馆 □记者 汤序民 报道

3月28日，济南市历城区郭店街道相公庄村村民在村图书馆借阅图书。近日，相公庄村建起了存有科技、卫生、教育等各类
书籍6万册的图书馆，村民足不出村可免费来此“充电”。

□记 者 魏 东
通讯员 西牧林

刘云杰 报道
本报广饶讯 连日来，在恒

德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车
轮新材料项目建设工地，人来车
往，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该项
目的实施，延长了广饶车轮产业
链条，对于改善当地汽配产业结
构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独占国内制动片主机配套市
场鳌头多年的信义集团，则充分
利用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
键技术和核心设备，涉足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今年投巨资新上环

保型制动片成套装备及自动化生
产线研究及应用项目。

广饶作为“黄”“蓝”两大
国家战略的双重辐射区，今年大
力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坚
持以项目促转调，新上一批产业
链配套的大项目、好项目和终端
项目，不断改造提升造纸、化工、
橡胶轮胎、纺织、汽车配件、食品
加工等六大主导产业，拉长产业
链条，培育产业集群。据介绍，
今年全县重点推进49个重点工业
项目，当年投资高达200亿元，
其中，围绕六大主导产业新上的
产业提升项目有39个。

广饶49个重点
工业项目助力转调

□杜在健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 . 4万元的

创业补贴，对我来说，现在已成
为创业成功的认可，而在创业之
初，确实是个救命钱。我会用它
激励、帮助创业的人。”3月21
日，在“创业在寒亭”创业大赛
颁奖暨房屋租赁补贴发放仪式
上，作为优秀创业者，孙静领到
了创业典型奖励和创业企业扶持
资金共计1 . 4万元。

当天，寒亭对13名创业典
型和11个创业型企业，共发放
奖励资金和扶持资金 1 1 . 7 万
元，坤岩百货便利店是获奖者
之一。“坤岩”的店主孙静1998
年下岗，2006年创业，先后吸收
就业困难人员7人，至今已形成
3个连锁店，总资产达到100余

万元。
2009年以来，寒亭实施“创

业带动就业”战略，出台劳动保
障、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从项
目审批、创业者范围、个人经营
出资限制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
持。到目前，全区培训创业人员
787人，为27家创业型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落实税收减免35 . 7万余
元，协助31家初次创业的个体工
商户和小企业办理小额担保贷款
155万元，发放社保补贴和岗位
补贴167万余元。

以创业带动就业带来了“倍
增效应”。据统计，去年一年，
实现城镇就业再就业3796人，
“双零家庭”就业实现动态“消
零”，城镇登记失业率下降到
2 . 55%。

鼓励个人创业带动就业

寒亭“双零家庭”
就业实现动态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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