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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义 宫 梅

□记者 王佳声
通讯员 曹长兴 袁致甲 报道
本报章丘讯 “尊敬的江书记，我是一

位极普通的农民，我以个人体会及粗浅分
析，就目前农田耕作，向各级领导及有关专
家谈点认识及建议，可能对农田耕作、农业
丰收有点作用……”秋收时节，章丘市龙山
街道宋家埠村的一位农民宋贵顺，写给该市
市委书记江林写信，建议改进农业耕作方
式。

宋贵顺在信中提到：长期以来，由于受
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的影响，农民习惯用中小
型机械旋耕作业，致使土壤耕作层显著变
浅、犁底层逐年增厚、耕地日趋板结，制约
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同时，由于近年章丘市

大力推广玉米、小麦联合收获技术，作物秸
秆粉碎还田后覆盖地表，虽然避免了秸秆焚
烧，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但由于秸秆堆
积在表层，导致了播种质量较难保证，作物
根系难以下扎等现实问题。

令宋贵顺没有想到的是，他抱着试试看
的心情把信发出去没几天，就得到了市委书
记江林的快速回应：“农民的困难困惑就是
我们工作的方向，农业部门要认真研究、破
解难题、做好答复。”按照江林的专题安
排，10月23日，章丘农业部门专家即组成联
合工作组，到宋家埠村进行了实地调研，与
宋贵顺在田间地头进行了沟通交流，并就全
市土地深耕深松安排计划向宋贵顺作了说
明。一封普通的市民来信，短时间内就得到

答复，让老宋高兴不已。
俗话说：“深耕加一寸，顶上一遍

粪。”据测算，每亩机械深松土地在3～5年
内每年可节约成本40元左右，小麦亩产可提
高20%左右，玉米亩产也有明显提高。宋贵
顺在与农业部门专家交流时得知，随着玉米
机收秸秆还田的大面积实施，自2 0 0 9年以
来，章丘就已经把土地深耕深松机械化技术
作为一项发挥秸秆还田效果、打牢秋种基础
的关键技术予以推广，并不断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加快该技术的推广进程。去年以来，
该市还将深耕深松作业机具及与配套的大马
力拖拉机列为农机补贴重点机具，目前已累
计投入补贴资金800余万元，补贴深耕深松
作业机具400余台(套)。

农业部门人员告诉老宋，下一步，章丘
还将逐年安排土地深耕深松作业，逐步扩大
实施面积。在去年3个镇(街)试点推行3万亩
土地作业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加大推广力
度，在9个镇(街)安排7万亩秋季土地深耕深
松作业，并计划到2015年，全市适宜地区的
耕地全部深松或深耕一遍，然后进入“同一
地块三年深松或深耕一次”的良性循环，逐
步建立深耕深松技术应用的长效机制，改善
耕地质量，提高粮食产能。

“感谢江书记啊，感谢专家们，这么重
视我们农民的事！”“得感谢您呢，希望您
以后多给我们农业工作提宝贵意见啊！”宋
贵顺和农业部门专家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
起。

农民深耕犯难 书记立行解决
章丘建立深耕深松技术应用长效机制 今年土地深耕深松面积7万亩

□ 本报记者 黄露玲 单青

从燕山立交往东，一直到奥体中路，沿
着经十路辐射至周围10平方公里范围，一处
区域金融中心正在济南东部崛起。一座座拔
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构成了全济南市乃至全
省的“经济森林”，为省会经济孕育着无限
的发展潜力与腾飞动力。

“济南高度”孕育发展土壤

9月20日上午，山东首席金融综合体启
德国际金融中心在济南中央商务区(CBD)奠
基开工。该项目主体建筑高318米，济南的
天际线将再度刷新。

在启德国际金融中心周边，一座座傲然
崛起的高楼代表着新的“济南高度”。投资
数十亿元的中润世纪城一期二期、建筑面积
38万平方米的玉兰广场、首个定向开发的奥
体金融中心、由6座大型商务楼宇组成的鲁
商国奥城、山东黄金集团投资的黄金时代广
场、占地720亩的文博西片区……这些建筑
中，250米以上的高楼就有3座，其余楼体高
度平均超过150米。正是这些高端城市综合

体，为“经济森林”的成长提供了最肥沃的
土壤。

记者从历下区了解到，该中央商务区今
年建设项目共计32个，其中在建项目15个，
准备开工项目8个，策划项目9个。在建项目
总占地面积1770 . 96亩，建筑面积429 . 8万平
方米，计划今年共完成投资250 . 99亿。

