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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义 宫 梅

□记者 申 红
通讯员 张海庭 刘高 报道
本报烟台讯 牟平区实施早餐工程、校

安工程、校车工程等三项教育暖心工程，迈
出了教育惠民的新步伐。

早餐工程，让学生吃得营养。在学校吃
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健康成长。从2008
年开始，牟平区实施了“农村寄宿制小学生
营养早餐工程”。每天学生早餐时，学校免
费发放一枚鸡蛋。到2010年底，共补助102 . 7
万元，惠及学生9270人。从2011年开始，牟
平区又将这一惠民政策顺延到初中，实现了
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寄宿生都享受营养早餐补

助的目标，同时把补助标准从原来的每天
0 . 5元提高到0 . 65元，全年共为10576名义务
教育学校寄宿生提供营养早餐补助150多万
元。

校安工程，让学生住得放心。为给学生
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自2009
年开始，牟平区实施了“校安工程”，区教
体、住建、规划、财政等相关部门组织专业
力量对全区中小学所有校舍进行了逐校逐栋
排查鉴定，按照国家抗震设防和有关防灾标
准要求，形成鉴定报告，建立了校舍安全档
案，做到一校一档、一房一档。在此基础
上，按照上级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

校舍改造规划，确定共需改造学校42所，加
固校舍14 . 3万平方米，新建校舍14万平方米，
计划总投资约2 . 3亿元。目前，该区已投资1 . 37
亿元，加固、改造、新建校舍近20万平方米，所
有已完成加固和新建校舍的抗震设防烈度均
达到7度，设防类别达到乙类。

校车工程，让学生行得安全。近几年，
因学校布局调整，部分学生的上学半径加
大，许多家长用农用车、“三无”车辆、超
载的小面包等接送学生，存在很大的交通安
全隐患。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自2010
年开始，牟平区在烟台市率先实施了“农村
中小学安全乘车工程”，先期投放3部班车

在大窑中心小学和高陵中学进行试点运行。
在成功试点的基础上，下半年，牟平区又在
8个镇、 1 3所学校共投放 1 2辆接送学生班
车，开通线路70条，接送学生幼儿3100人。
当年，接送学生班车总费用为146 . 9万元，
3000多名学生家长仅负担68 . 4万元，其余的
78 . 5万元全由政府补助。

2011年，区政府又投资700万元，增加
了26部班车，使接送学生班车达到38部，完
成了具备条件的11个镇(街)、24所中小学和
幼儿园班车的开通任务，基本解决了全区小
学生、幼儿在1 . 5公里以上，初中生在2 . 5公
里以上的乘车需求，惠及8525名学生。

吃得营养 住得放心 行得安全

牟平三项教育工程温暖学子

□记者 王吉祥
通讯员 程建国 报道
本报金乡讯 王丕镇彭井村村民赵艳春，去年秋

天，因患大脑动脉瘤住院治疗一下花去了15000块钱。
由于他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很快就报销了7000
多元的医药费。有了“新农合”这个老百姓的“健康银
行”后，老百姓再也不会因“看病贵”而发愁了。

2011年该县参合农民达到527262人，实现了农民参
合率达到100%。为使广大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去年3月
份，根据国家和省市统一要求，提高筹资标准，开展二
次筹资，个人由原来的30元提高到50元，全年补偿封顶
线提高到8万元，国家基本药物和省增补药物补偿比例
提高15%。为最大限度让群众享受这一惠民政策，该县
又拿出近400万元专项资金，为全县3 . 5万名70岁以上农
村老年人、1 . 23万名计生独双女户、0 . 67万名重度残疾
人、1 . 5万名农村低保户、0 . 28万名农村五保户和优抚对
象等困难群众免费参加新农合。去年全县新农合基金
补偿支出5000余万元、4 . 5万人次参合农民从中受益。

金乡4 . 5万人次

受益新农合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孙 霞 报道
本报莱芜讯 就在很多种白菜的农户为几分钱一

斤甚至无人问津而苦恼的时候，很多省城市民却开着
车到莱芜市莱城区明利特色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采购
白菜，而价格竟达到了每棵10元。“这得益于标准化种
植。”合作社理事长陈明利说，“咱种的白菜都是用牛
粪、貂粪做肥料，每亩地光成本就3万多元。”

近年来，莱城区不断加大规范引导力度，促进土地
向标准化种植基地和专业合作组织集中，为农民专业
合作社成立发展创造了条件。目前全区经工商部门登
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400家，涵盖了以姜蒜生
产、贮藏、运销、加工、林果生产、畜牧养殖等为主的特
色农业和优势主导产品领域。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专业
合作社+种植或养殖大户+农户、合作社+科技能人+农
户、合作社+经纪人+农户等多元化模式运行，400家专
业合作社注册资金47200万元，成员总数9000余户，带动
农户30000户，社员户均增收20%以上。

