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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宇鸿
本报通讯员 侯刚 郑军 石勇

今年2月，齐河县实行治保主任带薪上
岗，建起“不撤防”的治安防范队伍，治安管
控触角覆盖到齐河县所有社区（村）。省公安
厅负责同志调研时评价：齐河农村治保队伍建
设理念新，工作实，效果好。

治安管理触角遍布最基层

胡官屯镇富足村村民张某，误以为“地
邻”侵地，擅自铲除对方小麦青苗150余米，
两家矛盾一触即发，村治保主任张明栋及时调
解，双方握手言和。在白铺村施工的外来挖掘
机手丢失一桶柴油，该村治保主任郭兆利迅速
排查，仅用半小时就帮其追回。

“治保主任属本乡本土，熟悉情况，在基
层治安防范、案件预处理上有明显优势。”胡

官屯镇派出所所长杨立刚说。齐河县共有1012
个行政村，农村人口50 . 8万人，设派出所15
个，民警116人，村多警少，治安防范顾此失
彼。如何在群众身边建一支能随时看得见、用
的上的治保力量？今年2月，该县反复调研决
定：重建基层治保组织，在每个行政村选任一
名治保主任，着力改变治保队伍建设缺乏薪
金、选拔、培训、考核、奖惩的弊端，实行治
保主任“带薪”上岗、定期考核、星级管理，
筑实农村治安防范“前哨卡”。

治保主任不撤防

潘店镇陈屯村村医陈波被选为村治保主
任，现在他穿制服，领津贴，名正言顺地干治安、
搞服务，获得群众的尊重。他说：“有归属感和使
命感，更有荣誉感，愿意一直干下去。”

围绕一个“实”字，齐河着力建设治保主
任管理的长效机制。县委、县政府专门出台

《关于全县社区（村）社会治安管理队伍并实
行星级化管理的意见（草案）》，把加强基层
治保组织建设，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
要工作来推广，避免了公安“独角戏”，并制
定了系列规章制度。选拔人员是关键，科学确
定选拔标准，由村“两委”选推，在乡镇干部
大会上公开竞岗，由乡镇派出所和乡镇政府审
查确定。按时发放津贴是基本保障，他们将治
保主任津贴纳入财政预算，由县财政统一按时
发放，并随经济发展逐年提高，目前该县已拨
付津贴1000余万元。

打造群众门口“派出所”

王令金是洪州社区邢庄村治保主任，6月20
日，他坐在社区大楼宽敞的监控室里，熟练移动
着鼠标。“快到预定位置，嫌疑人又进社区了！”
王令金迅速拨电话给其他6名治保主任。仅半小
时，来社区偷狗的嫌疑人被他们逮个正着。

洪州社区由7个村合并而成，有5000人，是
齐河农村社区建设的典型。随着农村社区建设
快速推进，并居型社区大量涌现，以往“一个喇
叭喊全村”的治安防范和服务已很难适应农村
发展的新形势。齐河以治保队伍为依托，积极探
索社区（村）社会治安防范新路径：投入400余万
元，在并居型社区、集市建立起76个警务室，周
边村治保主任轮流值班，在民警指导下开展警
务服务，打造群众门口的“派出所”。特别是在并
居型农村社区，他们安置了监控系统，为警务室
配置了与县乡（镇）公安部门联网的电脑，培训
治保主任掌握相关知识，推行城镇治安防范和
警务服务办法。

自治保主任带薪上岗以来，全县收集有效
信息8400余条，化解矛盾纠纷1670余起，协助
破获案件65起，为群众办好事实事7900余件，
呈现初发案下降、警务成本下降，公安驾驭治
安局势能力上升、群众对公安工作满意度上升
的可喜局面。

治保主任带薪上岗
——— 齐河筑实农村治安防范“前哨卡”

□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鹿振林

8月11日，记者来到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西
牛泉村，采访了驻村“第一书记”亓萌。