金融总部蓄积经济能量

在中央商务区林立的高楼内部，金融商务
和总部经济的汇聚正蓄积着巨大的经济能量。

“森林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成长性和可
持续发展性，济南中央商务区就蕴藏着无限
的发展潜力和经济活力。”历下区东区建设
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这样理解“经济森林”。

记者了解到，中央商务区已经入驻各类
企业总部109家，包括深圳发展银行、太平
洋人寿、人寿财险等省级总部50余家，省国
资委、省国投、省保监局等省级经济部门近
10家。预计年底能够入驻和确定入驻的金融
机构省级总部在60家左右。仅以被形象地称
为“101”大厦的奥体金融中心为例，这4座
高档写字楼建成后，将成为全市税收贡献水

平最高的商务楼宇。
与此同时，入驻中央商务区的总部级企

业已突破100家，包括中石油、中海油、中
烟集团、能源集团、省国电、山东高速、鲁
商集团、黄金集团、山东企业联合会及国资
委相关企业等，企业总部中心已具规模。

现在，启德国际金融中心28万平方米、
文博西片区30万平方米以及佳世客等高端商
业城市综合体正在建设之中。5年之内，中
央商务区将拥有喜来登、万怡等3家以上五
星级酒店，日本佳世客、北京燕莎百货、华
润OLE超市等10家以上高端商业中心。

济南中央商务区全面建成后，10平方公
里范围内将有近百座高层和超高层建筑、
2000万平方米高档载体投入使用，累计投资
超过2000亿元，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0亿
元，区域税收200亿元，成为全省金融机构
数量最多、总部企业密度最大、商务服务能
力最强的现代服务业聚集区，以及国家中央
商务区格局中的重要节点。

区域发展辐射全省经济

随着济南中央商务区逐渐露出规模发展

的恢弘之势，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向此处加速汇集，中央商务区的区域经济中
心地位凸显。这片位于济南东部的“经济森
林”，或将成为带动辐射济南都市圈乃至全
省发展的强力引擎。

“中央商务区要打造成为济南乃至山东
的交通、物流等服务经济中心；技术创新、
形象展示及策研的总部经济中心；世界500
强、上市公司、金融产业等品牌经济中心；
智力型、创新型、高科技、研发类等高技术
人才聚集中心，在经济发展及辐射带动方面
发挥出无可比拟的优势。”历下区东区建设
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规划、政策、产业、交通、市政及
政府带动等六大发展驱动，济南中央商务区
已经驶入良性运行的轨道。历下区制订了五
年发展规划和经济科学发展的意见，统筹整
体产业布局，让建设、发展更为合理高效。
而随着省市政府单位的率先进驻，CBD能够
迅速吸引现代金融、总部经济、地产开发及
商业配套等企业落户。此外，教育、交通、
市政等配套资源都在朝着全省乃至全国最优
水准的目标打造。

金融商务和总部经济汇聚济南CBD———

历下东部新城崛起“经济森林”

□记者 刘江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四年前，平阴一名普通的

农家妇女，突发奇想要组建一个文艺剧团；
四年后，这个名为“玫乡剧团”的演出团体
已经由原来的8名演出人员增加到28名，而
且演出的场所也从村庄一直走到县城。在活
跃了当地乡村文化氛围的同时，也让普通的
庄户剧团走上了更大的舞台。

“当初组建剧团是为了俺公公婆婆。”
剧团团长、平阴县玫瑰镇大站西村村民汝爱
臣道出了组建剧团的初衷，“二老在多年前
都是村里文艺宣传队的成员，尽管上了年
纪，但是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初的行当。我就
想成立一个剧团，把老人的心愿给达成，也
算是尽孝心了。”

此外，在组建剧团之前，汝爱臣曾和丈
夫跑过10年运输，她自己学过理发，卖过农
药化肥，开过出租。也正是上述经历，让汝
爱臣有更多的机会见识到外面的世界。

“当时就感觉农村有些沉闷，有些安

静，并且如果只是个别人在村里唱的话，个
别村民不免有看法，所以干脆就搞一个剧
团，活跃一下村里的文化氛围。”汝爱臣
说。剧团刚成立时，没有地方排练，汝爱臣
就将大伙聚集到自己家的大院里，由她个人
出钱，筹办了服装道具、乐器和音响等设
备。成员多以有一定的演出功底的老人为
主，年龄最大的是69岁。大伙靠着一股热情
和汝爱臣的坚持，一个草根剧团就这样建成
了。

“刚开始主要唱原先的豫剧老戏，像
《穆桂英挂帅》、《花木兰》等，后来逐渐
有了吕剧、黄梅戏、小品，还有快板等多种
形式；再到后来，我们又将党的政策、村里
的好人好事、敬老爱幼、助人为乐等新内容
编进自己写的剧本里。”汝爱臣告诉记者，
“现在到周边村里巡回演出的时候，都是义
务演出，但是演员们仍然乐此不疲。”

