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2月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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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王国栋 沈振江

当“幸福敲开民生门”时会是怎样一番景
象？日前，记者带着这个问号来到潍坊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采访。眼前一组组幸福的镜头，折射
出潍坊高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的民生情怀，更
折射出潍坊高新区百姓不断攀升的幸福指数。

镜头一：每月10日曾是潍坊高新区各公办
幼儿园收取管理费的时间，但11月10日在该区
北海幼儿园的门口，记者并没有看到以往家长
排队缴费的现象。正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入
园的刘建宁园长说出了“变化”的秘密：“我们高
新区从今年9月份开始实行学前教育两年免费，
现在大班和中班孩子的家长都不用每月过来缴
管理费了，管理费由区财政根据各幼儿园统计
核实的人数按季度统一拨付到幼儿园。”

背景：“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是潍坊
高新区用真心、用行动诠释着的诺言。2010年，
该区在全省率先实行学前一年免费教育；今年，

他们又将这一政策惠及到学前两年的孩子，明
年则将实现幼儿学前教育全免费。与此同时，潍
坊高新区今年还投入3 . 2亿元建设5所新校和6
所公办幼儿园，使全区90%以上的孩子都进入
公办幼儿园。此外，全区15处中小学校全部达到
市级以上规范化学校标准，其中5处学校亮化、
绿化、美化和教学设施达到省级规范化标准。

学生家长邹鲁敏说：“高新区学校不但硬
件设施条件好，而且有200多名省、市名师，
在培养孩子方面的师资条件也是一流的，这是
我们家长最看重的。”

镜头二：11月12日上午，记者走进潍坊高
新区投资3 . 5亿元兴建的鹤翔安养中心。来自清
池街道董流村的77岁孤寡老人杨泉义，一见面
就热情地邀请记者到他的房间看一看。在这个
十三四平方米的房间里，卫生间、中央空调、有
线电视、呼叫系统等一应俱全。杨泉义说，他曾
患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8月份政府免费为他做
了康复手术，然后又把他接到了这里。如今，这
里住着和他同样情况的100多位“家人”，大家一

起说笑逗乐，日子过得无忧无虑。
背景：作为国家级高新区，潍坊高新区头

顶“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和“新兴高端产业
发展‘63513’省级工程示范区”等诸多桂
冠，经济社会发展可谓风生水起。雄厚的经济
实力使潍坊高新区打造“幸福民生”的底气更
足。早在2008年，潍坊高新区就在全省率先推
行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今年，该区又在
潍坊市率先实施城乡一体的居民养老保险制
度，大幅提高了城乡居民参保财政补贴比例，
实现了全区养老保险的全覆盖。近5年来，潍
坊高新区用于民生事业的资金高达20多亿元。

79岁的王玉珍说：“俺们不用缴钱，60岁
以上的老人都能领到60元基础养老金。俺心里
想的政府都想到了，俺想不到的也做到了，能
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俺很幸福！”

镜头三：位于潍坊高新区的儿童福利院是
我省首座建成使用的专业化高标准儿童福利
院，它的整体建筑风格就像一把伞，寓意入住
的孤残儿童在爱心呵护下茁壮成长。它具备了

孤残儿童收养、医疗、康复、教育、生活和娱
乐等综合功能。走进院落，就会听到这些“失
落天使”的开心笑声。目前，福利院已收养孤
残儿童228人。这是潍坊高新区加快民生项目
建设的一个标志。

背景：民生项目建设是潍坊高新区打造幸
福民生的重要载体。目前，全区建成、在建及
拟建重点民生建设项目28个，规划总投资235
亿元，总建筑面积770万平方米，涉及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体育、住房保障、
环境提升、公共安全、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
2008年以来，潍坊高新区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
支出每年都保持30%以上的增幅，其中2010年
财政投入达到3 . 3亿元、增长34%。今年潍坊高
新区又投入4 . 9亿元，实施教育、卫生、社会
保障等十大民生工程，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

潍坊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志
远说：“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惠及群众，我
们要把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群众分享，以民
生为本，全面打造幸福高新区。”

办好民生事 敲开幸福门
潍坊高新区5年投入20多亿元倾力打造“幸福家园”

□宋学宝 蔡盛 马世波 报道
本报临朐讯 近日，临朐县决定投入2000万元财

政资金为所有农村中小学配备校车。学生乘车费用也
将由县财政给予部分补贴。

临朐境内山区丘陵占87 . 3%，村庄和学校均布局分
散、规模偏小。随着学校布局不断调整，学生接送逐渐
成为一个大问题，为从根本上消除学生交通安全隐患，
这个县决定由县财政一次性出资2000万元购买148辆
符合国家标准的校车，产权全部属于学校。新购校车将
在两个月内全部到位，覆盖全县所有农村中小学校。

