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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义 宫 梅

□记者 岳增群
通讯员 田思华 高焕成 报道
本报枣庄讯 盛夏时节，记者到枣庄市

中区采访，蓦然发现，这里的背街小巷全部
路平了，灯亮了，水通了……就在几个月前
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年久失修，多数
路面严重破损，基础设施陈旧、不配套。

今年初，枣庄市把市中区背街小巷整治
列入了民心工程。1月31日下午，刚刚上任
的市长张术平就来到市中区，查看完背街小
巷后对区委书记王刚说：“市委、市政府搬
迁了，也不能忘了老城区，这些背街小巷要
全部整治，你们有何打算？”“经细查，需
要整治的背街小巷有110条，受财力限制，
我们想用三年时间完成，今年先整治 3 0
条。”“用一年时间完成吧，钱不够，市里
给！”张术平态度坚决。“行！我们一定完
成！”王刚掷地有声。

时值二月，天寒地冻，路面无法施工。
为加快工程进度，施工队先清挖下水道；天
气一转暖，即选择了道路最烂、最老、涉及
学校和居民最多的10条背街小巷先行施工。
整治期间，市、区领导经常带领有关人员现
场督察；区里成立专家小组巡查现场，严把
质量关；每条背街小巷的路面均深挖路基，
轧实填牢，竣工后严格验收，确保工程质量。

截至7月底，这个区列入整治的110条背
街小巷已竣工106条。每条背街小巷除硬化

路面外，全部修通了下水道，没有人行道、
绿化带和路灯的一概补齐，实现了净化、硬
化、亮化、绿化、美化。根据市民请求，近
日又将背街小巷整治由110条增加到121条。

背街小巷整治，不仅赢得了市民一片赞
扬 声 ， 而 且 多 年 的 违 建 顽 疾 开 始 “ 痊
愈”——— 经商户沿街两侧的2700多处违章建
筑主动拆除。7月28日下午，记者在区住建
局看到一面锦旗：修通千家之福，践便万民
之行。这是枣庄街回汉居民自发赠送的。

除锦旗外，更多的市民则通过在网上发
贴子表达内心的谢意，最多时，一家论坛一
天出现16条赞扬帖。家住辛庄社区的一位市
民用“天路”写了一首赞扬诗，发表在网
上：清晨我走在平坦的辛庄路上/看到路面
变的敞亮/这是一条民生的天路哟/辛庄儿女
从此幸福安祥……

这些赞扬，还来自于他们在背街小巷整
治中为市民无微不至的着想。所有背街小巷
整治都选在人流量最少的时间进行，白天进
料、挖下水道，夜里铺路面；下水道挖通后
迅速复原，确保市民夜间行走安全。枣庄新
中兴公司北山社区离枣庄市区3公里，是个
“边远社区”，市、区有关部门没有忘记这
个“角落”，将路面一直硬化到这里。

背街小巷整治后，沿街店铺也随之美
化，全部换了靓丽店面和广告牌，背街小巷
的夜晚更亮丽了。

整治条条街巷 赢来阵阵掌声
枣庄市中区背街小巷整治赢民心

□记者 梁旭日
通讯员 李云克 史爱峰 报道
本报即墨讯 8月1日上午，长年患有高血

压的刘家庄镇赵戈庄村村民赵成福来到村卫
生室，习惯性地递上20元钱，要买两盒依那普
利片。接过药刚要走，赵成福被医生赵忠华
叫住，退给了他13 . 5元钱。赵成福不解地推脱
说：“不是一盒10块吗？”

原来，赵成福还不知道，从当天起，即
墨率先在全市849处村卫生室全面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对523种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
同时，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场报
销35%的药款。听说这一好消息后，赵成福直
感慨：“真没有想到，在村卫生室也能买到
基本药物了。”

近年来，即墨在全省首批试点推行了新
农合制度，农村就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
农民在村卫生室买药尚不能享受药品零差率

销售优惠，也不能享受新农合按照比例报销
待遇。

“不仅更便宜了，也更方便了。”刘家
庄镇泉庄村医师姜正旭告诉记者，以前，为
了省钱，不少村民看病时不得不跑到乡镇卫
生院和县医院去，就为了能报销和买点便宜
药。

针对上述问题，即墨市先后投资近7000万
元，统一规划建设了849处集体性质的村卫生
室，每室配备乡村医生1-3名，并指定一名医
生专门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同时，为所
有村卫生室配备了微机、打印机等设备，实
现了市、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
卫生、基本医疗、新农合结报、财务结算等
信息资源联网，为在农村卫生室推行基本药
物制度奠定了基础。

在该制度全面推行前，即墨在5个镇(街
道)的78个村卫生室进行了试点。市卫生局截

取今年1月1日至4月30日的数据与去年同期比
较发现，试点村卫生室次均处方费用由过去
的15 . 5元降到7 . 34元，下降了近53%。而且，
免去了看病农民为了报销或者买点廉价药，
而不得不跑乡镇医院甚至市医院的烦恼。