自从有了剧团，村民在闲暇时间，都会
跑到汝爱臣院子里听戏。渐渐地，剧团在当

地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周围村庄的文艺爱好
者也都纷纷加入剧团。从七八十岁的老人到
六七岁的孩子，个个都有“绝活”。剧团成
立4年来，已在全县义务演出近千场次，平
均每年为群众演出200多场次。同时，剧团
还编排出了20多部新戏，这些剧目为乡村刮
来了一阵阵文明新风，而许多村民也积极为
剧团提供好的素材，这让新剧的编写有了源
头活水。2011年年底，玫乡剧团被山东省文
化厅授予“山东省农村优秀文化团队”。

在剧团成长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也提供
了一定支持。但随着剧团的逐渐发展壮大，
汝爱臣渐渐感受到了来自资金方面的巨大压
力。为了继续养活剧团，汝爱臣贷款5万元
成立了一家庆典公司，她希望通过公司养剧
团的模式，以促进剧团的持续发展。

截至目前，平阴县小规模的文艺团队、
庄户剧团已达30多支，他们常年奔走在各地
农村，不仅活跃了乡村文化，也推进了乡村
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平阴一位农民自建文艺剧团
庄户剧团撑起乡村文化舞台

□记者 黄露玲 单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解决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社区

服务需求，近日，市中区加强社区居委会的社工队
伍建设，并为社工配备了数量不等、有一定特长的
义工，建立起了社工+义工的“1+X”社区服务管
理模式，先后建立了社区责任片区569个，单元自
治小组4899个，为社区居民进行服务。

所谓“1+X”社区服务管理模式，“1”就是
指专职社工，“X”就是指数量不等、类型不同的
义工。在社区居委会的具体指挥下，以社工为基
础，共同展开社区服务管理工作。目前，市中区专
职社工已达470人，区财政每年投入2000多万元，
按照济南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发放专职
社工补贴。同时，还建立起了一支3万多人的志愿
者队伍。

在社会管理服务过程中，按每300户的标准划
分责任片区，由一名专职社工负责片区内的各项社
会服务管理工作。目前，市中区共划分了责任片区
569个，单元自治小组4899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社
区居民。

□记者 田可新 单青
通讯员 建龙 吉凯 孝玉 报道
本报商河讯 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县，商

河克服财政紧张的难题，在相继实现了城乡环
卫、供水、教育、卫生一体化的基础上，今年
又实施了总投资达10 . 3亿元的“十项惠民工
程”和“十项民生工程”，以更高的标准提升
群众的幸福感。

商河县投入5000余万元建成12个乡镇压缩
式垃圾中转站，并设置垃圾箱11460个，构建
起全县963个村(居)生活垃圾同步无害化处理的
格局。12个乡镇(街道)全部被命名为济南市首
批城乡环卫一体化达标乡镇，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100%。教育方面，自2007年以来，全县
已累计投入近4亿元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在中小学开展课堂教学改革和“乡镇(街道)区
域小学学科教研一体化”改革，完成了820名
语文教师、300名初中班主任专题培训和3223
名教师远程研修培训，并计划三年内引进教师
1010人，全部充实到农村学校。

商河县还相继投入2 . 7亿元，完成了县人
民医院、县中医院和12处乡镇卫生院、256所
村级标准化卫生室改造建设。同时，倾力打造
“10分钟健康服务圈”，使群众在家门口就可
享受到方便、价廉、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城乡一体化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商河“小财政”
托起“大民生”

市中区推社工+义工

社区服务模式

□牛远飞 冯文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槐荫区段北街道的琪琪幼儿

园此前计划扩建时，曾因资金缺乏犯了愁。正
当一筹莫展时，槐荫区人社局提供了5万元的
贷款，赵园长对幼儿园硬件进行了提升，解了
燃眉之急。

为帮助有创业能力和有创业愿望的创业者
圆梦，槐荫区人社局在服务大厅专门设立了小
额担保贷款服务窗口，开通绿色通道，为创业
者提供办理失业登记、创业培训、小额担保贷
款资料申报等一站式服务。