据介绍，这些校车将由镇(街道)教管办进行统一
调配，循环发车，统筹安排学生乘车，固定乘车学生、停
车地点，并安排教师随车。驾驶人员以镇(街道)为单
位，严格条件，统一选聘，通过交警部门培训考核后上
岗。校车专门用于接送学生，严禁从事其他运营活动。

临朐投入2000万元

为农村中小学配校车

□王洪涛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青岛开发区“党政干部自主

选学网上大讲堂”培训网站正式开通。
网站兼有远程学习、在线交流、视频点播、学员管

理、课程管理、直播服务、在线考试、课件制作等多种功
能以多媒体教学为主，整合收入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中央电视台等有关高校和媒体最新教育视频资
源400余部，是集“教、学、练、考、管”于一体的网络自主
教育平台，充分满足了干部全方位、多层次、个性化的
学习需求。目前，全区已在40余个单位800余名干部中
开展自主选学试点工作，并探索延伸到机关、学校、企
业、社区等全区各个单位和广大居民。下一步将努力达
到人人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效果。

青岛开发区

开通“网上大讲堂”

□唐岱霞 高桦 报道

12月5日，东营市东营区文汇街道北王屋村莲藕种
植区内，滨州客商正在收购莲藕。今年，北王屋村从湖北
引种特色莲藕2000余亩，为村民增加收入800余万元。

□卢鹏 李伟伟 报道

12月5日，利津县利津街道后张村残疾人康复室里，居民高兴河正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学
习使用康复器械。为让残疾人不出村就能进行康复训练，后张村投资10万元建设了该康复
室，购置了偏瘫康复器、站立架、手功能组合训练箱等辅助康复器材，满足了周边5个村70余
名残疾人的康复需求。

村里有了残疾人康复室

□王吉祥 张红运 报道
本报金乡讯 在金乡县鸡黍镇西李村，农

民不花一分钱就住上20多万元的新楼房，其他
福利待遇也让城市居民羡慕不已。11月8日，记
者来到该村，实地探访“支部+企业+基地+市场
助农户”这一富民惠民新模式创造的奇迹。

村民李志东家有两口人，3亩多地，原来住的
是破烂陈旧的土坯房，如果年景好，纯收入也不
过1 . 4万元，一旦遇到农产品价格低，一年下来也
剩不了多少钱。自从村里实施了“支部+企业+基
地+市场助农户”新模式之后，他家年纯收入2万
多元，并免费从村建的华光社区分得一套90平方
米的楼房，新农合、新农保、医疗、就业等其他福
利待遇均高于本县的城市居民。

村支书李敬峰解释说，“支部+企业+基地+市
场助农户”新模式，即以党支部为统领、企业为龙
头、专业协会为抓手、土地流转为平台、产业党建
为支撑，走出一条支部围绕产业转，龙头创业示
范带，党群共谋致富路的新途径。

近几年，西李村村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
很多人家陆续在村外建起了新房，这样不仅使
老村庄变成了一座“空城”，还影响了土地的
耕种效益。西李村是大蒜产区，村办企业华光

集团是经营大蒜产业的龙头企业，近几年积累
了雄厚资金。为了切实改变村庄面貌，改善村
民居住条件，去年以来，村党支部抓住上级对
复垦土地有补助政策的良机，在本村附近废弃
棉厂上由华光集团出资3500余万元，建设了11栋
楼房和一处社区服务中心，全村村民不花一分
钱住进了新楼房。1000余亩的旧村庄土地也就
随之腾出，为企业进一步发展预留了空间。

村民进社区住楼房后，华光集团遵循依
法、有偿、自愿的原则，与农户以土地入股的
形式，签订了500亩有机大蒜和500亩有机蔬菜的
种植合同，农户以土地入股后，变成了公司股
民，每年每亩地保证最低收入3000元，企业再
拿出净利润的50%给农户分红，农民不用再为农
产品的价格波动而担忧。对于有劳动能力和劳
动愿望的农民，公司返聘来基地务工，按每天
60元的标准发工资。此外，对华光集团而言，
该模式有效实现了土地集约化经营，形成了种
植规模效益，又解决了华光集团想发展但缺
“空间”的难题。眼下，该村办企业已经成为
固定资产总值高达2 . 9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0 . 02
亿元的省级龙头企业，并大踏步向国家级龙头
企业迈进，真正实现了一举多赢的良好效果。

金乡西李村“借”村企之力建社区

农民不花钱住上新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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