莱城400家

专业合作社带农致富

□杜辉升 王德琬 赵磊 报道
本报鱼台讯 去年12月22日，在鱼台县鱼

城镇前蒋小学见到56岁的王树科老师时，他刚
从外地医院检查身体归来。十年前，王树科患
上了腰椎骨结核，导致了腿残，可他仍然骑着
三轮车去学校，坐着椅子上课，拄着拐杖板
书，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椅子老师”。

像王树科老师这样的“榜样人物”在鱼台
并不少见。一年比一年多的“孝贤人物”，让
鱼台人引以为豪，也让鱼台人争相效仿。

在基层工作21年，审结案件2000多起，无
一错案，无一投诉，无一上访的县法院王鲁法
庭原庭长朱志，2010年6月在办案期间突发脑
溢血去世，用生命诠释了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的法官情怀，被誉为“真情为百姓，公正促和
谐的基层好法官”。2011年10月7日，家住张
黄镇迟别村的货车司机陈海龙在高速路上救出
因车祸被困的两名少年后，当他再次行救时却
被突如其来的车辆撞成重伤，直到事发一个多
月后 ,同室病友与其家人聊天时才获知其义
举。还有该县老砦镇老东村63岁的村民孙振
海，在异乡舍身抢救沼气池中昏迷的工友，把
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

鱼台县缘何多义士？鱼台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曲朝勃认为，鱼台县是孝贤文化的发源
地，闵子骞、樊子迟、宓子贱“五里三贤”的
佳话千古流芳。经过两千余年的社会心理积
淀，这种传统已渗入鱼台人的血液，融化在行
动中，形成一种区域性格特征。依托传统孝贤
文化资源，鱼台县提出了“弘扬孝贤文化，促
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实
施了“百千万孝德”工程，连续多年组织开展
“十大孝贤人物”、“好媳妇、好婆婆”等评
选表彰活动，连续举办了四届孝贤文化节，不
断擦亮“孝贤故里”和“孝贤文化”两大品
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鱼台：“孝贤故里”

义士多

□魏东 志海 宝全 报道
本报利津讯 2011年12月20日晚上7点，村

里的书迷们说笑着走进利津县陈庄镇集贤村农
家书屋，养鸭大户宋宝国快言快语地说“图书管
理员帮俺挑了几本有关养鸭的书，俺得好好学
学，这看似简单的养鸭，还有不少新道道哩”。

在利津县陈庄镇，像集贤村这样的农家书
屋就有46个，书屋里不仅拥有各类农村实用图
书，还配备了电脑，农民足不出户点击鼠标，就
能搜到要咨询的问题。

为建设一批农家书屋，陈庄镇先后投入扶
持资金150万元，帮助村里建设文化大院，建设
高标准设施配套的农家书屋。“农家书屋”不
仅让千万群众学到了实用技术，而且推动了农
村产业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如今，陈庄镇已
成立了水产、瓜果、食用菌等协会，建立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带动镇域5000多农户走上致富路，
户均年纯收入达3万多元。

农家书屋

助农走上致富路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孟昭福 席真

◆阅读提示：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沙镇侯
家村，不当“追星族”的农民可就“OUT”
了。他们追的“星”不是什么娱乐明星、体
育明星，而是村里土生土长的服务星、致富
星、文明星。群星闪烁耀田野，去年七一前
夕，该村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单纯依靠农业带领群众致富获此荣誉
的基层党组织全省仅此一家。

书记瞄准“服务星”
找准定位是“追星”的第一步。对于村

里的“大管家”——— 村党支部书记侯新林来
说，当个称职的“服务星”是他给自己定下
的目标。作为“管家”，就得事无巨细，周
到备至：“今天天儿好，上午各家想着把风
口扒开点儿。”“今天昼夜温差大，太阳下
去前，各家想着把自家风口关上。”……建
棚初期，村里那个时时响不停的大喇叭成了
最真实的写照。

位于东昌府区西南边界的侯家村曾是十
里八乡有名的贫困村，那时候村民仅靠种粮
食和大路菜维持生计，年人均收入不足800
元。2003年侯新林当选村支部书记后，自掏
腰包组织党员群众100多人到寿光、青州等
地参观学习，还通过亲戚担保，从外地赊来
了价值三十多万元的大棚骨架、塑料、草苫
子等建棚材料，发展起了洋香瓜冬暖式大棚
和蔬菜大拱棚。