2011年8月，莱城区委组织部派亓萌到西牛
泉村驻村任职。在他的“催化”下，西牛泉村的面
貌悄然发生着变化。

要让老百姓看到变化

西牛泉村共有663户1721口人，70名党员，930
亩耕地，村里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力在外打工。村
里每年有5万多元的集体收入，却没办成几件事。
2010年底村两委换届，鹿奎经过公推直选成为村
支部书记，他一心想给乡亲们干点实事，由于和
亓萌志同道合，两人渐渐擦出了火花。

亓萌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抓村两委班
子建设。在鹿奎的支持下，村班子制定了村两委
例会、考勤请假、值班等制度，以制度管村干部，
严明考核；村里还规定每月定期召开党员会和
村民代表会，制定“重大事项决策制度”，做到了
意见由党员群众提出，决策由党员群众确定，过
程由党员群众监督。新班子还投资11万元，对村
办公室改造升级，硬化广场，安装健身器材。亓
萌说：“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到和以前不一样。”

要帮群众解决问题

亓萌驻村任职后，把“为百姓办实事”放到

首要位置。村里的水、电、路等问题，久拖不决，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亓萌毫不退缩，他带着村
两委成员到财政、水利等部门跑项目，最终立项
实施了投资58万元的自来水改造工程，解决了
全村的吃水难题。81岁的老人鹿传银过去吃水
要去挑，现在他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淌。鹿
传银激动地说：“小亓是个好书记，能办大事！”

村支部书记鹿奎也扳着手指夸“第一书
记”——— 向供电部门争取价值20万元的400KV
变压器一台，改造供电线路，结束了西牛泉村电

灯“忽明忽暗”的历史；争取资金7万元，修建了
汶河大口井；筹措资金42万元，硬化生产路1300
米；实施了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为村庄安上了38
盏高效节能路灯，修建了8个垃圾池……

驻村半年，亓萌帮助西牛泉村立项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6个，工程总额达180多万元，带着新
的村两委班子干成了以前“敢想不敢干”的事。

要让村庄能自身造血

“光输血不行，必须让村庄能自身造血。”亓
萌这样阐述他的村庄发展观。

西牛泉村有个废弃工厂，村里通过联系在
外工作的能人，把“死项目”盘活，谈成了一个总
投资2000万元的建材项目。项目建成后，可为村
集体增加年收入3万元，安置劳动力30多人。

村北有一个废弃湾坑，像疤痕一样存在了
十年。而今，村两委干部主动联系附近的施工
队，将工程土方运到这里填埋。亓萌笑着说：“既
省了对方的运输费用，又使我村增添了一块平
整地，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村里谋划将这5亩
地建成一块试验田，种植有机蔬菜、菌类等高附
加值的大棚作物。

亓萌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重新调整村里土
地，让西牛泉村的土地流转起来，让村里的特色
种植、养殖业再次焕发活力。村里经过摸底调查
发现，90%以上的村民同意调整土地。这让亓萌感
到很意外，很感动。他说：“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孩
子，对乡村有着很深的感情。为百姓们做事，获得
百姓支持，这是我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第一书记风采

亓萌：驻村奏响“三部曲”

●人物简介：亓萌，1976年生人，1998年参
加工作，现任莱芜市莱城区委组织员办公室副
主任、组织部组织科科长。2011年8月被派驻牛
泉镇西牛泉村任第一书记。图为亓萌（中）到村
民家中走访。

□于尊刚 王学军 报道
本报昌邑讯 柳疃镇东辛村原支部书记

年龄大，不思进取，遇事总想“和稀泥”，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无从体现。市委书记
包村后，经过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请
回一名在外经商的年轻党员担任党支部书
记，新支书很快进入角色，把各项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后进村变成带头村。老党员王
永庆说：“变山变水先变人，变人先变领头
人。俺村能有今天，多亏了市委书记当‘村
官’。”