为帮助辖区人员创业，槐荫区人社局还将
办事机构向基层延伸。今年在西市场小商品市
场设点仅一周时间，就有40家业户通过“联户联
保”的方式进行了申报。贷款发放后，区基层保
障中心承办人员对贷款项目实施跟踪服务，指
导开拓市场，帮助其协调解决难题，提高了小额
担保贷款的实际效果。区人社系统60多名工作
人员与创业人员开展了“一对一”帮扶，为创业
人员提供反担保，与西客站安置区创业村民结
成“一帮一”互助对子，开展了“送政策、送项目、
送资金、送服务”活动，帮助40多名失地农民申
办了小额担保贷款，拓宽了就业渠道。

槐荫小额贷款

助创业者圆梦

□记者 田可新 单青
通讯员 张 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组团赴南方4大城市重点招商，

一次签约40亿元项目；召开项目推介会，48个项目
成功签约，引进资金突破205亿元——— 随着一系列
招商“组合拳”的挥出，历城区实体经济正以令人
惊讶的速度强力推进，总量与质量双效同增。

历城区确立了高端高质高效的工业发展主攻方
向，着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并
全力打造临港经济开发区。同时，对71家年内有望
达到规模标准的企业采取跟踪服务，协调解决生产
经营难题；帮助企业搞好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加速
实施85个重点工业项目，力争40个项目进入省级技
术创新计划。

历城区还充分发挥区域特点，加快土地流转，
创新经营模式，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产
业化项目建设，促进形成龙头企业、标准化生产基
地、中介组织和市场的“四位一体”农业产业化格
局。与此同时，服务业正成为助推历城发展的“新
引擎”。今年以来，全区新引进服务业项目 1 5 0
个，到位资金5 8 . 6亿元，服务业投资完成7 9 . 5亿
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7 . 8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历城区共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171亿元，同比增长22 . 8%；引进内资项目
227个，到位资金79 . 5亿元；业已确定的201个重点
推进项目已开工139个，完成投资94 . 5亿元，招商
引资无论在资金规模及项目数量上均稳居济南市前
列。

历城实体经济

总量与质量双效同增

□记者 晁明春
通讯员 刘 军 王太荣 报道
本报济阳讯 不久前，由台湾耐斯集团投资一

亿美元建设的山东爱之味食品科技公司正式奠基，
济阳又多了一个大块头的台资企业。据统计，目
前，济阳县济北开发区已入驻台资企业52家，投资
规模7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3亿美元，成为黄河以
北地区最大的台商投资集聚地。

济阳县善于把产业招商、以商招商作为壮大台
资规模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台资企业在招商活动
中的引荐推介作用，形成“引进一个，影响一批，带
动一片”的产业集群效应。台资企业大鲁阁织染项目
在济阳落户后，企业总经理王金锁又介绍了华羽服
饰来济阳投资建厂；界龙电子、易得电子、力川电子
三家企业都是由台湾朗硕电子介绍引进的。同时，济
阳县还紧紧抓住江浙地区台企北移的良好机遇，依
托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医药化工、机械电子等四大
主导产业，积极进行产业对接，加强与台湾岛内工业
园区的沟通与联系，充分利用台商协会这个招商平
台，使对台招商更具针对性。

在成立全省首家台湾工业园的基础上，济阳县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先后建设了自来水厂、变电站、
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实现了水、路、电、气、热等

“九通一平”。在政策上，对台资企业实施“扎口”管
理，及时解决企业遇到的供水、供热等各种难题。目
前，台湾工业园已初步形成以旺旺集团为主的食品
加工业，以界龙电子、朗硕电子为主的机械电子业，
以大鲁阁织染为主的纺织服装业，以大自然化学为
主的医药化工业等四大产业体系。

52家台资企业投资7亿美元

济阳成黄河以北
最大台资集聚地

□记者 牛远飞
通讯员 冯文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一群来自基层的平凡好人，一群

市民身边的学习榜样——— 济南市槐荫区前不久评选
出的10位“新城道德之星”，向全社会传递着一股
正能量。

自2008年以来，槐荫区已连续举办了五届“道
德之星”评选活动，评选出了上百名道德模范，涌
现出了全国道德模范1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1
人，省级道德模范及提名奖4人，市级道德模范及
提名奖28人，5人入选“中国好人榜”。

今年，槐荫区财政拨付专项资金100万元，对
全区60名全国、省、市、区级道德模范隆重表彰奖
励，对生活困难道德模范进行帮扶救助，在全区形
成“好人好报”的鲜明价值导向，促进了公民道德
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平的不断提升。

槐荫“新城道德之星”

塑新风

□怀银轩 报道

入冬前后，建设中的济南西客站东广场主体建筑陆续封顶，初显峥嵘。广场中轴线两侧为两座三层商业楼，每座都拥有有3个“酒樽”造型，6个
酒樽寓意“把酒相迎四方客”，展示济南人民好客之情。

西客站东广场初显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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