为改善村民居住环境，2006年，在征得
全村95%以上村民赞同的基础上，侯新林大
刀阔斧地开始了新村建设。如今220座二层
别墅式楼房和1栋6层住宅楼，使全村80%以
上的农户告别了低矮的旧房子，住进了新
房。侯新林还积极争取款项，为村里修上了
柏油路，挖通了排水沟，通上了自来水，拉
上了有线电视，村中心一个面积2000多平方
米的休闲文化广场也正在建设中，年底前可
投入使用。周到的服务赢得了群众信任、上
级组织认可，侯新林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区
“六星级”村支书。

党员争当“致富星”
“新民，这一季洋香瓜，你得挣了七八

万吧，这回的‘致富星’非你莫属了。”
“俺这还算多啊，士瑞家有6个棚呢，保守
估计也得超过十万了，他才是当之无愧的
‘致富星’呢！”吃过晚饭，在村支部活动
室前，人们盘点着前一季的收获，数起了
“星星”。这一季的香瓜卖了个好价钱，一
个50米长、占地1 . 2亩的棚可收入2万元。

听着村民给自己“封星”，坐在其中的
田士瑞笑而不语，其实，当时这六个棚给他
们家带来很大的难题。2003年，村里决定发
展洋香瓜冬暖式大棚和蔬菜大拱棚时，穷怕
了的村民害怕风险，纷纷选择了观望。看着
致富门路推广受阻，村里发动十多个党员
“第一个吃螃蟹”。时任支部委员的田士瑞
拿出自家全部积蓄，并四处借钱建起了6个
大棚，他还从自家人做工作，发动田士山、
田士亮等4个兄弟建起了8个大棚。有党员建

起的3 0多个大棚带动，全村当年就建起了
100个冬暖式大棚，一个大棚种洋香瓜和西
红柿，年总收入就高达2万多元。等待观望
的农民心动了，第二年就自发新建了140个
大棚。

为了便于瓜菜销售，村党支部动员村民
入股35万元建起了蔬菜批发市场，随后又根
据群众的要求，采取同样的方式筹资110万
元建起了高标准的恒温库。现在，侯家村共
有大棚500多个、种植面积达到800多亩，农
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两万多元，成为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

群众竞挂“文明星”
来到村民田士刚家时，他正在自家近30

平米的露天阳台上侍弄花草，“这几盆吊兰
俺打算一会儿给长贵老哥他们几家送去，美
化美化庭院。平时他们为村里义务打扫卫
生，咱也表示一下心意。”

晴好天气时，每隔两天就能看到侯长贵
或其他村民志愿者在村里扫街。村民渐渐富
裕了，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高了。侯家村从
农民反映强烈、生活急需解决的绿化村庄、
净化风气入手，引导群众竞挂“文明星”。
现在村里成立了党员带头的村容村貌整治领
导小组和村民志愿者服务队，配备了垃圾
箱，做到了垃圾日产日清。

为营造和谐村风，村民还自发成立了综
合治理小组、村民纠纷调解小组等，8年来
村里没发生过一起打架斗殴事件，没有一名
村民上访，“十星级文明户”占到村民总户
数的78%。

小村追“星”

□张宇鸿 郑军 石勇 报道
本报齐河讯 2011年12月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

粮食生产表彰大会，齐河县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单位”，并代表山东省16家“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
位”上台领奖。这是该县继2009、2010年蝉联“全国
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后，再获国家级殊荣。

齐河县有耕地126万亩，常年粮食种植面积220万
亩，是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县、农业部指定的整建制
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县。近几年来，该县高度重视、精
心规划、狠抓投入、完善技术，粮食生产连续9年增
产增收。2011年，小麦、玉米总产25 . 93亿斤，小麦平
均单产555 . 1公斤，玉米平均单产达到613 . 3公斤。

该县把高产创建纳入全县科学发展综合考评体
系，并设立500万元专项资金，对成效显著的乡镇进
行表彰奖励。他们规划建设了高产创建核心区10万
亩、示范区50万亩，以核心区为突破口，辐射、带动
全县实施整体高产创建。加大投入是保障。2010年以
来，县里累计投入4 . 73亿元实施了农田水利建设、土
地整理改造和农田林网“三大工程”。他们还加大良
种、良法和农机配套使用的推广力度，全县良种覆盖
率达到100%，小麦机械化水平达到100%，玉米机械化
水平达到85%。

齐河粮食生产

喜获国务院表彰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王志广 报道
本报文登讯 不久前，因天气不好上门

群众较少，一名镇级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在上班时间玩起了网络游戏，结果被视频
监察系统抓了“现行”。文登市监察局马上
将这一情况通知该镇负责同志，立即纠正了
这种违规行为。视频监察系统运行一年多
来，已查出涉及违反工作纪律现象的16个窗
口单位，全部被通报批评。