群众的称赞主要源于该市开展的村级党
组织晋位升级“三包工程”：即县级干部包
村蹲点。由市委书记带头，全市24名县级党
员领导干部每人包靠 1个“瘫、软、散、
乱、穷”后进村，每周至少拿出1天时间到
村蹲点；市直干部包村联户。在全市筛选确
定236名市直机关干部组建118个工作组进驻
后进村结对帮扶；乡镇干部包村寄宿。根据
村庄分布情况合理划分工作片，每片若干
村，在中心村设立寄宿点，乡镇干部自带行
李、自办伙食，吃住在村里，做到第一时间
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化解矛盾。

今年以来，通过实施“三包工程”，先
后帮助理顺“两委”关系不协调的村8个，
投入帮扶资金136万元，硬化和整修道路67
公里，新安装自来水1900余户，提供各类致
富信息300余条，帮上致富项目173个，有15
个后进村党组织实现华丽变身，成功转化，
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昌邑：“三包工程”

让后进村变带头村

□宋学宝 王晖 鲁勇 报道
本报高密讯 “去年春天俺得了场感冒，当时拿

药花了20多块钱。没想到今年一下子减了一半。”8
月20日，在高密市柏城镇高家庄村卫生室，谈起药
费，村民祝美琴最大的感受就是便宜了许多。

自去年12月31日起，高密市在320处省统一规划的
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配备使用的基本药物全
部由省招标采购平台采购，并严格执行药品零差率销
售政策。同时，新农合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了报销范
围，并在规定报销比例的基础上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
到50%。为保障制度实施后村卫生室的正常运转，这个
市除通过向乡村医生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指导村
卫生室收取一般诊疗费外，还为320处村卫生室的1333
名乡村医生每人每年发放6000元补贴，市镇两级财政
为每处卫生室提供8758元的运转经费。截至今年7月
底，这个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药品价格平
均下降53%，就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6 . 7%，累计销售
零差率药品2012 . 92万元，让利于民2093 . 43万元。

□孙巍 裴颖 滕聿刚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为迎接新学期到来，8月20日，日

照市东港辖区登记在册的接送学生车辆陆续开始“体
检”，目前已检测30多辆。

据介绍，本次校车“体检”侧重于检查驾驶人资质
及交通违法信息，车辆的安全带、车身反光标识、灭火
器等安全设施，同时还检查车辆外观及轮胎磨损情况。
检查中，民警逐一核对了校车司机的驾驶证、行驶证、
保险标志等，并仔细检查车架和发动机号码、保险单信
息，及时对存在隐患车辆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

为了杜绝隐患车辆上路，东港交警大队车管所民
警还抓住校车集中检验的有利时机，对接送学生车辆
负责人、驾驶人进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和考试，并与他
们签订《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书》。

□韩洪波 王伟 王吉祥 报道
本报金乡讯 经过多年发展，金乡县的化学工业

园区、新老城区、商贸物流区、羊山旅游度假区、生
态湿地景区、现代农业示范区，业已形成六大板块的
产业布局，尤为可喜的是，一个千亿级的工业园区雏
形已在金乡呈现。

据介绍，在各个园区独具特色的基础上，金乡县科
学规划，合理布局，着力构建以工业为主导，商贸物流、
生态旅游、科技研发于一体的千亿级园区基本框架。其
中，济宁化学工业园区将以循环经济、生态工业为核
心，通过园区各企业和企业生产单元的清洁生产，实现
绿色、低碳、环保，重点发展煤化工、精细化工、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产业，到2015年底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0亿
元，可实现销售收入400亿元。食品园区将建设大蒜深
加工产业集群，并入选“中国县域产业集群竞争力100
强”，三年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0亿元，实现销售收
入320亿元。商贸物流区将依托山禄国际大蒜市场、国
际大蒜商贸城，着力打造冷链物流新型产业，结合食品
园区发展，打造省级新型物流园区。

高密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7个月让利于民2093万多元

金乡打造千亿级工业园

东港区校车“体检”迎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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