“这是即墨在乡镇卫生院、市人民医院
实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之后的又一惠民举
措。”即墨市卫生局副局长毛天训介绍，村
卫生室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的“网
底”。在村卫生室实行基本药物制度，有助
于减轻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的负荷，形成
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互补互动
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据介绍，今年即墨财政共拿出750万元，
从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专项补助、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补助、一般诊疗费补偿三个方
面，对村卫生室推行基本药物制度进行补
贴。今后，还将逐步提高补助标准。

村卫生室也能买到基本药物了
即墨523种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记者 王吉祥

通讯员 包庆淼 邵泽平 报道
本报泗水讯 “以前贷款最难的是找保

人。”7月20日，正在泗水县农行个贷中心办
理贷款的养猪大户蔡胜森说，“现在好了，银
行实行了‘三户联保’，我们做生意的，三个
人可以互相担保，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贷起
款来非常方便。”“三户联保”是泗水农行推
出的信贷模式，这种模式受益的不仅是客户，
银行也降低了信贷风险。

为鼓励全民创业，壮大县域经济，泗水
县积极引导金融系统创新贷款模式，进一步
延伸服务，农行泗水支行率先推出“三户联
保”制度，由从事种植、养殖、加工、流通
等行业的三个经济人，捆绑成一个贷款主
体。其中一户贷款，其他两户为其担保，三
户可互为担保，每户贷款额度为5万元。今年
1—6月份，该行“三户联保”总户数达5021
户，贷款余额1 . 18亿元，贷款本息到期收回
率均为100%。目前，这种信贷模式已在泗水
全县金融系统推行。

泗水银行贷款推行

“三户联保”模式
□记者 王金满
通讯员 王有志 李金科 报道
本报高密讯 记者日前从高密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获悉，高密扑灰年画制作专项职业能力
考核标准通过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从
构思起稿、绘制 ,到作品装裱，都明确了操作规范。相
关从业人员通过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后，可以持“国家
证”上岗。

据介绍，高密扑灰年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不设
文化科目考试，只进行专业技能考评。考核合格
者，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按规定颁发专项职
业能力证书。对于符合规定的享受职业技能鉴定补
贴的人员，不收取鉴定考核费用，由财政给予一次
性鉴定补贴。高密扑灰年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有了
国家标准后，有利于这项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
更有利于增加创业就业机会，让更多的人通过这项
传统工艺走上富裕之路。

高密扑灰年画是中国独有的年画画种，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传统工艺是
用柳枝烧灰，描线做底版，一次复印多张，继而在
印出的稿上手工粉脸、敷彩、描金、勾线，最后在
重点部位涂上明油而成。

高密扑灰年画制作

可考“国家证”

□郑军 陈燕华 报道
本报齐河讯 成堆的垃圾被一个巨大的抓斗从

垃圾池内慢慢抓起，投入焚烧炉，眨眼间化作熊熊
烈焰。7月27日，在齐河县齐鸿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公司负责人魏连木指着正在大口“吞
食”垃圾的现代化焚烧设备，自豪地说：“与普通
焚烧不同，该设备采用双回路热解焚烧处理，使生
活垃圾实现了无公害处理。”

面对城市中日益增长的垃圾，齐河与福建省鸿
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约，以BOT形式在该县经济
开发区建设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主要建设两条
日处理100吨生活垃圾的生产线。该厂在全省县级
城市中率先采用国内先进的双回路热解焚烧处理工
艺，不需添加任何助燃剂，不需分捡，原垃圾进
炉，所排放烟气全部经活性炭脱毒处理，实现达标
排放，由环保部门24小时监控。

“更主要的是，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蒸汽可
用于工业生产、居民生活，残渣可用来制作建材，
这样既实现了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又实现了资源的
综合利用。”魏连木算了一笔账，“垃圾焚烧过程
中，每小时可产生10—13吨蒸汽，一天24小时运
行，每天可产生240至300吨蒸汽。每吨蒸汽可转换
成65℃以上的热水，直接销往周边企业，这是一笔
不小的财富。”

目前，该厂处于试运营阶段，主要处理齐河县
城区、黄河国际生态城、县经济开发区及晏城街道
办事处、表白寺镇等部分城乡生活垃圾，日收集垃
圾量平均80吨。全部达产后，将实现全县城乡生活
垃圾全部无害化处理。

双回路热解焚烧处理

垃圾变身蒸汽、建材

齐河：垃圾“火”后成金

□王洪涛 杜昱葆 李金霞 报道
7月25日，沂南县铜井镇大朝阳村，家庭医生尹纪伟到77岁老人高瑞祥(右一)的家里为他回访查

体。从7月1日起，临沂在全市农村推行“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农民可自愿选择附近的乡村卫生服
务机构医生签约成为自己的“家庭医生”，患者一个电话，“家庭医生”就能登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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