为了治理行政审批窗口存在的迟到早
退、炒股打游戏等违反工作纪律的情况，提

高行政效能，文登建设了行政审批窗口视频
监察系统。该系统共安装“电子眼”63只，
可以对全市13个办事大厅、16个便民服务中
心的436个服务岗位进行视频监察。在对窗
口单位实现全员全程监控的同时，为方便对
群众投诉的事项进行核查，该系统还设置了
音频、视频资料自动存储15天的功能。

在电子监察主控室，记者看到显示屏上
正循环播放着行政审批中心、各镇级便民服
务中心的即时工作画面。通过调整监控角
度，任意一名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都尽收眼
底。一旦发现工作人员有看电影、玩游戏、

炒股等违反工作纪律的情况，监察系统就可
进行现场抓拍和录像，同时向该单位下发
《电子监察建议书》。工作人员拿出存档的
《建议书》，记者发现上面都附有视频截
图，当事人违纪的场景、时间都一清二楚。

工作人员因违纪被抓“现行”，不但自
己会受到处罚，而且连单位都要受牵连。据
统计，视频监察系统运行一年多来，涉及擅
自离岗、服务态度差、炒股玩游戏等方面的
投诉显著下降，群众对行政窗口的服务满意
度大幅攀升。在年终问卷调查中，选择“非
常满意”的占到91 . 7%。

视频监察系统对行政审批窗口全程监控

文登16个窗口单位被通报批评

□记者 岳增群
通讯员 张传喜 高焕成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春节临近，为切实解决好施工单位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枣庄市市中区有关部门决定，
凡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竣工项目，一律不予验收。

2011年12月以来，该区建设局、人保局等相关部
门，联合开展了工程款和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治理，共排查出有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项
目17项，涉及工程款拖欠4 . 39亿元，劳务工资拖欠
1 . 03亿元，均列入了不验收“黑名单”，实行政府有
关部门挂牌监督、限期督办。其中7个长期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在建项目，建设、人保部门已实行局级领导
跟踪帮包制，定人定时做好农民工安抚工作，及时化
解工程纠纷，督促施工单位尽快补发农民工工资。

枣庄市中区

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项目不予验收

□记者 王金满
通讯员 李洪帅 报道
本报昌邑讯 近日，国家科技部公布了2011年全

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市(县)名单，昌邑市第三次荣获
“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市”。据悉，全国科技进步
先进市每两年考核表彰一次，是科技进步领域的最高
荣誉，也是衡量一个城市科技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
潜力的重要标志。

2011年，昌邑市制定完善了《昌邑市科技创新十
佳企业考核办法》，落实了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减
免和企业研发经费所得税前列支等优惠政策，为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昌邑三获全国科技

进步考核先进市

□孙巍 黄雷 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过去没有商标，偌大的茶叶

市场，几乎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现在好了，工
商部门帮助我们培育了主打商标，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明显地增强了。”日前，记者在日照市岚
山区采访，御园春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袁丛波
说，“御园春”商标的注册，不仅提升了企业知名
度，还带来了不菲的效益。

据悉，“御园春”绿茶先后荣获山东十大名
茶、全国食品博览会金奖等殊荣。依托主打商
标，企业联合周围茶农建起了1700亩的茶叶种
植基地，带动茶农年实现产值近千万元。

市场经济下，一枚小小的商标往往会产生
巨大的无形效应。如何引导企业建立自己的品
牌，从而在激烈的市场博弈中占有一席之地，成
为岚山区扶持企业发展极为关注的关键一环。
经过调研发现，岚山在商标工作中仍然存在一
些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岚山积极实施商标富农
兴企战略，创新商标监管服务方式方法，推行

《商标服务建议书》、《责令改正通知书》、《商标
信息采集表》，并对辖区内市场主体在使用、注
册商标、注册储备商标、防御商标、国际商标及
争创驰(著)名商标等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建
议，对轻微违反商标法律法规的行为，下达责令
改正通知书，引导行政相对人自觉纠正违法行
为。目前，岚山区已注册商标867枚，山东省著名
商标16件，其中中国茶行业第一枚驰名商标“雪
青”就落户岚山。

岚山区

推行商标兴企

□高桦 董玉金 报道

1月5日，垦利县永安镇东三村的村民正高兴地领黄河家酒厂送来的爱心大白菜。民营企业黄河家酒厂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后，，不忘回馈社
会，多次对学校、敬老院和帮扶村进行捐赠。近日，又购置了近两万斤爱心大白菜免费送给结对帮扶村——— 东三村的的村民和镇敬老院。

爱心白菜送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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